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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互联网作为一种互动媒体、信息渠道、生活平台，网络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与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上资源存在方式

也由单一的文本向多媒体形式过渡。互联网的开放性也使得它具有了广泛的音视

频内容来源，在给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不

良信息的泛滥。互联网上的不良视听节目信息的传播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

国家安全以及和平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互联网内容舆情分析急需有效的

图像与视频的获取、采集、分析、鉴别和索引技术，从而保障合法内容的高效传

播，遏制侵权的、色情等不良音视频的传播。针对当前互联网发展与应用的现状，

需要建立一套适合地方行政管理的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管理系统，对区域内对互

联网视听节目网站监督管理，分类、索引、检索、取证。监测系统采用的基本技

术路线是 B/S 结构，J2EE 和系统三层架构，功能实现基于关系型数据库、中间

件等。扩展功能可以在相应层次上集成相应的软件，或利用产品的应用开发接口

定制开发。系统把成熟的工业产品和网络技术与行政部门的管理需求结合起来，

根据管理需求的需要，进行音视频节目、关键字等特征配置，指导工业产品做大

量的过滤和基础的检测，再利用系统配合人工做进一步检测和对特定目标的检测

和识别，从而实现对本行政区域内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网站进行搜索和基本分析，

对 P2P转播和直播，播客上传的视音频内容监督管理，对视音频节目进行分类、

索引、检索、取证，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行政管理和执法依据，及时跟踪和

了解互联网视听节目状态，以加强对全市的视听网站的监管，并进行初步的网络

舆情分析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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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The role that the internet play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society as a kind of mutual media, information channel and plat of lif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utual technology, the way of resources existence is 

transferring form single text to multimedia. Also with the wide spreading of internet , 

the open character make it have widen video and vision resources,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the great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study , work as well as life but also floods 

the unhealthy information. The spreading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influences the 

domestic sprit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dly, even to the whole nation’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ere for, the analysis of internet present situation needs terribly a kind of 

technology that can do the job of acquirement, collection. Analysis, index and 

supervision, then the technology can protect the legal content to be spread and at the 

same time forbid the illegal content spreading, such as blue sex, infringe ac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terne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 a series of monitor 

systems designed for local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built, which can inspect index, 

classification, obtaining evidence in the local area net(LAN).the monitor system takes 

the B/S construction ,J2EE three-layers construction as the basic technical line, 

which’s functions can work on the base of relation, database, middle wear etc. the 

extended function can integrate the corresponding software on the related layer, or 

establis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product’s applied port. The 

system also can combine the mature industrial product, net technology to the 

mangement’s requirment of the adminstration, and guide the industrial product to do a 

lot of filterring and basic inspection job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management, video 

and vision programs. the charactor of key words and the assignment of signature ,and 

than assigns the worker to do the further inspection ,dection and distinguishment for 

the certain aim , finally makes these come to be ture, there are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and primary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video and vision websits in LAN, broadcasting 

and live of P2P, inspecting the uploaded content, providing the class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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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V 

index,searchs ,obtaining evidence to the government to be the base of adminstration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of lawenforcement, tracing and acquir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video and vision program timely, strengthening the job of minitor for the 

whole city, getting the primary analysis and forwarn. 

 

 

 

Keywords: InternetAudio and Video Programs；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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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1.1 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的必要性 

互联网作为一种互动媒体、信息渠道、生活平台，网络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与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上资源存在方式

也由单一的文本向多媒体形式过渡。互联网的开放性也使得它具有了广泛的音视

频内容来源，在给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大量

的不良信息充斥其中。互联网上色情、暴力甚至是敌对、反动宣传等不良视听节

目信息的传播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国家安全以及和平稳定产生了不利影

响。因此，互联网内容舆情分析急需有效的图像与视频的获取、采集、分析、鉴

别和索引技术，从而保障合法内容的音视频节目高效传播，遏制侵权的、色情等

不良音视频的传播。对互联网上的视听节目信息内容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阻

止不良信息的传播，确保互联网视听节目信息内容的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5.13 亿人，普及率达

到 38.3%，新增网民 5580万人，宽带网民规模达到 3.56亿人。2011 年网络音乐

使用率为 75.2%，排名第三，网络视频使用率为 63.4％，排名第五。网络视频用

户规模同比增加 14.6％，达到了 3.25亿人[4]。2011年贵州省各类网站数目和域

名数分别为 6071个和 24068个，多数网站设置于贵阳市范围内。根据我国的政

务管理模式，可以建立一套以地（市）一级行政区域划分管理本辖区内的互联网

视听节目网站的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管理系统，以实现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的监测

管理以及简单的舆情分析与预警。 

1.2 国内外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管理现状 

我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

目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 39 号）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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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总局、信息产业部第 56 号令）等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管理权归属上，

互联网视听节目属于内容管理，按照我国的互联网管理分工原则，管理权属广电

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及公安网监部门也在对部分互联网视听

节目进行管理和监督，而广电部门因技术手段，人员配备等因素制约，缺乏对互

联网视听节目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为积极引导互联网站的科学健康发展，保

护知识产权，促进互联网视听服务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人民

服务，需要从技术层面加强对我国互联网视听节目的管理[5]。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新闻、出版、教育、卫生、药品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国家安全等有

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互联网信息内容实施监督管理”。因此，

我国包括网络视听节目监管在内的整个互联网管理，呈现出“十龙治水”的局面，

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6-7]。 

在欧美发达国家，互联网音视频管理大多有统一的监管机构。英国对互联网

音视频监管的出发点重在保护青少年。英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整体管理是“监督而

非监控”管理，主要是通过立法保障和行业自律辅之以政府指导来实现，鼓励通

过网络热线方式举报涉及儿童色情、种族仇恨和其他非法内容的网址，并鼓励服

务提供商自愿对网站内容进行分级和过滤。在英国，有一个由政府牵头成立的互

联网行业自律组织“互联网监看基金会”的机构。英国政府的贸易和工业部牵

头，汇集内政部、伦敦警察局等政府机构以及主要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达成一

份《R3网络安全协议》，并随之成立了互联网监看基金会，成员多为网络企业，

也有教育、文化、政府、司法机构的代表。首先，各家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互联

网监看基金会的会员，有责任对自己提供的内容进行审查，并根据相应法规对那

些不适合青少年的色情等内容进行分级标注。而互联网监看基金会更主要的工作

还是处理各种不良信息报告。网络用户如果发现了不良内容，可以登录该基金会

的网站进行报告和投诉，基金会随之进行调查和评估，如果认定是非法内容，则

会通知相应网络服务提供商将非法内容从服务器上删除，并根据情况将问题移交

执法机构处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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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互联网音视频监管的出发点是保障国家安全与保护未成年人并重。联

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制定了多项法律来实现对互联网音视频的监管。涉及国家安

全保障方面的法律包括《爱国者法》、《电脑犯罪法》等，尤其是在反恐形势日

趋严峻的今天，这些法律显得越来越重要；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包括《儿

童互联网保护法》、《儿童色情内容防止法》以及《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等。

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司法部专门成立了特种部队，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上犯

罪活动；联邦调查局也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辨认网上发布的儿童色情图像，调查

不法分子。 

在新加坡，政府对互联网音视频的监管主要从保证社会稳定出发，实行分类

许可，确保互联网被正常使用。根据新加坡《广播法》的相关要求以及互联网行

为准则，新加坡政府有权要求供应商删除网站中出现的诸如宣扬色情、暴力及种

族仇视等令人反感的言论并评比某些特定的网站。若供应商不能履行义务，将会

被处以罚款或者暂时吊销营业执照。在互联网准入方面，新加坡政府规定互联网

服务供应商、内容供应商、政党组织、宗教团体和其他拥有政治、宗教内容的网

站，都必须向媒体发展管理局申请许可证，保证遵从互联网行为准则，禁止出现

破坏政治稳定和宗教团结的言行[9-10]。  

1.3 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当前互联网发展与应用的现状，结合地方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对于互联网

视听节目内容的监管需求，按地方行政管理区域划分管理职责，建立一套地（市）

一级地方政府的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管理系统，综合运用互联网搜索、自动识别、

信息检索、视频分析等技术手段，完成广泛搜、重点监、核心与要点控等方面的

任务。 

按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对本行政区域内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网站进行搜索和基

本分析，对 P2P转播和直播，播客上传的视音频内容监督管理，对视音频节目进

行分类、索引、检索、取证，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行政管理和执法依据，并

进行初步的网络舆情分析及预警。 

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内容分析、信息检索和信息统计几个子系统组成。能

自动地对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互联网站进行不间断、多周期的全网扫描，及时了解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 

和发现审批网站、重点网站传播的节目信息，必要时对音视节目进行转存和取证，

有效地监测管辖内互联网视听网站和网上视听节目传播动向。作为区域内互联网

监管平台的组成部分之一，系统还能实现与宣传管理、公安、工商、文化和通信

管理等多个部门间的资源共享；保证广电部门有必要的手段，履行对全市互联网

视听服务的管理，维护广大群众视听服务的正常秩序；提供视听节目服务违法违

规的证据，协同通信管理、公安、工商等部门处理违法行为。 

1.4 论文章节安排 

本文共分为七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我国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的现状，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

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并从地方政府管理的角度进行需求分析，

探索建立一套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小规模的互联网视听节目监测管理系统。 

第二章是系统采用的相关技术介绍。系统采用的主要技术有 B/S 结构、J2EE

结构和系统的三层架构。 

第三章是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分别从业务需求，功能需求、非功能需求三

个方面阐述管理者对系统的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 

第四章主要介绍系统的技术架构，整个系统采用系统三层架构以及面向对象

的技术进行设计和实现。 

第五章是系统的详细设计，介绍了系统的各个功能子系统（模块）的构成、

功能及其实现方法。 

第六章是对系统进行测试，按照测试规划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测试分析，是否

实现预期目标。 

第七章是对系统的总结和应用前景的展望。 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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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采用的相关技术介绍 

在整个系统的建设中，综合考虑了多方面行业领先技术和流行的趋势，保证

整个系统具有非常好的开放、可集成性，支持大的负载能力，同时具有技术的前

瞻性，符合行业流行发展趋势，另外，在规划阶段设计好系统的“平台”，主要

是底层数据库的平台，合理的平台的选择对整个系统的运行的高效性具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 

2.1 B/S结构 

B/S（Browser/Server）结构即浏览器和服务器结构。它是随着 Internet技

术的兴起，对 C/S结构的一种变化或者改进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用户工作界

面是通过 WWW 浏览器来实现，极少部分事务逻辑在前端（Browser）实现，但是

主要事务逻辑在服务器（Server）实现，形成所谓三层 3-tier 结构。这样就大

大简化了客户端电脑载荷，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工作量，降低了用户

的总体成本（TCO）。系统主体采用 B/S 结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简化客户端的

维护，B/S的方式有利于数据和系统的集中管理，有利于数据安全和更方便地实

现系统备份[11]。 

2.2 J2EE架构 

J2EE是使用 Java技术开发企业级应用的一种事实上的工业标准(Sun公司出

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至今没有将 Java及其相关技术纳入标准化组织的体系)，

它是 Java技术不断适应和促进企业级应用过程中的产物。为应用 Java 技术开发

服务器端应用提供一个平台独立的、可移植的、多用户的、安全的和基于标准的

企业级平台，从而简化企业应用的开发、管理和部署。 

在应用系统架构上将采用 J2EE 架构进行设计，能支持 N－tier 服务模式，

使系统具有很好的框架和灵活性。分层设计的好处在于，表现层与业务处理层和

数据通讯层分隔，在增加一个新的访问渠道时，仅增加渠道驱动，改变内容展示

格式，而交易处理和与后台的数据通讯及处理不作任何修改。业务层与数据通讯

层的分隔，可以在业务处理不作大量的改动的情况下，连接到不同的后台。因此，

分层设计可以使得系统更加灵活、易于维护。其结构如图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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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应用系统架构示意图 

 

分层设计的好处在于，表现层与业务处理层和数据通讯层分隔，在增加一个

新的访问渠道时，仅增加渠道驱动，改变内容展示格式，而交易处理和与后台的

数据通讯及处理不作任何修改。业务层与数据通讯层的分隔，可以在业务处理不

作大量的改动的情况下，连接到不同的后台。因此，分层设计可以使得系统更加

灵活、易于维护。 

Web服务器只是作为所有服务的访问入口并管理静态的页面，而所有的业务

逻辑和后台数据的访问逻辑都交给 Web应用服务器（Application Server）来处

理，降低了 Web 服务器的负载，同时有效地将电子商务应用中的表示逻辑

（Presentation Logic），业务逻辑（Business Logic）和对数据库的访问逻辑

（Data Logic）有效地分离开，极大地提高了应用的可扩展性，构造了一个完整

的三层次(3-tier)或多层次(N-tier)应用；同时由于 Web应用服务器在可靠性，

可扩充性，可用性等方面的优势，保证了整个电子商务应用系统的总体可用性。 

JSP技术: 

目前用于生成动态网页较为流行的方法有CGI、PHP及JavaServer Page(JSP)

技术等。其中：CGI 通过访问其它应用程序来获取信息并返回给浏览器，CGI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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