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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近年来，随着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以中国税收综合征管系统

（CTAIS）和金税工程为主体的各类税收应用软件的开发应用，为促进税收管

理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档案管理方面，很多税务机关仍然在采

用纸质档案采集、保存归档方式，随着纳税人数量与日俱增，与管理有关的事

务日益频繁， 税务档案资料的数量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大量的纸质档案资料形

成，税务机关的档案室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随着档案的增多，给税务检查人

员、办案人员、司法人员等调取档案资料带来了很大麻烦，因此，建立一个以

信息化手段为依托的现代化的征管档案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本文设计了一个既能够满足税务部门档案管理人员采集整理档案，又能够

方便检查人员、办案人员以及司法人员对税务档案的检索调阅功能的税收征管

档案信息系统。运用当前成熟的 J2EE 三层架构设计，采用 MVC 设计模式，并

基于 ORACLE 10g 数据库，按照税务系统工作流程需求，结合工作实际，给出

了征管档案信息系统的详细设计方案，并对系统数据库的数据表结构进行了详

细设计。在安全性方面，运用访问控制技术，防火墙技术以及入侵检测技术提

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实现应用该系统后，可以实现对纳税人纸质档案的电子采集、归档、查

询调阅等功能，大大减轻税务档案管理人员的负担，实现了征管档案信息的高

度共享，达到强化税源监控、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纳税人负担、优化纳税服务

的目的。 

 

关键字：档案管理；影像；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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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ax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CTAIS(China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System)and the Golden Tax 

Project as the main types of tax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level 

of tax management. However i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many tax authorities still 

uses paper archives to collect and preserve information,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axpayers, the affairs related to manage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the numbers of tax file increasing, every day, a lot of paper archives have 

formed, the archives room of tax authorities getting overwhelm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rchives, it has brought great trouble for tax inspectors, the case-handling 

personnel, judicial personnel to Obtained material. Therefore, to establish a method 

to 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file information system is imperative. 

This thesis design the tax collection archives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not 

only satisfy the tax authorities file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collect files, but also 

makes it convenient for tax inspectors, the case-handling personnel, judicial 

personnel to search. Applying J2EE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design, MVC design 

pattern, and based on the ORACLE 10g datab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x system 

work flow demand, combine with the actual work, expound a set of design scheme 

of the tax collection archive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detailed design the database 

system. In security aspect, using access control technology, firewall technology and 

intrus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can implement Electronic collection, archiving, querying to the 

taxpayer paper archives, greatly reduce the burden of tax authorities file 

management personnel, imple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of collection files, to 

strengthen the tax source monitoring,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reduce the tax 

burden, optimization of tax services. 

Key Words：Archives Management；Image；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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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税务档案是征收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以纸张为载体的文字、图形材料，是征、

纳双方依法办税的法律文书，税务档案以其法律效力具有不可动摇的征管地位。

截至 2011 年底，某市国税局辖区内共有纳税人 21 万多户，每户纳税人的档案

资料包括企业法人证件，验资报告、身份证明等等少则 10 来页，多则几十页，

而且在税务日常工作中，每天都在不断形成大量的纸质档案，包括各种检查卷

宗、行政审批通知单等等，使得纸质档案归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空间，税务档案室的存放需求空间变得原来越大。纳税人也经常被反复要求报

送相同的资料，例如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工商执照复印件等。如何将成千上万

的文档存档，如何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如何使税务人员、司法人员以及办案人

员能够方便快捷地查询到税务档案资料等问题，不断摆在档案管理人员面前。

因此，在某市税务系统内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自动化的、网络化的档案管理系

统已势在必行[1]。 

一直以来，某市国税局采取传统的手工档案管理模式，在使用中存在诸多

问题。手工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缺点： 

 档案立卷装订工作程序复杂。 

 档案归档时间过于集中。 

 档案服务方式较为封闭。 

 文件使用时效性差。 

 档案查阅中检索方法过于单一[2]。 

本系统是基于 Struts 架构、J2EE 编程，采用 MVC 设计模式，彻底解决了

系统结构问题，如平台的可用性、安全性和可伸缩性，最大限度的提高了系统

的稳定性。该系统与税收综合征管系统（CTAIS）实现数据共享接口，以数据

转换为主、图像采集为辅的方式，对税收征管档案实现信息化管理，使纸质的

死档案，转变为电子的活档案。 

（1）、能够大幅度节约档案存储空间和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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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税务人员、纳税人双减负； 

（3）、能够真正实现无纸化、规范化办公； 

（4）、能够使档案保存时间更长久； 

（5）、优化征管税源专业化管理； 

（6）、集中式档案管理，档案信息共享成为可能。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其他各个行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影像系统重要性，逐步加大了在影像

管理系统的投入。金融、社保、工商、公检法等系统均已开始建设电子档案和

业务影像管理系统，并且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税务系统在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后，核心业务系统已经建立，各个专业

的业务系统也已经在建设。但是税务档案管理系统软件方面还处于相对落后的

水平，不少地区开始意识到电子档案的便利性，尝试着做了一些小型的档案系

统，，功能相对简单，而且软件缺乏安全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因此征管档案

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建设，必须要摆上议事日程。从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看来，

建立一个“集中、统一、规范、高效”的征管档案信息系统，是税务行业的必

然目标[3]。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特色 

实施征管档案信息系统的业务目标主要为了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征管质量。

征管档案信息系统业务功能上主要分成二大部分：用于档案资料采集的征管影

像子系统和用于档案管理的档案管理子系统。 

（1）、征管影像子系统 

税务征管影像系统是业务系统的影像支撑平台。它即可独立运行，又可为

业务系统提供影像管理的支撑。它把一些业务系统要求的数据转换成符合影像

系统接口设计的数据，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既包含业务，又包含影像的系统。 

（2）、档案管理子系统 

通过采集归档的纸质资料，建立税务电子档案数据库，建设一套适合税务

机关档案管理的电子档案中心，满足档案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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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满足海量存储要求，同时根据各税务机关现有的硬件设备情况，合理

规划，在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提出硬件设备的合理化方案，满足高性

能、高效率、低成本的建设要求，系统应能够方便部署、易于使用、维护简单、

安全性能高[4]。  

数据影像系统应能够满足统一接口的要求，建成后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存

储税务机关税收电子档案的核心数据，实现税务各个环节历史资料的检索、调

阅，并能够满足长期保管的要求。 

1.4 本文的组织结构 

本论文共分为七章，各章节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最后介

绍了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特色。 

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介绍。本章介绍了系统在分析、设计和实现过程中所

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其中包括 B/S 模式，MVC 架构与 J2EE 技术等。在数据

管理方面，采用了 Oracle 10g 数据库管理系统来实现对业务数据的存数和管理。

由于税务系统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介绍了系统的安全措施，包括防火墙

技术和入侵检测技术等。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本章主要对系统的需求进行了分析，首先提出了系

统的设计目标， 然后详细介绍了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 

第四章 系统设计。本章对系统各主要功能模块的进行了设计，包括各模块

的接口和函数设计，之后对系统数据库进行了设计，最后介绍了系统安全性的

设计。  

第五章 系统实现。本章介绍了系统的实现过程主要介绍了系统服务器端和

客户端的的软件环境、硬件环境，以及主要功能模块的实现代码。 

第六章 系统测试。本章介绍了利用测试工具对系统性能和软件逻辑设计进

行了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本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对后续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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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介绍 

2.1 MVC 模式简介 

在 J2EE 开发过程中，MVC 模式是最常用的架构模式。MVC 是三个单词

的首字母缩写，它们是 Model（模型）、View（视图）和 Controller（控制）。

MVC 模式将应用分成三个层：模型层、视图层、控制层，分别代表应用状态、

屏幕表现和控制流的三个类，使用 MVC 模式的目的是增加代码的重用率，轻

松的处理验证、流程控制和更新应用程序等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软件可维护

性[5]。 

模型(Model)：模型包含应用程序的核心功能，它封装了应用程序的状态并

提供数据访问方法，负责业务流程和状态的处理以及业务规则的制定。业务模

型的设计是 MVC 模式的核心。模型既可以进行业务逻辑的编写，也可以继续

将业务逻辑封装至 EJB 或 spring 中的方法中，由模型进行调用，模型编写访问

数据库的代码，也可以调用 DAO，这是就是模型的灵活性。 

视图(View)：负责数据的展示，是用户看到并与之交互的界面。对于 WEB

应用来说，就是由 HTML元素组成的界面，但有可能为XHTML、XML和APPlet

等。如何处理应用程序的界面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MVC 一个大的好处是它

能为你的应用程序处理很多不同的视图。在视图中其实没有真正的处理发生，

它只是作为一种输出数据并允许用户操纵的方式。 

控制器 (Controller)：用来处理用户命令以及程序事件，可以理解为从用户

接收请求，将模型与视图匹配在一起，共同完成用户的请求。控制层就是一个

转发器，为所有的表示层请求提供了一个访问点，它还提供了通用机制如错误

及异常处理、导航、国际化、数据验证、数据转换等[6]。 

这三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是互相独立的，每一层内部的变化不影

响其他层。每一层都对外提供接口（Interface），供上面一层调用。这样一来，

软件就可以实现模块化，修改外观或者变更数据都不用修改其他层，大大方便

了维护和升级。 

三层模式的主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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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对于环境和应用条件经常变动的情况，只要对

应用层实施相应的改变，就能够达到目的。 

可共享性：单个应用服务器可以为处于不同平台的客户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开发时间和资金投入。 

较好的安全性：在这种结构中，客户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访问数据，应用服

务器不仅可控制哪些数据被改变和被访问，而且还可控制数据的改变和访问方

式[7]。 

增强了业务对象的重复可用性，由于封装了企业逻辑程序代码，它们能够

独立执行特定功能的对象。随着组件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可重用的组件模式

越来越被软件开发人员所接受。这种模式可以将服务集中起来，统一提供服务，

具备了良好的容错能力，MVC 三层模式如图 2-1 所示。 

 

应用服务器

控制器

（Controller）

视图

（View）

模型

（Model）

客户端

浏览器

请求

响应

实例

数据源

数据库服

务器

 

图 2-1：MVC 三层模式 

 

三层客户服务器模式在逻辑上将应用功能分为三层：客户视图层、业务层、

数据访问层。客户视图层是为客户提供的界面。业务逻辑层是专门为实现企业

的业务逻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层次，在这个层次封装了企业的应用逻辑，并把

用户表示层和数据库代码分开。这个层次提供客户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之间的

联系。数据层是用来访问数据库并处理各种应用服务对数据的请求。 

2.2 J2EE 架构简介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档案管理部门纷纷开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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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管理信息系统或修订原有的管理信息系统。在此过程中，关于档案信息

管理系统平台模式的选择是系统设计人员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B/S 模式以其

友好的互动界面、方便的跨平台服务、开发费用低廉、技术成熟等优点成为目

前信息管理系统的主流平台。 

本系统采用 J2EE 架构的 B/S 方式，中间层为 Weblogic，架构合理，技术

成熟，接口丰富，事务处理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8]。 

J2EE 是开发、部署、运行和管理基于 Java 分布式应用的标准平台。其体

系结构提供中间层集成框架，可以提供良好可用性、可靠性以及可扩展性。 

J2EE 平台采用了一个分布式、多层的应用程序模型。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

根据不同功能被封装到不同的组件之中，应用程序组件再根据不同的功能和所

属不同逻辑层被分别安装到不同的机器中，这种模型具有良好的重用组件的能

力、基于扩展标记语言的数据交换、统一的安全模式和灵活的事务控制。它通

过诸如 Weblogic 一类的中间件，将数据层、业务层、客户端三者完全分开[9]。 

J2EE 中容器充当中间件的角色，主要的容器包括： 

WEB 容器：给处于其中的应用程序组件（JSP，SERVLET）提供一个环境，

使 JSP，SERVLET 直接和容器中的环境变量接口交互，不必关注其它系统问题，

主要由 WEB 服务器来实现。我们把遵守以上标准的 WEB 服务器就叫做 J2EE

中的 WEB 容器。 

EJB 容器：Enterprise Java Bean 容器。是用来管理组件行为的一个集合工

具，组件的行为包括与外部环境的交互、组件的生命周期、组件之间的合作依

赖关系等等。EJB 容器使用了在用户间共享的实例池，只要满足 J2EE 规范的

EJB 放入该容器，容器就会高效率的管理，并且可以通过现成的接口来获得系

统级别的服务，例如邮件服务、事务管理[10]。 

Applet 容器：是指在浏览器内的 Applet 的 Java 运行时环境。在该容器内运

行 Applet，Applet 被嵌入到 HTML 页面中，并由 applet 的容器(Appletviewer 或

者 Web 浏览器)执行。Applet 的运行由浏览器控制，不由 Applet 中的代码控制。

当浏览器载入包含有 Applet 的 Web 页面时，它将生成一个 Applet 类的对象，

然后利用 Applet 类对象的五个 public 的 void 方法控制 Applet 的执行，这五个

方法如下：init，start，paint，stop，destor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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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 

2.3.1 防火墙概念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信息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防

火墙技术作为信息安全防护的重要手段，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种将内部网和

公众网络分开的方法，属于一种隔离技术，是在两个网络通信时执行的一种访

问控制手段，允许用户“同意”的人和数据进入网络，同时将用户“不同意”的人

和数据拒于门外，最大限度地阻止网络中的黑客来访问自己的网络，防止非法

更改、复制和毁坏自己的重要信息。 

防火墙对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传输的数据包按照一定的安全策略来实施检

查，以决定网络之间的通信是否被允许，并监视网络运行状态。目前的防火墙

产品主要有堡垒主机、包过滤路由器、应用层网关（代理服务器）以及电路层

网关、屏蔽主机防火墙、双宿主机等类型。随着防火墙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

一种新型防火墙，那就是"分布式防火墙"，英文名为"Distributed Firewalls"。它

是在目前传统的边界式防火墙基础上开发的，但目前主要是以软件形式出现的，

也有一些国际著名网络设备开发商开始开发生产硬件形式的分布式防火墙[12]。 

分布式防火墙利用了透明的代理系统技术，从而降低了系统登录固有的安

全风险和出错概率。采用了 3 级过滤措施，并辅以鉴别手段，利用 NAT 技术能

透明地对所有内部地址进行转换，使来自外部的入侵者无法了解网络的内部结

构。同时允许内部网络使用自编的 IP 地址和专用网络，分布式防火墙能够详细

记录每一个主机的通信，确保每个分组送往正确的地址[13]。 

对企业来说，设置分布式防火墙的一个准则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

选用不同品牌的防火墙产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前一道防火墙被不怀好意

者渗透，另一道防火墙（不同于前者的产品）可以对其渗透产生有效的抵挡，

而不会造成不怀好意者对一种特定防火墙产品的研究和渗透使得企业毫无招架

之力。 

防火墙在确保网络的安全运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完

美无缺的，对待任何事物必须一分为二，防火墙也不例外。我们将在下一节介

绍入侵检测系统，将防火墙与其相结合能更大的保证企业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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