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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规模日益庞大，手工录入财政数据，使

用电子表格进行统计分析等传统手段，已远不能满足财政资金管理科学化、精细

化的要求。特别是 2004 年推行财政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以来，旧的工作方式

已远不能适应现代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因此，近年来我局陆续开发上线预算编

制系统、指标管理系统、非税收入管理系统、税收收入分析系统、国库集中支付

系统等，优化、细化了财政资金管理，加强了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 

论文首先介绍我国及我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现状，描述了国库集中支付的

相关概念，分析数据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次，主要通过介绍 J2EE 平台 ,讨论系统各组件以 J2EE 为平台，

SpringFramework 为核心业务容器，通过基于 HTTP 的 Hessian 协议及 RMI 协议

与客户端进行通讯，Hibernate 或 JDBC 对 Oracle 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取，并使用

OSCache 对常用数据进行缓存的过程。 

再次，介绍我市财政部门预算指标管理系统，国库支付管理系统，公务卡管

理系统，财政财务管理系统等有关财政集中支付相关系统的建设情况。 

最后，在制度建设、业务流程优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我市财政一体化

信息平台建设进行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集中支付；财政数据；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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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cale becomes larger and larger, what traditional means about manual 

input of financial data, using a spreadshee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already canno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financial scientific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2004，it 

carry out the reform about centralized treasury payment of Finance capital, the old 

way of working has been far from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management 

of public finance.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our bureau have developed online 

budgeting system, target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of non tax revenue system, 

the tax revenue analysis system, centralized treasury payment system, optimization, 

refinement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ver the use of 

fiscal capital. 

Firstly，the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centralized treasury 

payment, describes the related concept about centralized treasury payment, analysi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ata quality, propose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Secondly, mainly through introduing J2EE platform, discuss the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on the J2EE platform, SpringFramework as the core business of container, 

based on HTTP Hessian protocol and RMI protocol to the communications with 

clients, using Hibernate or JDBC to access data in Oracle database, and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OSCache to cache data. 

Thirdly, the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the treasury management system, business card 

management system, finance management system，that is concent with centralized 

payment system.of the centralized financial pay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Finally, in ways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business process optimizatio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dissertation summarys and prospects the finance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Keywords: Centralized Payment;Financial Data;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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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代信息技术在国民

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应用正极大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我国产业

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面临全球信息化浪潮及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的机遇与挑战，中央提出建设“电子政务”的要求及目标，政府有关部门

也加快了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政府工作根本性的改革，就必须要有现代化的

政府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支撑才能顺利进行。政府信息化发展呈现出如下趋势： 

 1、业务流程将更加科学、规范。科学、规范的业务流程是信息化的作用得

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同时也是政府信息化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化不是

把手工操作模式简单移植到计算机上，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必然

要求各部门事权的重新划分、岗位职责体系的重新修订、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的转

变。以满足专业化管理的要求和充分发挥信息化作用。 

 2、数据处理将高度集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体系的健全和政

府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加强，提高信息处理的集中程度已成为政府信息化

建设的发展方向。建设数据中心实现集中处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作模式，从

而进一步减少政策执行的随意性，加强上级机关对下级部门和工作人员监控的能

力。 

 3、政府部门对数据增值利用逐步加强。由于数据在政府部门集中存储和处

理，各类业务信息的集中程度全面提高，政府机关掌握信息的数量、质量也将大

大提高。政府机关可以借助现代化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开展对所管理的业务信

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和利用，为政府管理和政府决策提供更加有效的信息支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的总体要求，财政部在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

同时，自 1999 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规划建立“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并于 2000

年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2002 年初，国务院决定将财政部规划建立的“政府财

政管理信息系统”定名为“金财工程”,并把“金财工程”列为国家电子政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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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重点工程之一。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财工程”建设取得了较大进

展，初步形成了以预算管理为源头，以国库收支管理为预算执行主线的系统框架，

并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逐步得到推广应用，为财政改革顺利推进、加强财

政管理提供了较有力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财工程”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

初步形成了以预算管理为源头，以国库收支管理为预算执行主线的系统框架，并

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逐步得到推广应用，为财政改革顺利推进、加强财政

管理提供了较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金财工程”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信息

系统繁多、技术规范不统一、系统间口径及编码不一致、编制与执行没有实现无

缝链接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没有从业务的源头进行要素的规范，使系统间的主要业务要素及其

级次的不匹配，造成信息的追溯和回溯难实现，制约下一步管理目标的实现； 

2、应用系统按处室建立，在整体的业务流程不是很通畅，相互之间信息自

动交换没有打通，业务数据的一致性难以保证，业务处理自动化程度不高； 

3、现行系统设计的实际着眼点是服务于执行层，一般局限于一个部门内部，

形成一个又一个信息孤岛。因此，系统很难满足管理层、决策层的信息需求； 

4、系统模仿手工操作明显，随着管理的细化，造成工作量巨大； 

5、系统实现方式多样，缺乏统一的技术框架和规范； 

6、系统没有建立统一的安全体系，系统安全性有待提高； 

7、各系统采用了不同的对外（预算单位、清算银行、代理银行、人事、编

委）接入方式。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财政部于 2005 年开始组织建设了“金财工程”

应用支撑平台（简称 大平台或支撑平台），启动了大系统的建设工作，并把厦

门市确定为第一批”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在地方推广应用单位。立足于厦门

市现有财政业务的整体性，按照大系统的建设思路，构建出使财政主体业务全面

贯通、处理自动化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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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厦门市财政信息化现状 

1.2.1  应用系统现状 

厦门市财政的核心业务目前都已经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满足了财政

日常业务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政管理的工作效率。但近年来，财政改革

的不断深入，财政管理不断要求财政信息系统从系统的基础数据结构上、数据交

换、流程顺畅都能适应，以前的系统基本都难以满足这些新的要求，财政信息系

统需要整合、需要一体化建设。 

目前厦门市使用的核心业务系统主要有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指标管理（预

算执行管理）、集中支付管理三个核心的系统。其中部门预算编制系统采用的是

太极华青 E 财软件，全市较为统一。其他几个系统在市级下属的六个区县（思明、

集美、湖里、海沧、翔安、同安）中各有不同，采用了不统一的业务系统，系统

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做数据接口进行。 

这些核心的业务系统采用的数据实现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数据共享、数据

交换造成了困难，描述财政业务的数据编码语意也不统一，造成业务数据之间核

对工作量大，时常出现无法对应或不准确的情况发生。 

1.2.2  网络系统现状 

1、市局网络建设 

目前厦门市财政局局域网已经建成，遍布财政部门全部业务处室。采用结构

化布线系统（骨干光纤，超五类双绞线，100M 到桌面），三层交换技术，冗余

核心交换设计，按部门划分 vlan 管理，具备较高的运行效率和安全可靠性。根

据要求财政局内部业务网与外网（接入 Internet 互联网）采用两套完全物理隔离

的网络系统。 

2、区县广域网建设 

市局、区县、预算单位之间的网络连接情况： 

1、厦门市财政局与六个区财政局通过专线连接。 

2、市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 VPN 连接。 

3、思明区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宽带（ADSL1M）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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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美区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专线、拨号连接。 

5、海沧区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局域网、VPN 连接。 

6、翔安区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局域网、专线连接。 

7、同安区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拨号连接。 

8、湖里区财政局与预算单位通过专线连接。 

在应用业务系统建设时期，工作重点是确保每个系统可以实现该业务需求，

最大限度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但是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一些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来，如信息系统繁多、技术规范不统一、系统间口径及编码不一致、

编制与执行没有实现无缝链接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为了解决所存在的问题，结合财政部对推广实施大平台的意见的指示精神，

厦门市财政局拟基于“金财工程”应用支撑平台，构建厦门市财政一体化管理系

统，满足厦门市市本级和下属区县的统一业务管理。立足于厦门市现有财政业务

的整体性，按照大系统的建设思路，构建出使财政主体业务全面贯通、处理自动

化的厦门市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实现“三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

一，是上下级财政之间的信息贯通；第二，实现本级财政信息的贯通，也就是实

现一体化的大系统；第三，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国库和税务之间的信息贯通。

构建一套相互关联、紧密结合、协同工作、信息共享、有效监督的财政管理信息

系统。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 

论文首先介绍我国及我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现状，描述了国库集中支付的

相关概念，分析数据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次，主要通过介绍 J2EE 平台 ,讨论系统各组件以 J2EE 为平台，

SpringFramework 为核心业务容器，通过基于 HTTP 的 Hessian 协议及 RMI 协议

与客户端进行通讯，Hibernate 或 JDBC 对 Oracle 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取，并使用

OSCache 对常用数据进行缓存的过程。 

再次，介绍我市财政部门预算指标管理系统，国库支付管理系统，公务卡管

理系统，财政财务管理系统等有关财政集中支付相关系统的建设情况。 

最后，在制度建设、业务流程优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我市财政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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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建设进行总结和展望。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论文共分六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引言，主要介绍了厦门市财政局信息化工作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现

状，简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章介绍一体化信息系统所采用的相关技术，如 J2EE 平台工具等。 

第三章对我市财政一体化信息平台集中支付系统的建设需求进行分析，阐述

了系统一般流程、举例介绍部分功能需求，并介绍了建设原则。 

第四章介绍了我市财政一体化信息平台集中支付系统的总体设计。 

第五章介绍了我市财政一体化信息平台集中支付系统的详细设计。 

第六章在总结了我市集中支付系统及一体化信息平台的工作成效，提出下一

步工作计划，展望财政一体化信息系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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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介绍 

2.1  J2EE 平台简介 

  J2EE 是 Java2 平台企业版（Java 2 Platform,Enterprise Edition）。 

  J2EE 核心是一组技术规范与指南，其中所包含的各类组件、服务架构及技

术层次，均有共同的标准及规格，让各种依循 J2EE 架构的不同平台之间，存在

良好的兼容性，解决过去企业后端使用的信息产品彼此之间无法兼容，企业内部

或外部难以互通的窘境。  

2.2  J2EE 的优势 

  J2EE 为搭建具有可伸缩性、灵活性、易维护性的商务系统提供了良好的机

制：  

（一）保留现存的 IT 资产 

  由于企业必须适应新的商业需求，利用已有的企业信息系统方面的投资，而

不是重新制定全盘方案就变得很重要。这样，一个以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全

盘否定的）方式建立在已有系统之上的服务器端平台机制是公司所需求的。J2EE

架构可以充分利用用户原有的投资，如一些公司使用的 BEA Tuxedo、IBM 

CICS,IBM Encina，、Inprise VisiBroker 以及 Netscape Application Server。这之所

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J2EE 拥有广泛的业界支持和一些重要的'企业计算'领域供应

商的参与。每一个供应商都对现有的客户提供了不用废弃已有投资，进入可移植

的 J2EE 领域的升级途径。由于基于 J2EE 平台的产品几乎能够在任何操作系统

和硬件配置上运行，现有的操作系统和硬件也能被保留使用。  

（二）高效的开发 

  J2EE 允许公司把一些通用的、很繁琐的服务端任务交给中间供应商去完成。

这样开发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在如何创建商业逻辑上，相应地缩短了开发时间。高

级中间件供应商提供以下这些复杂的中间件服务：  

  状态管理服务，让开发人员写更少的代码，不用关心如何管理状态，这样能

够更快地完成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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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性服务，让开发人员不用对数据访问逻辑进行编码就能编写应用程序，

能生成更轻巧，与数据库无关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序更易于开发与维护。  

  分布式共享数据对象 CACHE 服务，让开发人员编制高性能的系统，极大提

高整体部署的伸缩性。  

（三）支持异构环境 

  J2EE 能够开发部署在异构环境中的可移植程序。基于 J2EE 的应用程序不依

赖任何特定操作系统、中间件、硬件。因此设计合理的基于 J2EE 的程序只需开

发一次就可部署到各种平台。这在典型的异构企业计算环境中是十分关键的。

J2EE 标准也允许客户订购与 J2EE 兼容的第三方的现成的组件，把他们部署到异

构环境中，节省了由自己制订整个方案所需的费用。  

（四）可伸缩性 

  企业必须要选择一种服务器端平台，这种平台应能提供极佳的可伸缩性去满

足那些在他们系统上进行商业运作的大批新客户。基于 J2EE 平台的应用程序可

被部署到各种操作系统上。例如可被部署到高端 UNIX 与大型机系统，这种系统

单机可支持 64 至 256 个处理器。（这是 NT 服务器所望尘莫及的）J2EE 领域的

供应商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负载平衡策略。能消除系统中的瓶颈，允许多台服务器

集成部署。这种部署可达数千个处理器，实现可高度伸缩的系统，满足未来商业

应用的需要。  

（五）稳定的可用性 

  一个服务器端平台必须能全天候运转以满足公司客户、合作伙伴的需要。因

为 INTERNET 是全球化的、无处不在的，即使在夜间按计划停机也可能造成严

重损失。若是意外停机，那会有灾难性后果。J2EE 部署到可靠的操作环境中，

他们支持长期的可用性。一些 J2EE 部署在 WINDOWS 环境中，客户也可选择鲁

棒性更好的操作系统如 Sun Solaris、IBM OS/390。鲁棒性最好的操作系统可达到

99.999%的可用性或每年只需 5 分钟停机时间。这是实时性很强商业系统理想的

选择。  

2.3  四层模型 

  J2EE 使用多层的分布式应用模型，应用逻辑按功能划分为组件，各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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