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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行政监察的手段有很多种，而纪检电子监察管理系统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补

充和延伸，实施电子监察可以通过电子工具的形式有效的推动和支持行政监察工

作，是行政监控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 

纪检电子监察平台系统的分析基于统一的平台架构构建，建立出相应的基本

框架静态模型和可调整整合的动态模型；在进行系统设计与实现时则是整合

Struts、Spring 以及 Hibernate 三种框架的 J2EE 完成的。论文进行研究的内容可

以归纳为： 

（1）通过对纪检电子监察管理的研究和应用的状况分析，对论文研究工作

的主要范畴和研究重点进行厘定； 

（2）从需求分析入手，对系统结构和功能模块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建立工

作； 

（3）详述了系统详细设计的内容，并对系统测试的方法进行了描述，还对

数据库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模型进行了设计； 

（4）利用 MVC 设计与开发模式，实现对纪检电子监察数据的信息化管理，

从而建立对电子监察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信息系统。 

（5）通过三层架构模式和框架整合机制对纪检电子监察平台进行实现。 

通过纪检电子监察平台系统的实施，在进行监督行政许可项目管理的同时，

可以对项目审批等非行政许可项目进行有效的监督，纪检电子监察平台的解决方

案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特点。此系统借助于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现网

上审批、业务监察以及效能监察的有机统一，最终有助于强化监察职能并提高监

察效能。 

 

关键词：纪检电子监察；监察预警；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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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eans, and the discipline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management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pplement and 

exten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onic monitoring can be an effective form of 

electronic tools to promote and support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means. 

Discipline electronic monitoring platform system analysis is based on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dynamic model and static 

model; during the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time is Struts, 

Spring and Hibernate three frameworks complete. To study the contents of the 

dissert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Electronic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discipline throug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alysis, the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papers and conduct research 

priorities determined; 

(2) Combined with a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technology, system data models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mod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king; 

(3) Decomposition design system function modules and key business process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atabase design and realize the logical 

and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database design of the model; 

(4) Using the MVC design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chieve discipline electronic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network devices 

to form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5) Through a three-tier mechanism and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electronic 

monitoring platform to achieve discipline. 

Through discipline electronic monitoring platform system implement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conducting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t the same 

time, you can project approval and other non-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items for 

effective supervision, discipline electronic monitoring platform solutions with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features. With this system, advance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to achieve online approval, operational 

monitoring and performance monitoring of the organic unity, and ultimately help 

strengthen and improve monitoring performance monitoring functions. 

 

 

Key Words：Discipline Electronic Monitoring,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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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 

在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政府信息化取得的胜利是有目共睹的，也

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向公众提高服务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在各类政

府机构的信息技术（IT）应用中，基础的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备、网络建设业已

取得长足的进步、覆盖全系统的专网被大部分的职能部门投入使用。不断提高的

日常办公信息化、业务管理程序化、海量资料数据化，使得我国的电子信息资源

建设初具规模，以适应和辅助政府机关办公业务的进行，并满足领导科学决策的

需求。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全业务的业务管理系统，这些业

务管理系统已经在各部门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构建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实现行政审批透明、提高监察

效能的网络监测系统要求，纪检委都在积极推进电子监察系统的建设工作，党风

廉政建设，实施电子监察系统的开发和运行都将电子信息网络技术应用于其中，

从而对行政效能监察实现双向的变革，对于 “阳光政务”的推行，行政效能的提

高，高效廉洁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1,2]。 

在政府部门业务工作的不断改革下，纪检监察工作也愈益深入，有效的业务

管理能够提高单位内部的效率，并对于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在很多的业

务工作头绪多、工作任务量大的单位中，纪检监察工作无论是从对业务流程公平

公正的监管，还是对业务工作人员的监督上都具有置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监

督效率还是监管的质量上来看，传统的纪检监察工作的管理模式都已经难以适应

纪检管理新形式的需要。因此，简便、高效管理手段成为纪检工作进一步提高的

必然手段。 

本课题的研究属于电子政务应用领域，基于互联网技术设计的纪检电子监察

平台系统主要是完成对业务工作的实时监察、业务流程中的预警纠错、业务工作

完成后的绩效评估，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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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我国的纪检监察管理，已有很多团体组织和个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陈一冰和刘尚等对我国当前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方向及信息化技术进行了探

讨[4]；方步安等对纪检监察管理系统在促进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效能方面做了深入

的研究及分析[5]；许国林等在纪检监察管理对防腐倡廉工作的影响及提高纪检监

察工作能力方面进行了分析[6]；与此同时，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信息管理部

门也对四川省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需求进行了分析[7]，并在逐步推进纪检

监察管理系统的应用。 

纪检监察系统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江苏浙江上海和珠三角地区管理系统

应用广泛并且应用较为成熟，比如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建立的纪检监察管理系统

已在内部得到了推广；广东，建设银行推出了建行纪检监察管理系统，涵盖了当

前纪检监察管理的所有业务，应用是最为成熟的[8,9]。 

1.3 课题研究意义 

电子监察系统是指行政监察机关运用计算机等网络技术，对面向公众的行政

审批的事项进行的监控、监督的系统。主要针对行政许可类的业务事项进行业务

办理前、业务办理中、业务办理完毕的流程、办事的效率、收费是否合理和规范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监察，从而促进公共事业单位公正、公开、优质、透明、高

效服务。 

电子监察信息系统的开发，对于减少纪检人员的工作量，提高相关数据的管

理效率，促进纪检检察机关管理工作信息化程度，建立廉洁高效、公开透明行政

管理体制有着重要的意义。电子监察信息系统实际是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对传统

的政务工作流程、工作分工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通过管理理念的创新，转变管

理模式、改变管理职能、优化管理流程，使纪检工作的管理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

需要，达到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提高管理的效能。因此，建立这样一套信息管

理系统是十分有意义和必要的。 

1.改进工作管理方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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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计算机技术的优势，借助信息系统这个工具，改变原有数据资料都建立

在纸上，翻查数据都在资料堆中，数据资料不能及时共享等问题，让纪检电子监

察信息的管理数据化、信息化，是一种改进工作管理方式的重要手段。 

2.提高工作管理水平 

利用信息系统对大量数据的存储功能，对各类监察数据进行管理，同时通过

数据统计功能对数据信息进行充分的分析和挖掘，形成相应的分析报告，从而为

领导决策提供更翔实、更准确的信息，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3.降低工作人员劳动强度 

在原有的工作中，人工管理相关的监察数据，工作人员劳动量大，强度高，

利用信息化的手段，使得工作人员从原有的简单繁琐劳动中解脱出来，减少了工

作量，明显提高劳动效率，业务信息系统是促进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方式。 

4.实现数据的充分利用 

各类用户根据权限都可以使用系统中的数据，有效的发挥了数据的应用作

用，提高了数据的利用率和共享率。 

5.达到了政府工作公开化的要求 

根据政务公开的要求，各类工作都必须将有关工作进行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利用信息化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政府工作的公开化。 

1.4 论文内容及组织结构 

本报告主要是针对纪检电子监察平台的构建，描述了当前的相关技术介绍，

对纪检电子监察系统的需求从功能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根据需求进行了系

统总体结构和数据库的建立，还说明了详细设计的内容能够和系统实现后的测试

方法及内容，最后对我国的信息化工作进行了展望。 

具体内容有： 

（1）设计是以 MVC 和 J2EE 的纪检电子监察平台为基础； 

（2）纪检监察管理以监察搜索引擎为核心内容；  

（3）实现汇总和分析管理；  

（4）纪检电子监察管理的预警机制； 

全报告分为了六章，主要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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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绍了本报告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第二章  详细描述了该系统在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用的关键技术，包括开发平

台等内容。 

第三章  基于系统的最终目标和设计的原则，对系统功能进行了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该系统的相关模型。 

第四章  在上一章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总体设计。 

第五章  以系统总体设计结构为纲，进行了系统的详细设计和数据库的设

计。 

第六章  阐述了系统测试的方法，并详述了本系统需要测试的内容。 

第七章  总结了本报告的创新点，展望我国的信息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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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纪检监察平台系统在需求分析阶段运用了统一建模语言技术，从实际的业务

需要和现有的工作情况入手进行相关的需求分析，但是面对如此多的相关的技

术，应当采用哪些才是我们这个系统所适合的呢？当前的主要技术有哪些？它们

的特点和主要的功能，以及特点和应用领域都在哪些方面，使我们在系统需求分

析之前就应当了解和认识清楚的，因此本章就对当前的相关技术进行简要的介

绍，一些观点是大家所周知的，该技术所独特拥有的，还有一些也是我个人在学

习过程中的个人体会的总结。 

2.1 J2EE 技术 

如果说当前较为流行，在信息系统的建设中使用较多，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

当属 J2EE 技术莫属了，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为复杂、繁

琐、业务量大的需求而设计的一种技术，在本质上它架构在 Java 2 平台上进行了，

而 Java 本身的跨平台性，良好的应用性，在其之上构建应用系统的简便性都是

其它平台所不能够比拟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来的 J2EE 技术更是完全承载

了 Java 平台的所有优点，且有所提高[10,11]。J2EE 技术较以往很多流行的技术相

比最为进步的功能就是，完全摈弃了过去那种服务器用来存储数据，客户端用来

支持用户的各类功能，也就是说服务器上部署的系统并不能完全实现业务的需

求，必须借助客户端为用户提供相应的功能，与系统有关的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

与个人应用和个人个性设置的内容则部署在客户端上，它最大的弊端就是，连个

人权限和密码的设置都是部署在客户端上的，也许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过这

种方式部署的信息系统，但是它所存在的安全性方面的隐患，却是我们谁都不能

忽视的。因此，J2EE 这种采用所有内容都安置在服务器上，客户端只使用简单

的第三方的浏览器就能够访问的架构方式在各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也是越

来越多的信息系统选择在其之上构建信息系统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构建方式也

是存在缺点的，全部的应用和各种功能、数据存储全都依靠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

沟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指令都必须要由浏览器发出后，通过网络传输该指令到

服务器上，然后才能作出反映，对网络环境的要求较原来的方式较高，且因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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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功能都依靠服务器实现，客户端必须是通用的浏览器，那么在界面的显示上

要迁就客户端，也就是通用浏览器的模式，界面可能不如原有方式那么友好，但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首先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的信息系统已经不是

构建在几兆的网络上，我们都是采用千兆主干、百兆到桌面的方式，通信上的瓶

颈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其次，界面的友好是可以通过设计人员的努力，通过在增

加相应的修饰代码来弥补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样一种方式的优点有很多：一

是我们不用在专门的在每一台用户使用的计算机上安装客户端了，我们实际用在

系统部署上的人员维护成为得以大大降低；二是所有的数据都在服务器上，我们

备份数据、存储数据、维护数据安全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系统架构后维护人员

只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这里，而不需要再为各个客户端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三是

系统架构的成本大幅降低了，对于服务器的要求较高，但是中心点只有一个，同

样对于客户端，我们的要求就低了很多，只要能够使用浏览器，就能够使用业务

应用系统，客户端的数量远远大于服务器的数量，这样业务系统运行时的整体设

备成为就会几何数集的减少；四是这样的业务系统就特别适合部署在大型的网络

上，尤其是互联网或者城际网上；五是所有的权限设置都是在服务器上进行控制，

系统的安全性得到大大的提高，这也是业务系统得以可靠运行的保障。 

2.1.1 J2EE 概述 

除了前面所说的 J2EE 所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外，它具有一是系统共用功能的

特点，也就是说代码只需要编写好，就可以在各个环节运行的易使用的模块化特

性；二是能够在 Internet 应用中为数据的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等；三是还提供了

对 EJB 等技术的全方位支持[12-16]。 

2.1.2 SSH 整合框架 

SSH 是一个在 WEB 开发上应用广泛的一种构建框架的模式，利用 SSH 各

方面的功能，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结构框架的建立和设计，通常主要方式是这样的：

第一，先通过其表现层的功能将整体的结构组件予以建立，也就是我们写文章时

的大纲，通过它可以把我们要开发的应用系统的结构建立出来，也就是我们经常

说的业务管理系统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方式在现行的系统开发中应用的非

常广泛，主要是一方面它在构建时没有其它一些语言的限制那么多，它可以再大

的框架下嵌套出小的框架，也就是说可以把已经建立的大框架中的一个部分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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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位，在这下面再独立建立框架，甚至可以层层嵌套，而不受任何限制；另

一方面这种架构方式对于我们在业务系统开发上实现模块化的开发给予了最基

本的支持[17-19]。第二，在业务逻辑层中，它能够提供无具体规定模式的编程方式

给程序员，使得程序员对于系统的设计和应用的实现可以有很大的发挥余地，这

样实际上有利于系统的优化和功能的实现。第三，在这里还为别的语言提供了良

好的接口功能，使得在程序开发的复杂程度上得以显著的降低。这个接口层实际

是对其框架内所有的应用与其它的功能的联系提供了“桥梁”，让构建的架构实现

的功能与其它的模块部分有了联系，实现数据的交换等。 

2.2 XML 技术 

2.2.1 XML 简介 

XML 是一种国际标准，主要由 3W 联盟进行推广[25]。XML 标准在最初主要

是为了给 Internet 数据的交换提供方便。它的诞生之处，决没有想象到它最终会

被大量的运用在基于 WEB 的系统开发中，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在 WEB 上开

发各类信息系统所必不可缺的语言。 

2.2.2 XML 的特点 

相对超文本标记语言来说，XML 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7]： 

1．标记是能够传递语义的，也就是说这个标记加上后是可以表达一定的意

义，这与以往的标记语言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可以标记语义，但是又与数据语义是分离的，也就是说 XML 完成了表

示数据的方式与表达数据语义的分离。 

3．它的标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由程序员自行的进行定义或者增加，

比如对常规管理的标记语言 TML 定义；而 HTML 中标记的种类不能任意的进行

增加，它是固定的，增加了也是无法识别的。 

4．严格控制语法：对于 XML 语法，要求比较严格，XML 格式的文件需要

进行验证，通常这一过程必须在完成存储前，那么在程序调用时就更加方便转换

了；而 HTML 具有多样化的定义，在格式方面非常灵活，但是使用时格式转换

比较麻烦，在程序处理上有难度，不利于数据的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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