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_______ 密级 ______ 

学号：X2011230305                                         UDC ______ 

 

工  程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云南国税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文件管理

的设计与实现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Yunnan IRS Tax Integrated 

Office Docu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王  锐 

指导教师姓名： 张 仲 楠  副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软 件 工 程

论文提交日期： 2 0 1 3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 0 1 3  年 6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 0 1 3 年   月

 

指  导  教  师：           

答辩委员会主席：           

 

2013 年 5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9541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2013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

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

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

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2013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I 
 

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进步，税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信息化建设是税收工作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云

南国税系统按照新时期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强化科学管理的要求，立足

云南国税实际，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在不断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同

时，有效提高了税务行政工作效能，促进了云南国税事业全面发展。在税务行政

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2000 年开始推行办公自动化系统（即 ODPS 系统），之后

相继上线运行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纪检监察管理等信息系统，大大提升了税务

行政工作效能。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不足：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的发展速度已经滞后于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云南国税系统原来使用的 ODPS

公文处理系统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期税收工作的发展，必须开发新的税务办

公自动化系统。 

本文结合税收工作的特点，分析了 ODPS 公文处理系统的缺点和不足，税务

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总结了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特点和优

势，探讨如何设计和实现新时期下能适应税收工作发展的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

统，着重阐述了 Lotus Domino/Notes 平台的特点和优势。基于对税务综合办公信

息系统的需求分析，根据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特点和要求，构建了系统的功

能框架，以 Lotus Domino/Notes 平台为基础，设计并实现了云南国税税务综合办

公信息系统的文件管理部分。 

关键字：税务；办公自动化；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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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 progress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taxation system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most basic important part of tax work.  In 

recent years, Yunnan tax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new 

era tax work, especially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based in 

Yunnan national tax practice, tax information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tax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unnan tax career. Tax administration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00 launched the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ie ODPS system), have 

been running on the line after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great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ax administration. In the achievements, but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Tax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lagged 

behin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ax system of the original use of the ODP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n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x work heart period, which must develop the taxation 

integration office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jus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x revenue work, which 

analy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axation integration offic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x office automation, 

discusse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new period to adapt to taxation integration 

office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of the tax work,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Lotus Domino / Notes platfor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ax the system of office automation, build the function frame of 

the system, Lotus Domino / Notes platform-based,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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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IRS tax office information systems. 

Keywords: Tax; Office Automation; Docu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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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在飞速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信

息化程度日益提高，信息管理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一日千里也使快速而准确地处理大量管理信息

成为现实需要。为了提高办公效率，适应社会快速发展脚步，各行各业对办公自

动化系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税务系统每天要与十分庞大的数据打交

道。原来只能进行简单处公文处理的办公系统已经无法满足税务机关快速发展需

求，云南国税需要整合已有办公系统资源，不断创新信息系统，提高综合运行效

率。 

近年来，云南国税系统按照新时期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强化科学管

理的要求，立足云南国税实际，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在不断提升税收征管

质量和效率的同时，有效提高了税务行政工作效能，促进了云南国税事业全面发

展。在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大力实施信息化支撑下的税收科学化、专业化

管理：2005 年综合征管软件上线运行，实现了征管数据省级集中；2007 年税收

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上线运行，税收执法行为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加大自主研发力

度，开发应用了数据监控分析、网络申报、普通发票网上填开等 22 个应用系统，

税收征管质效明显优化，纳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在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方

面，2000 年开始推行办公自动化系统（即 ODPS 系统），之后相继上线运行财务

管理、人事管理、纪检监察管理等信息系统，大大提升了税务行政工作效能。在

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不足：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速度已经滞

后于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因此，进一步提升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程度和水平，

切实增强国税部门行政管理效率和机关服务效能，实现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与税

收管理信息化双轮驱动、同步发展，已成为全省国税系统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加快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深化税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国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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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税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强国税部门自身建设的重要

环节。大力推行电子政务，以税务行政工作流程为导向，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

依托，加快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改变日常的税务办公方式，提高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降低税务行政成本，而且能够改变税务行政管理模式，促进

税务行政管理规范化，提升国税部门的公信力和行政效能。 

加快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是落实税务行政管理科学化、专业化要求

的现实需要。随着税收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对推行电子政务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支持，实现

流程运转、工作评价的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将有利于促进行政管理科学化、

专业化，提高税务行政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 

1.1.2 研究意义  

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协作平台，使全省国税系统各州

（市）局和县（市、区）局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了部门之间、机构内部员

工之间横向和纵向的信息交流与协同工作，使得单位内部的办公业务流程在内部

局域网或互联网上快速进行，实现了自动化和信息化，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应用

将进一步提升行政办公效能。一是扩大业务范围，将适宜使用计算机进行处理的

各项行政办公工作都纳入综合办公信息系统中；二是流程处理逐步转向监督服务

型，打破现行局域网的限制，以广域网为依托，通过上下信息交换与共享，实现

从总局到省局、州（市）局、县（区）局的四级层层监控；三是建立统一的文书

审批和档案管理通道，实现各业务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方便各级领导的审批工

作；四是在税务信息化建设整体框架下进行统筹规划，既保证了软件各模块之间

的一致性，也考虑到综合办公信息系统与“金税三期”其他系统的衔接，避免形成

新的“信息孤岛”；五是提高了工作效率。税务干部不用拿着各种公文、申请表或

单据在各部门间跑来跑去，找领导签字、盖章，可以在内部网站快速地进行公文

传递和审批，如果出差在外，还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对紧急的公文进行处理和审批，

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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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DPS 使用情况及存在问题 

云南国税系统于 2000 年开始推广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即 ODPS 系统）。

ODPS 系统的推广上线提高了公文流转速度，为提升国税机关行政办公效能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目前使用的 ODPS 系统

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如软件功能不全，通用性差，拓展弹性小，技术落后，缺

乏统一规划等，信息化优势难以充分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总局按照税务行政办

公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要求和原则，通过对文件办理和相关办公业务

流程的优化和重组，对综合办公信息系统进行了一体化建设规划，开发了税务综

合办公信息系统，并于 2007 年起在全国税务系统逐步推广应用。目前，总局机

关和全国 19 个省、区、市国税局或地税局已经使用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进行

公文处理等工作。根据总局年度工作安排，云南、江苏、甘肃国税和贵州地税被

列为今年第二批推广上线单位。这是云南国税系统加快税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的重要机遇，也是云南国税行政管理工作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内容。 

 

1.3 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特点及优势 

1.3.1 系统特点 

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是总局按照税务行政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

要求和金税三期“一体化”设计的原则而组织开发的，是税务行政管理系统的核心

子系统。系统的体系结构采用（B/S）三层架构体系，数据的存储采用省级集中

模式，各下属单位不需要安装客户端，操作人员通过浏览器登录的方式登录省局

web 应用服务器来实现系统访问和业务处理。系统包含文件管理、信息服务、工

作安排、信访管理、督查督办、会议管理、信息采编、宣传管理共 8 个业务模块。

基本涵盖了税务行政办公的各项工作流程，实现了对办公流程的有效跟踪和监

控，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机关服务效能，发挥行政管理的整体效益。涉及绝

大部分行政管理工作，不同岗位对应不同管理权限。其中：文件管理模块是系统

的核心和主体，相当于公文处理软件（ODPS），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除操作界面

升级为客户端服务器（B/S）模式外，发文、收文、内部文件（签报）和档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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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内容变化不大，业务流转也基本遵循了原来的处理方式；信息服务模块以内

部网站的形式，实现了文件、刊物、公告等信息发布，还包括意见箱、在线咨询

以及电子邮件等功能，实现了对现有内部网站内容的补充；信访管理模块以税务

信访管理工作的实际业务为依据，在严格遵循办公室、稽查部门、监察部门信访

业务的独立性和保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三大信访部门不同信访数据信息之间的

横向转换，从而完成了向税务“大信访”的初步过渡；督查督办模块根据《全国税

务机关督促检查工作办法》及有关规定实现了督办立项、办理情况汇报、结果审

核、催办及延期申请等功能；信息采编模块实现了信息约稿、报送、采集、采用

确认、退回修改以及形成刊物的全部流程，支持信息采用状态远程反馈并自动形

成信息采用情况通报；宣传管理模块可实现新闻稿件、新闻宣传项目、新闻采访

的统一管理；工作安排模块实现了工作任务的建立、办理、分解、交办、延期申

请、撤销变更、工作汇总和办结注销等功能；会议管理模块实现了会议的申请、

通知及报名，会议材料的收集、整理及会议召开情况记录等。 

1.3.2 系统优势 

综合办公信息系统在兼顾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情况下，对综合办公业务进行

了优化和重组，与现有的 ODPS 系统相比
[1]
，有了很大变化：一是系统功能发生

变化。系统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模块，单个模块也有了较大功能提升。以作为系

统核心的文件管理模块为例，较 ODPS 系统在功能上有了较大的丰富和完善。发

文、收文、内部文件管理在 ODPS 系统的基础上规范了流程和职责，增加了文件

集中、文件考核、发文说明、多形式的文件关联（包括相关公文、文件和转发文

件）及文件发布到内部网站的功能，同时扩展了对多种文件格式编辑与浏览的支

持，使业务模块功能更完备，流程更规范，更能适应目前综合办公需要。二是模

块集成发生变化。现有的 ODPS 系统中，模块集成程度不高。而在新系统中，信

息采编作为一个功能模块整合进了系统之中，档案管理则作为一项功能融合进了

文件管理模块，增加了工作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三是流程控制发生变化。现有的

ODPS 系统虽然也按照规范的工作流程来进行设计，但在操作中流程控制并不十

分严格，文件传递不受被发送人岗位角色的限制；即使传递有误，也不会对文件

流转产生大的影响，只需重新传递即可。而在新的综合办公信息系统中，流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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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十分严格，工作流程得到严格规范，文件只能传递给具备下一个岗位角色权限

的人员。四是数据部署发生变化。现有的 ODPS 系统数据部署是分布式的，省局、

州（市）局、县（区）局，各有各的服务器，相互间数据独立。而在新系统中，

数据部署采取了省级统一集中的方式。绝大部分软硬件部署都在省局完成，解决

了 ODPS 系统传统分散式管理造成的管理不强、效率不高的问题，同时还便于各

级系统管理员进行远程维护，可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1.4 论文内容与组织结构 

本文结合税收工作的特点，分析了 ODPS 公文处理系统的缺点和不足，税务

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总结了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特点和优

势，探讨如何设计和实现新时期下能适应税收工作发展的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

统，着重阐述了 Lotus Domino/Notes 平台
[2]
的特点和优势。基于对税务综合办公

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根据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特点和要求，构建了系统的

功能框架，以 Lotus Domino/Notes 平台为基础，设计并实现了云南国税税务综合

办公信息系统的文件管理部分。 

论文主要包括六个章节组成，其中第一个章节主要介绍了税务综合办公信息

系统的定义，ODPS 公文处理系统的使用情况和存在的不足，税务综合办公信息

系统的特点和优势，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第二章节

主要介绍了 Lotus Domino 和 Notes 两种相关技术；第三章主要是通过活动图和

用例图来说明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总体设计和详细

设计两个方面对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进行设计。第五章主要以系统的典型界面

来说明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实现。第六章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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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键技术介绍 

Lotus Domino/Notes平台由Lotus公司开发，它是集文档数据库、电子邮件、

快速应用开发及Web应用技术于一身的企业级信息系统开发平台和运行平台
[3]
。

它是以文档为中心、以邮件为联系纽带，使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组织和合作伙

伴(例如省局和各地市局，市局和县区局)之间轻松跨越地域、组织架构的限制，

快速而有效地传递和共享信息。Lotus充分利用本单位已有的信息资源，具有类

似知识管理的功能，可实现对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优化和共享。由于具有完善

的电子系统、工作流自动开发标准和集成工具、单一结构文档数据库，Lotus简

化了办公应用的开发和维护，使用户很容易构建和管理集成的协同工作解决方

案，完成对协同工作的优化。今天，已有数以百万计企事业，包括企业、政府、

新闻业、保险和电力等诸多行业使用了Lotus，并获得普遍赞誉。 

2.1 Lotus Domino 的功能 

2.1.1 电子邮件系统 

Lotus Domino/Notes自动集成了电子邮件系统，电子邮件的收发主要基于这

样几个设计元素：通信录(文件名一般是Names．nsf)、Mail．box(收发邮件中转

站)、用户邮箱、邮件路由器(Router)。邮件转发实现过程如下：1、用户通过邮

箱撰写邮件，点击发送；2、邮件暂存在相当于邮局的Mail．box中；3、Router

检测到邮件，根据收件人名称到通信录中查找收件人所在的服务器和路径然后投

递；4、收件人收到邮件并发送回执。 

2.1.2 文档数据库 

文档数据库保存系统各种信息，其中文档是保存系统信息的主要载体。文档

除了能保存结构化数据，还能存储和管理其他类型数据库无法处理的非结构化数

据，如图片、代码、压缩文件等。Notes[4]
数据库也能够通过自带三个公式语言

(@Dbcolumn、@Dblookup、@DbCommand)来访问外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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