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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基于移动互联的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为政协委员提

供信息化服务支持，方便政协委员交流，提高履职能力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

通过这一平台的实施，政协委员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资源和

内容进行，方便与其他政协委员交流。同时，这一系统将诸多政协委员的相关资

源整合起来，解决了政协委员管理中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是实现政协信息

资源共享和移动互联技术对政协委员履职支持的重要系统。 

本文在系统用户贵州省政协开展了细致周密的需求调研，针对政协委员履职

的业务流程和履职信息系统的业务需求，采用 MVC三层架构以及 Oracle11i 数据

库设计与实现了一套基于移动互联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系统涵盖了登录管

理、动态推送、交流沟通、学习培训四个不同的系统模块。结合模块结构图、功

能用例图示、E-R 模型、数据库的表结构等方式详细分析介绍了政协履职管理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通过展示系统功能实现页面截图、程序流程对系统的实现过程

进行了描述。最后运用软件工程中的系统测试方法和体系对系统进行了各项功能

测试和性能测试，同时也对系统的测试结果进行了阐述。 

基于移动互联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提供基于多种移动终端的访问端点；根

据政协委员不同的角色和权限，履职管理系统将委员履职所需要的不同信息、知

识整合在一起，一方面整合了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将政协机关为委员提供的各种

服务和应用集成在这一平台之上，深化了政协的各种信息化应用；考虑到政协委

员这一特殊用户群体的使用习惯，系统重点考虑了易用性和容错性等要求，本着

方便用户使用的原则，实现了系统设计的各项目标。 

. 

关键词：政协委员；移动互联网；履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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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CPPCC members bill management system is a wa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support members of the CPPCC, the CPPCC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compilation, submission of proposal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bility of the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platform.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tform, 

CPPCC members can take advantage of fragmented time anywhere disparat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content to collect and organize, and compiled into a save 

and CPPCC proposals submit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will bill information 

integrate many CPPCC members, members of the CPPCC proposal manage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isolated island" problem, the CPPCC is an 

important system to achiev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support for CPPCC member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Now a lot of paper and CPPCC proposals related references later, after visits by 

carrying out research and use of the system in Guizhou Province CPPCC, the CPPCC 

proposal for specific business management needs, using MVC and three-tier databas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Oracle11i a member of the CPPCC proposal management 

system. Login management system covers, motion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three functional modul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Combined with a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the system design proces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use case diagram, 

ER model, the way the database table structure. By showing the system functions to 

achieve page screenshot, program flow for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t has 

been described. Finally, by way of test cases designed system functional testing 

process of the system are discussed, and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system are described. 

CPPCC members bill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es access to a variety of mobile 

terminals based endpoint; CPPCC membe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oles and 

permissions, bill management system will be members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needed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knowledge together, firstly the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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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as a member of CPPCC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integrated on this platform,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epen various CPPCC; the system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PPCC members and the user's operating habits, so 

that the softwar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more humane, efficient, user-friendly. 

 

Keywords: CPPCC Members；Mobile Internet；Du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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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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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 

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政治协商和政治民主制度。建国以

来，人民政协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能予以建设，

构建了中国独特的民主协商体系，为国家政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政协

委员的诸多工作内容中，做出高质量的提案是履行其职能和职责的重要途径和方

式。和其他日常办公工作一样，传统的政协提案处理流程均是人工手动操作，流

程复杂繁琐，环节较多，亟待改革。传统的政协提案管理流程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包括： 

（1）纸质的会议材料和文件依然是主要的载体，既不方便管理也容易造成

极大的浪费； 

（2）一些政协委员虽然已经在积极接触互联网，运用新浪微博、腾讯 QQ

或微信帐号等工具发布消息、扩大影响、沟通信息，但都是一些零散的应用，没

有成体系或系统化地运作，难以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难成气候； 

（3）委员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展现和共享，政协委员间的交流渠道较

少，很多委员只是通过一年一度的政协全会进行接触和交流，知识没有实现共享，

更谈不上集体的智慧去解决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4）多数政协委员均是兼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很多人本职工作本来就很

忙，与会期间就更难有专门的时间研究、提出高质量的提案，没能发挥自己作为

专业人士的精英效应； 

（5）政协委员在短短的几天会期内，往往存在还没来得及就讨论的问题形

成一致性的意见，会议就结束了，委员们不得不匆匆离去。很多问题并未经过深

入地探讨，也难以形成有效的解决办法。 

因此,研究移动互联技术在政协委员履职和参政议政中的应用，将会使社情

民意的表达渠道更加畅通有效，使政协委员能真正地听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声

音；使政协委员能够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加强与群众多种形式的交流，让政协

机关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利于提高政协履职能力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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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机关更好地服务委员，提高政协工作的效率打下基础。同时，借助这一平台

还能更好地搭建政协工作的宣传阵地和平台，打通网上网下两个宣传阵地，营造

政协工作的和谐氛围 [1]。

1.2 国内外相关技术和研究现状 

（1）电子政务系统研究现状 

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的

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往往可以通过其政府的电子政务发展程度来反映。往往经济

发达、信息化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其政府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也较高。目

前，国内外电子政务发展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宏

观层次的电子政务研究主要围绕电子政务的体系结构、价值、发展阶段等主题展

开，结合管理理论、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等理论，从宏观上探讨电子政务的发

展战略与发展方向，对政府信息化进行宏观指导。中观层面的电子政务研究则主

要围绕电子政务的运行、建设和管理等主题，探讨电子政务的效率、制度、规范

等主题。微观层面的电子政务研究主要围绕电子政务系统展开，探讨其分析、设

计、实现，指导着电子政务系统工程的具体实践。从本研究涉及的微观层面来看，

目前电子政务系统发展正在呈现移动化、平台化等特征，信息共享、互联互通、

多终端跨平台应用等越来越受到电子政务开发者和使用者的重视。 

（2）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研究现状 

目前全国许多省市政协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研发了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

系统。首先是全国政协开发的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基本情况。以往召开全国人

大、政协两会，都是采用人工手动处理方式，大量工作人员围绕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交的各种会议提案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再根据议案的主题将其分配到

相应的国家部委进行办理。这种手工方式办理存在较多的问题，不仅耗时耗力，

成本巨大，而且还存在跟踪办理情况困难、政协委员满意度低的问题。为了改进

政协提案办理、督办等工作，全国政协于 2005 年开始建设政委委员履职管理系

统。全国政协的这一提案管理系统在 Struts 架构下采用 J2EE 规范进行开发，通

过目录服务技术和浏览器/服务器体系结构实现了对不同操作系统和异构数据库

的支持。系统底层采用了事件驱动的工作流引擎方案，在系统设计上运用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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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适应性复杂系统理论，稳定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等多方面实现了高标准和

严要求，成为全国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优秀案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和运行，

全国政协的委员提案已经可以网上提交、网上分配，在实际办理过程中也实现了

办理状态查询，为催办和督办及后期的统计提供了专门的功能，极大地提高了政

协提案的办理效率，委员满意度也逐年提高，按时办结率是过去手工操作的数倍。 

    其次是地方开发政协委员提案与履职管理系统的情况。全国许多地方政协也

相继采用各种信息技术实现了政协委员提案与履职的信息化。例如，2015 年 1

月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政协第三次会议召开期间，北京市政协就在全国率先运

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通了移动参政议政系统。该系统能够为北京市的政协委员提

供政协动态、活动通知的查阅和转发等功能，并能就相关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因

此委员们借助这一系统，可以很好地将平时浪费掉的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对

大会讨论的议案进行互动交流，实现了委员的履职。政协办公机构工作人员通过

后台对委员们的交流情况和交流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丰富了履职的形式，提升了现代化水平。 

（3）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究概况 

移动互联网技术，被定义为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接入互联网的网络通信技

术的总称，涵盖了智能移动终端、移动通信网络和移动应用服务等三个相互联系、

相互支撑的技术体系。”我们分析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第一

个层面应理解为移动互联网不是一种新型的网络，二是融合了传统互联网和移动

通信网络的新形态，用户在移动环境下通过移动通信手段如 3G或 4G 网络，无线

局域网等接入互联网；第二个层面应理解为移动互联网拥有较多的各种移动互联

业务，通过各种基于便携移动和定位技术的移动终端，为用户提供各种个性化服

务。从全球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来看，已经在移动终端技术、接入网技术、应

用服务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等几个方面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移动终端技术涵盖了移动终端的制造技术、硬件开发设计和软件技术等三大

类。首先，移动终端的制造技术包括了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芯

片设计制造等技术范畴，智能制造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硬件的开发设计技术是囊

括了终端设备在互联网上实现信息系统的输入、处理和输出等过程的技术，目前

主要集中在高性能芯片处理器、节能电池技术、人工智能、移动定位等技术领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移动互联的政协委员履职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4 

 

进行发展。在终端的硬件技术领域，负责移动互联环境下信息的收、发、存及复

杂处理的核心技术主要是芯片处理器技术，这些核心技术主要被一些欧美发达国

家垄断。在移动终端领域的软件技术则主要是实现软硬件间接口的数据交换和信

息共享的技术，包括了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中间件和各类应用软件。 

接入网技术是将两台以上的不同通信终端接入进移动互联网络的一类技术

的总称，目前主要围绕终端网络管理、移动环境下的终端组网、网络接入技术等

三类技术展开研究。 

 最后，在移动应用服务技术领域，按照移动应用服务的特点，主要是通过

网络通信协议在移动终端上为各种应用提供底层服务的技术类别。移动应用服务

技术可以按前端、后端和应用层网络通信协议来进行区分。移动应用服务技术的

前端部分包括内容实现和逻辑呈现的技术，从出现年代可以划分为静态 HTML

语言技术、Java Script 语言技术和后期的 DOM 与 CSS框架等技术; 移动应用服务

的后端部分主要指在服务器端，服务器资源的逻辑执行和管理，数据库技术和

ASP、JSP 等动态网站技术均包括在内；在前端与后端的中间是应用层的网络通

信协议技术，网络通信协议是不同的网络终端进行信息和数据传输的规则，互联

网络上使用的网络通信协议主要是 TCP/IP协议，包括 HTTP协议，FTP协议和 SMTP

协议等内容。随着互联网的日益移动化，移动终端上使用的应用服务关键技术也

愈加蓬勃发展，HTML 语言开始发展新的 HTML5，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即时通信

等技术也走向移动化。 

最后，安全也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移动安全技术主要围

绕移动网络的安全、终端硬件安全、软件应用安全和业务及数据的安全等技术领

域发展。 

从目前来看，移动互联网技术正进入到一个需求旺盛和百花齐放的时期，移

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在应用软件和服务方面具备的

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总体上看，移动互

联网在技术上仍然存在一些技术瓶颈，比如无线网络的频谱和 IP 资源仍然比较

紧张，移动终端在不同网络间的无缝切换和路由的优化技术还需突破，网络病毒

和恶意软件依然猖獗，基于地理信息的定位技术还需深入开发，终端的节能技术

和电池、电源技术仍然是制约终端续航能力的瓶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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