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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当今各个企业、单位都已基本被信息化系统

覆盖，有效提高了办公效率。税收部门作为国家筹集资金、调节经济的重要职

能单位之一，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之下，必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

何更好地将这些挑战转化为机遇，把握好当前发展形势，就需要对信息化建设

投入更多的支持。 通过以税务实际业务为依托，利用信息化技术的优势，结合

当前国家对税务管理工作的要求，实现乌鲁木齐市税务管理信息化，是该单位

当前的必要工作，是税务管理工作信息化探索的必然结果。 

税务工作流管理系统采用先进的组件技术 WEBLOGIC，构建成相对独立的

三层架构，数据库层、中间层和前台展示层。其中，前台以 AJAX 技术进行页

面展示，中间层通过 DAO、Action 等 java 编程对功能组件进行实现，后台则通

过单位同一规定使用的 Oracle 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管理。通过对系统各个功能

模块的整合，初步实现了税务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业务功能需求，使展示界面更

加友好，功能更加强大。三层架构的工作流管理系统已成为各级税务工作者的

税务工作平台。 

税务工作平台的搭建，使日常税收业务得到流程化运行、程序化监控和标

准化考核，为管理者提供了对管理全过程的规范、可控和考核的管理平台；为

操作者提供了日常作业全方位的综合、便捷和直观的工作平台；为技术人员提

供了开发一体化的可重用、可生长、通用性强的研发平台。 

 

关键词：税务工作流；管理平台；三层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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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formation, nowadays every enterprise, the unit has been 

basically covered by information system,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ffice efficiency. As 

the national tax department to raise funds, regulate the economy on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e uni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urrent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 face a bigger challenge, how better to convert these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grasp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need for more support 

i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B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 based on actual 

business, the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national demand for tax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of Urumqi cit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the unit of current is 

necessary job,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formation explore tax administration 

work. 

Tax WEBLOGIC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adopts advanced component 

technology, establishe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the database 

layer, middle layer and the front desk display. Among them, the front desk display 

pages with AJAX technology, the middle layer through the DAO, the Action Java 

programming to achieve functional components, such as the background, through the 

unit of the same rules using the Oracle database for data storag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 each function module, preliminary realizes the 

tax business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make the display 

interface more friendly, more powerful.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of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 tax workers at all levels of tax work plat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x work platform, make daily business tax for routing 

operation, monitoring and standardized examination, stylized provides managers with 

the whole proces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examin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Provide the operator with the daily homework all-round comprehensive,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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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nd intuitive work platform; Provides the technical personnel to develop integrated 

reusable, can grow, strong commonality development platform. 

 

Key words: Taxation Workflow; Management Platform;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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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与世

界其他国家逐步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发展，在计算机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伴随

着我国改革政策的不断推进，信息化也不断深入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如商

务、办公、生活等，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

力量之一。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当今各个企业、单位都已基本被信息化系统

覆盖，有效提高了办公效率[1]。税收部门作为国家筹集资金、调节经济的重要

职能单位之一，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之下，挑战与机遇共存，若要更

好地将这些挑战转化为机遇，把握好当前发展形势，就需要对信息化建设投入

更多的支持。通过以税务实际业务为依托，利用信息化技术的优势，结合当前

国家对税务管理工作的要求，实现乌鲁木齐市税务管理信息化，是该单位当前

的必要工作，是税务管理工作信息化探索的必然结果。 

在税务管理工作改革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迸发出一系列

新的经济税收问题，如当前较为流行的点子商务。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今

天，国家税收相关法律对于这一块的规定和制度还不够完善，之前也无相关案

例可依，因此对于电商的税收标准和凭证未能及时真实地获取，从而导致了大

量税款收入的流失。同时，对于电商税务的监管也缺乏相关经验，从而导致了

这一行业存在假货横行、内幕交易萌发、监管不力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电商行

业在消费者心中的信任，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2]。因此，在这种形势之

下，税务管理工作变得日益被动，工作流程也变得极为繁琐，需要借助信息化

系统的优势，将税务管理的各个流程节点工作统一规划、统一分工、统一管

理，同时，细化工作流程的中的节点，加强各业务单元之间的责任分担，为税

务管理工作达到更好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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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工作流是指，依托计算机技术，将一个具体的工作分解成若干活动，每个

活动由多个任务元素组成，通过与活动相对应的角色，将这些元素按照特定的

顺序和方式进行连接并执行和监控，从而实现对每个流程节点跟踪管理，达到

全程监管、及时整改的目的。 

在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有效节省工业流程中各个

环节因交替而产生的时间浪费问题，由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一个工艺流程

中，若要要求每个工人都对整个流程熟练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不断的摸索

中，形成了流水线工作模式，即将一个工作分解为若干单元，每个单元由熟练

技工进行操作，而技工只需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负责，形成一条高效的流水

线，这也就是早期的工作流模型[3]。在计算机技术大量普及之后，软件系统设

计师开始将这种流水线工作模式和其它行业的业务流程进行融合，同时结合计

算机技术实现信息化工作流。这种工作流管理方式在一些企业尝试之后，有效

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并在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得到广泛推广应用。[4] 

目前对于工作流信息化管理的案例已触及到税务管理行业，由于税务工作

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国有性，使得税务工作更为严谨，否则出现任何错误都会

让国有税款收到损失。在当前一些省市地州单位的税务机关已逐步认识到税务

流程化管理的必要性，通过工作流对税务工作各个流程节点进行分解，可有效

分解权力，提高税务工作效率，避免了个人对税务工作权责独断造成的不良后

果。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目前根据本单位税务信息管理现状，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问题： 

1．由于总部在前期信息化建设方面处于摸索阶段，对于信息系统建设需求

和规划的管理制度相对不成熟，从而导致重复建设了较多功能类似的系统，缺

乏规范统一的数据对接标准，致使每个系统都是一个孤立的数据处理单元，未

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因此，如何有效整改如此繁多的自建系统，消除

信息孤岛局面，做到数据闭环管理是日后税务单位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指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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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2．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税务业务处理量也与日俱增，新疆地区每天登记

的公司相对以前成倍增长，从而对于信息系统的实时处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

求，并要求当前的信息系统能够有效保障业务正确和安全的前提下，能后快速

高效地与新业务磨合，解决信息化系统业务扩展不够灵活的问题。 

3．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利用信息化管理理念对当前管理制度提出改

进，通过采用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对单位税务管理提出长久有效的

提升，从本质上达到国家改革规划的要求，从而做到由单一管理到服务管理的

转型，进而解决在新环境下的业务管理创新问题。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1．对当前税务业务进行调研，明确系统所需的业务逻辑、数据处理方式、

功能模块划分，制定系统建设里程碑，规划系统整体开发方案，便于后期对系

统进度跟踪和管控。 

2．选用 J2EE 技术架构，通过 SSH 框架，结合 ajax 技术，以 oracle 为底层

数据库，以 flash、Photoshop、sqlplus 等工具为辅开发实现本系统，通过将 web

发布在 weblogic 服务器中间件上，用户可直接在浏览器中访问本系统进行业务

操作。 

3．对系统的需求从可行性、安全性、业务流程、功能需求等方面进行分

析，明确系统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对系统进行设计实现，在实现过程中，采用

面向对象的思想将功能模块化，尽可能做到高内聚低耦合，保障系统的健壮

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 

通过采用以上设计与实现思路，完成对税务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实现，主要

实现目标为：将税务管理工作以面向对象的方式，逐个抽象为独立的工作流，

从而使每个组织单元对应相应的流程节点，形成信息化流水线管理模式，实现

对业务管理的高度电子化、流程流转自动化、职责分工标准化，并在此基础上

做到税务管理数据安全处理、以保障本单位及下属机构信息化水平的整体提

升，为后期信息化建设提供试点亮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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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结构安排 

本文的主要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描述了本系统在当前研究的背景环境，说明了系统的实现对

当前税务管理工作的实际意义，并简单介绍了工作流系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同

时阐述了本文研究内容与目标，明确了本文的框架分布。 

第二章 相关技术分析。简单介绍了税务工作流系统的相关开发技术，如

MVC 模式、Intercepting Filter 技术、DAO 数据访问对象、XML 标记语言特性

等。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对系统的业务需求从流程走向、权限划分、功能分

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系统的业务、功能、性能需求。 

第四章 系统设计。对税务工作流管理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设计，主要从系统

架构、网络架构、功能结构、数据库设计等方面展开。 

第五章 系统实现。说明了税务工作流管理系统开发环境，对系统主页、工

作流运作、跟踪、设置、查询、绩效管理等功能的实现进行了详细阐述。 

第六章 系统测试。首先描述测试的方法，然后介绍系统的测试过程和结

果。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对本系统的实现进行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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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税务工作流挂历系统属于一个企业级Web应用系统，本章将围绕 J2EE体系

结构，AJAX、XML 等支撑技术进行介绍。 

2.1 MVC 

MVC 体系结构是 J2EE 架构中广为使用的一种开发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可

以有效将逻辑处理、界面展示、数据存储进行划分，在进行数据输入和数据处

理、数据展示的行为上互不干扰，独立执行，仅通过参数进行数据交互，做到

了系统开发的高内聚低耦合的要求[5~7]，MVC的三个部分分别为模型层Model、

视图层 View 和控制层 Controller，其体系结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MVC 体系结构 

 

由图2-1可知，控制层可对模型层和视图层进行模型层进行方法调用，对视

图层进行选择显示。模型层主要将一个事物抽象成对象，并在对象中定义属性

和方法，在方法中定义不同操作的具体处理逻辑，通过这种逻辑处理，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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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由视图层进行显示，同时，在何时何种情况下进行该逻辑处理，则可

由视图层将操作指令传至控制层，由控制层对该逻辑进行调用[8~9]。而视图层的

显示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模型层或控制层的指令和数据对页面显示结果

自动更新；控制层的处理上，则是通过 http 传输协议类获取指令，并通过数据

映射对模型层方法进行调用，同时选择对应的视图层进行界面展示[10]。 

通过MVC这种三层架构模型，各模型层各司其责，各自处理业务数据，可

以将各个功能模块进行分离，从而便于在后期维护阶段降低工作难度，数据处

理也具备针对性，避免了出现代码冗余繁复，提高了代码的有效性，使得系统

的运行更稳定[11~12]。 

2.2 Intercepting Filter 

Intercepting Filter 即截取过滤器，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对浏览器返回的指令

进行处理，而这种处理模式主要存在于对视图层的指令拦截过滤，通过对这些

指令的分析，可以将部分请求指令直接传递至 actin 进行逻辑处理，而部分指令

则需要进行分析过滤方可进行下一步数据传递[13]。早期 javaweb 开发人员仅是

通过在功能代码中加入 if/else 判断语句来实现这一过滤功能，但是随着一些系

统业务的扩展，逻辑处理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造成了加入的校验代码极为繁

琐复杂，对于后期维护和优化提升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期待着一种

简单方便，即插即用型的技术来对过滤和检查过程进行实现[1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javaweb 研发人员针对 web 系统特性，结合 xml 技术，

实现了一种截取过滤器，以此来方便对操作请求的过滤处理，程序员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随时随地插入或删除这个过滤器，而不会对程序模块本身造成影响，

更不会造成原有代码的处理错误，截取过滤器序列图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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