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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明显，以电子政务为代表的政府管理

服务职能的电子化、自动化、无纸化，目前正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

中快速发展。政府司法部门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部门，要利用好

网络化的信息新技术，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服务。清镇市司法局的信息化

建设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实现更高的建设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但

要实现为社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业务目标还存在一定差

距。 

在清镇市司法局电子政务系统的研究与设计过程中，查阅大量的软件

工程、电子政务的相关文献，根据电子政务的发展分析了电子政务的特点，

总结我国电子政务的现状，以及司法系统电子政务系统具体的建设规划与

实施方式。分析了清镇市司法局职能、组织机构、管理流程等方面，分析

电子政务系统在功能、安全和性能等方面的需求。根据软件工程规范从系

统架构、功能结构、技术平台、运行环境、设计工具、系统部署等方面进

行整个系统的设计。 

研究和设计出的清镇市司法局电子政务系统包括公文流转管理、档案

管理、日常事务管理和门户网站四大功能模块，实现了管理理念与业务处

理实践相结合，基本满足了清镇市司法局的管理和宣传需求，有效地实现

了清镇市司法局电子政务系统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宣传以及全过程的流程

控制，向全社会提供高效、优质、规范、透明和全方位的服务，全面实现

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的要求。 

 

关键词：.NET；司法局电子政务；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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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y integration growing obvious, the 

electronic, automatic and paperless proces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service function which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e-government affairs now 

is quickly developing in some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As the crucial part of legal publicity work, government judicial department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networking new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to serve it. 

In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process of Qingzhen City Bureau of Justice 

e-government system, related literature of plentiful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the 

e-government affairs has been referred.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 and summary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our e-government affairs and its specific construction 

arrangement and implement method in Bureau of Justice is made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Besides, analysis of function，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Qingzhen City Bureau of Justice and its demand of e-government affairs system 

in the aspect of function, safety and performance are done.  The design of 

whol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discipline from the system 

framework, function structure, technology platform, operating environment, 

design instrument, and system array. 

The Qingzhen City Bureau of Justice e-government affairs system which is 

researched and designed consists of four function modules: official document 

flow management, archives management, daily affairs management and web 

portals. It connects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business process, satisfies 

basicall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romotion demand of Qingzhen City Bureau of 

Justice, realizes the flow control of its e-government syste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motion and whole process effectively, provides high efficient, 

good quality, standard, transparent and all-around service for the society and 

fully gets access to the request of changing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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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tyle to service style. 

 

Keywords: .NET; Judicial the Electronic Government Affairs;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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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

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

空间与部门分隔的限制，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

的管理和服务
[1]
。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明显，以电子政务为代表的政府管理服务职

能的电子化、自动化、无纸化，目前正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中快速发展。

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务被列第一

位，因此可以说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先导，电子政务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

必然。 

在我国，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源，如各类国家或地方

政策法规信息、各行业规章标准、各类招商引资信息、重大项目招标信息等等；

另一方面，个人、企业和社会对获取政府有关政策法规、各类统计信息、社会保

障信息等的快捷和透明程度的要求日益提高，对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服务水平

等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政府部门职能的监督也需日益强化。 

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化的信息新技术，提高各方面的办事效

率，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更快的服务，充分进行政策宣传教育，对内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对外树立崭新形象。可以说，政府机构的信息化

应用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进程。所以，要提

高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建立真正的电子政

务，整合政府资源、企业资源、社会资源及社会服务资源，建立一个集数字化、

网络化、信息化为一体的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必然。 

政府司法部门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部门，在工作中需要着力争当理

论武装工作的排头兵，争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排头兵，争当文明创建工作的排

头兵，争当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排头兵，争当创建法制宣传文化品牌工作的排头

兵，要做好这些工作，跟上时代步伐，就要利用好网络化的信息新技术，为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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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工作服务。 

本文是立足当前实际，围绕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质量、效率为中心，利用

计算机相关技术和软件工程思想来设计的电子政务信息宣传平台，以致力于贯彻

执行国家和上级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管理好全

市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和监督全市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律师工作以及社

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全市法律服务市场和司法鉴定工作；管理和指导全市

的人民调解工作，协助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接茬帮教和过渡性安

置工作；管理全市民事调解组织，指导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参与调解突发性、群

体性纠纷事件的现场处理；管理和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队伍

建设。 

清镇市作为贵州省最具活力的行政区域之一，需要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

服务，而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己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通过政府信息化

的不断建设，清镇市司法局作为政府的核心部门，其业务和信息化的建设已具有

较高的水平。为满足向全社会提供高效、优质、规范、透明和全方位的服务，全

面实现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的要求，需要在政府办内部为工作人员

提供将管理理念与业务处理实践相结合的高效、便捷，更加完善的电子政务系统，

为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 

在清镇市政府信息化的推动和各级领导的重视下，清镇市司法局的信息化

建设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一批支持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办公应用系统相继

建立和运行，为实现更高的建设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但要实现为社会提供高水

平、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业务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网上办公的应用水平仍未摆脱传统业务模式 

清镇市司法局原有系统完成手工到电子办公的转变，初步满足了各科室的

业务需求。但随着清镇市司法局办公业务的扩展，司法局对办公系统的需求也随

之发生了部分变化，这样己有的系统就不能够来满足快速响应、信息共享、业务

规范的业务要求。 

2.  公文处理流程的管理和整合不足，无法满足规范和灵活的要求 

目前清镇市司法局的公文处理流程是以科室业务进行分类，对于复杂和特

殊的处理流程无法满足，忽视了各科室业务的共性，缺乏规范性。这样不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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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文的类型、签发单的使用及处理流程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同时也造成业务流

程与科室编制绑定，使其难以适应科室的职能调整。 

3.  文件管理混乱，查询困难并且无法共享 

司法局内部有很多的重要知识内容，包括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各类规章

制度、各类模板表格等等。这些内容目前散播在个人手里，很不安全，同时也限

制了相互间的知识共享和流通。 

4.  业务管理功能不完善 

清镇市司法局先前所使用的办公系统更多地关注了业务操作的本身，而对

任务分配、完成情况跟踪、业务统计等内部管理的考虑有所欠缺。 

本课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它以清镇市司法局现有办公自动化系统为基

础，进行功能优化和结构调整，以加强内部业务管理，规范知识管理与共享，多

方位的增强办公协同，从而达到提升整体工作效率，为清镇市提供更高水平、更

高质量的服务。通过研究与设计清镇市司法局电子政务系统，不只是实现一个技

术运动，而是一次社会公正的全面提升和社会效率的深刻革命，其创造效率和社

会价值，信息技术将使政府、社会和人民获益。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务被列

为第一位
[2]
。可以说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没有电子政务就不会存在

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把电子政务作为新一

轮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和目标，把利用信息技术改进传统管理方式

看作是新世纪政府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开发建设。美、欧

等国的电子政务起步较早、发展较快，而其他国家则不甘落后
[3]
。 

1.  发达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概况 

美国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积极倡导和推动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

的建设。2000 年 6 月，克林顿宣布要在 3 个月内建成一个超大型电子网站－“第

一政府网” [4]
，旨在加速政府对公民需要的反馈，减少橡皮图章和工作环节，

让美国公众能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政府，并能在一个政府网站站点内解决竞标

合同和向政府申请贷款等程序。“第一政府网”内容丰富、分类详尽，一方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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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全美 50 个州以及各县、市的有关材料及网站链接；另一方面又按经济与商

业、农业和食品、艺术和文化等行业进行归类；与此同时，该网还在全国范围内

实现了网上购买政府债券、网上缴纳税款以及邮票、硬币买卖等交易行为。 

密如蛛网的电话线路和有线电视线路以及无线上网技术为美国实施电子政

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目前，包括白宫、国务院、联邦政府一级机构以及所

有的州级政府全部实现上网，而且几乎所有的市级政府部门也已经建立起自已的

网站。美国政府网站的内容非常丰富，据初步统计，目前已能够提供 27 种功能。

例如“犯罪信息中心”具有超级图像处理、指纹辨析、管理自动化等功能，使普

通用户可以快捷链接进入以获取各种有关罪犯的信息，以有效协助缉拿罪犯；康

涅狄格州则把政府的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集合到一起，居民可以立即被导入与

之有关的 169 个市政当局中的任何一个：西弗吉尼亚州政府的网站只需要居民输

入各自的社会保障号码，即可查看他们的税收减免情况和就业数据库，同时还有

完整的在线中请表格功能。 

根据美国去年出台的《政府纸张消除法案》，美国计划在 2003 年 10 月以前

实现政府办公的无纸化作业，以使美国公民与其政府的互动关系实现电子化。 

英国在 2000 年以前，大约还有 52%的英国人表示会因为费用问题而不会上

网，公众的这种反应无疑给政府电子政务的推进设置了一道屏障，同时也让它认

识了解决地区和阶层之间数字鸿沟问题的紧迫性。为此，英国首相布莱尔制定了

“在五年内使每个英国家庭都能上网”的计划，并且在“信息时代特别内阁会议”

上提出，英国政府机构服务的上网率要在 2002 年达到 25%。(事实上，2001 年

这一数字就已达到 40%，到 2002 年，英国的政府上网率估计可能达到 75%。)

英国已于 2001 年 1 月启动政府的网关，该网关把公民网站、商业和部门网站与

政府的办公室系统等安全地连接在一起，提供 365*24“无缝”服务
[5]
。 

另外，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目前英国的成年网民中，有 18%的人在

使用政府机构网站获取服务或官方文件等信息，政府机构网站的总数已达 1000

多个，每星期的访问请求超过了 2000 万。2000 年 12 月开通的“英国在线”，已

经整理了 1000 多个政府机构网站的信息，帮助用户迅速、方便地寻找所需网站，

以获取关于就业、理财、旅行、生活等方面的政府信息与服务。 

法国从 1997 年开始认识到电子政府的重要性，并着手建设工作。第一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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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政府上网开始，法国目前在 WWW 网上大约有 60 个政府机构站点。已经入

网的政府部门包括教育、电信、环境等部门。法国政府律有一个政府部门各站点

的索引站点(http://www. admifrance.gov.fr)，各政府部门站点均在左上角有一个该

索引站点的标志，该站点提供了按名称、按职能等检索方式来查找政府机构。比

较著名是两个最高级政府首脑站点：爱丽舍宫站点和总统站点。总理站点包括内

阁成员以及年度工作情况等，用户可以发送 E-mail 和总理联系
[3]
。 

2.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据了解，我国政府部门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中的 80%的有价值信息，3000

多个数据库。时代财富科技公司 2002 年 5 月份发布的《中国电子政务研究报告》

认为，中国目前的电子政务度为 22.6%[6]
，可以说我国的电子政务还处于比较低

的水平，这种现象是对信息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 

电子政务在我国从最初的萌芽阶段发展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大

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 1 阶段办公自动化中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开始清醒意识到信息革

命浪潮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80 年代中期，各政府部门便开始利用计算机技术

辅助实现一些基础的政务活动。如：文件起草、编辑修改、打印输出、存档等重

要的办公室常规例行工作。这时候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应用是基于文件系统和关系

型数据库系统的，以结构化数据为存储和处理对象，强调对数据的计算和统计能

力，实现了数据统计和文档写作电子化，完成了办公信息载体从原始纸介质方式

向比特方式的飞跃，实现了办公系统自动化，提高了办公效率。这是中国电子政

务的萌芽阶段。 

第 2 阶段政府上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电子政务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央各大部委机

关、全国各省级政府部门和主要中心城市政府部门，开始突破了部门和地域限制，

向交互性和互联网方向发展。1993 年底国家正式启动的“三金工程”是以中央

国家机关主导的、以政府信息化为特征的系统工程，重点是建设信息化的基础设

施，为重点行业和部门传输数据和信息。 

1999 年 1 月，40 多个部委(局、办)的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了“政府

上网工程”，截止到 2001 年 1 月底，在 gov.cn 下注册的域名总数达到 47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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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国内域名总数的 4%。已建成的 www 下的政府网站达 3200 多个，70%以上的

地市级政府在网上设立了办事窗口。目前，专业化的政府服务网站日益增多，服

务内容更加丰富，功能不断增强，互动性得到很大提高。中央与地方的工商、海

关、国税和地税等部门纷纷推出各种网上办公业务。例如，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建立了的红盾 315 (http://www.hd315.gov.cn)网上办公平台，开办了网上专项审

批、网上注册与年检、网上经营者身份及经营行为合法性认证、经营性网站备案

核准、域名备案登记等业务
[7]
。 

这一时期，政府内部的办公系统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办公自动化系统体系

结构主要采用客户/服务器二层体系结构或者二者的混合体系结构，所提供的功

能也大大超过了早期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第 3 阶段电子政务这两年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十

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并纷纷提出建设数字化城市或数码港计划，其中，电子政

务的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数十家

地方政府，纷纷宣布将要推行“数字化北京”、“数字化上海”、“数字化福建”等

等雄心勃勃的“电子政务”计划。如北京市的具体目标是：力争用两年时间，到

2003 年底初步实现政府面向企业和市民的审批、管理和服务业务在网上进行，

政府内部初步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办公；到 2005 年底建成体系完整、结构合理、

高速宽带、互联互通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最终建成北京市政务系统共建共享的

信息资源库，全面开展网上交互式办公
[8]
。 

总的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电子政务相比较，我国的电子政务才刚刚起步，

电子政务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尚数空白，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政府信息化还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与主要信息技术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 

1.3  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清镇市司法局的实际业务需求进行分析，采用现代化软件工程

的思想和面向对象的开发方式，完成了清镇市司法局电子政务系统的需求分析和

概要设计。同时，通过对清镇市司法局电子政务系统的设计实现，提高了软件工

程应用能力。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1.  根据电子政务的发展分析了电子政务的特点，总结我国电子政务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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