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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系统数据交换和数据挖掘的模型研究 

石志国 王志良 薛为民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北京100083) 

摘 要 电子政务系统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技术来完善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技术。本文从两方面讨 

论 了电子政 务系统 ：1．用 cngXML建立标准 交换 条件 ；2．借助数据挖掘技 术作 出明智的 电子政 务系统 决策。该方法 已 

用于北 京市某些行政管理 区的 电子政务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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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E—government system，to perfect the technology of the security of E—government 

system ，we need new technology．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E—government system from two aspects：1．Build the 

standard exchange document by cngXML；2．Make E—government wise decision by the technology of the Data 

Mining，The methods have been used in some districts of Beijing E—govern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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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世纪里，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越来越普遍 ，整个世 

界的社会生活模式和商业模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传统的政 

府管理手段无法适应 目前的变化趋势，传统的服务方式也无 

法满足企业和个人不断提升的期望。在这个信息化社会里，只 

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并积极转变思想，政府部门才有可能 

跟上社会的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建立电子政务系统迫在眉 

急 。 

广义上说，电子政务系统具有如图1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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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子政务系统的基本结构 

一 个高性能、高可靠性、开放的电子政务信息交换平台体 

系，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具有电子政务数据交换标准，包括电子政务信息标准和 

电子政务信息交换标准。 
·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电子政务安全体系结构，包括内 

网安全、内网问安全、内外网问的安全。 
·利用电子政务信息挖掘技术，构建电子政务资源综合利 

用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本文主要从文档交换标准和数据挖掘模型的角度来分析 

电子政务系统的解决方案。 

2 建立信息交换标准 

2．1 电子政务规范语言cngXML 

电子政务需要信息技术作为基础。从政府信息发布、政府 

网上服务到政府部门间及政府部门内的信息共享和网络办 

公，都需要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作为保障。 

与电子政务相关的信息技术包括 ：Web应用技术、数据 

库技术、全文信息检索技术、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分析技术、 

网络连接技术、数据通信技术、安全技术等 。在这些技术中，对 

数据和信息进行灵活、有效、多元化的管理尤为重要，电子政 

务处理过程中要求能够在异构平台、在不同的网络中实现数 

据交换和业务自动处理，这些必然涉及到数据、公文和文档格 

式的标准化、统一化 ，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描述政府部门内部、 

政府部门间和政府与公众间数据交换和业务处理流程的规范 

标准，以减少数据在处理过程中因标准不统一而引起的诸多 

问题。将 SGML强大的表达可选性与 HTML的简单性进行 

有机结合的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是当前信息技术领域最重 

要、最活跃的发展之一，已经逐渐成为 Web上的通用语言。我 

们的目标就是在 XML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电子政务规范语 

言 cngXML。 

为了建立完善的中国电子政务规范语言 cngXML，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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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电子政务研究室发起中国 cngXML联盟 

的倡议，吸引各政府部门的信息管理机构以及从事信息技术 

研究和应用开发的机构和企业加入，以研究基于 XML的电 

子政为交易标准语言——cngXML，建立中国自主的电子政 

务规范，发展适合于中国国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政务 

交易规范语言及其支撑平台，推动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 

cngXML的主要部件包括：cngXML规范、cngXML词汇 

表、文 档 类 型 定 义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cngXML中的超级链接、cngXML文档显示样式、cngXML文 

档 、cngXML处理器 。 

在一般的条件下 ，电子政务系统的描述和数据交换具有 

如图2所示的结构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cngXML规范：(三大部分) 

主要定义：文档的版本号和解析该文档 
的码制等等。 

主要定义：文档从一级子节点以下的备节点 

的名称和每一级包含的内容。是文档曲规则。 

主要定义：根据 DTD 的要求，文档的每一 
级节点的具体内容。 

图2 文档交换的格式 

虽然 XML的文档结构非常复杂，但是为了快速高效地 

进行数据交换，在常规的系统中，采用上面的三大部分作为 

cngXML的标准来进行数据交换就可以了。下面用一个实际 

的案例来说明。 

2．2 电子政务视频会议系统文档交换格式 

由于具体的cngXML标准还处于研究设计阶段 ，下面是 

作者根据上面定义的 cngXML规范 自主设计的某区电子政 

务视频会议系统的 XML数据交换文档。 

视频会议系统由管理员预先在视频会议服务器上设定， 

并且可以通过办公 自动化系统的会议安排通知与会者，届时 

与会者向管理员提出申请，由管理员批准其加入会议。管理员 

可以调度所有会议的参加者，接受或拒绝某人加入会议的申 

请，强行切断或插入某人的连接。系统可以实现点名发言和举 

手发言功能，由管理员调度插入发言者的视频和音频信号。其 

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某区电子政务视频会议系统结构图 

管理员定义会议通知和与会者申请的数据交换格式统一 

采用 XML文档，程序1是笔者根据 cngXML的规范 自行设计 

的，用来实现会议通知的文档交换。 

程序1：数据交换的 XML文档 

<?xml version~ “1．0”encoding~“GBZ31Z”?> 

(!DOCTYPE会议[ 
(!ELEMENT会议 (主持人姓名，时间．地点，参加会议人．备 
注 )> 

(!ELEMENT主持人姓名(#PCDATA)> 

(!ELEMENT时间 (#PCDATA)> 
(!ELEMENT地点(#PCDATA)> 
(!ELEMENT参加会议人(#PCDATA)> 
!ELEMENT备注 (#PCDATA)> 
> 

会议> 
(主持人姓名>王刚<／主持人姓名> 
(时间>07／09／2002 15：3OAM(／时间> 
(地点>新办公楼四楼4l1z会议室(／地点> 
(参加会议人>区委区政府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人> 
<备注>缺席的人员到区办公室登记。否则通报批评!(／备注> 

／会议> 

在发送请求的时候，管理员发送 XML交换文档到办公 

系统的解释器。办公系统处理完以后，发布会议通知。其他交 

换文档格式及其内容可以采用同样的格式和规范编写 

5 电子政务的数据挖掘技术 

5．1 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政务模型 

如果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到电子政务系统中，就需要在 

Web服务器上构建一个数据库系统，用来有针对性地记录政 

府办公人员和民众浏览和操作的路径。该系统包含多个原始 

的静态数据库，对于系统管理员给出的一个特定的挖掘任务， 

需要从中抽取进一层的关联数据库，关联数据库及其操作置 

于后台数据库系统中 结构如图4所示。 

囹 
Web服务器 后台数据库服务器 

图4 数据挖掘技术方案 

将原始数据库与关联数据库分别放置的好处在于： 

(1)减轻了网络线路负担。当未给出挖掘任务请求时， 

Web服务器上的原始数据库系统 自行运行、维护。线路空闲， 

只有当后台发出任务请求时．才占用线路。 

(2)放在 Web服务器上的原始数据库系统中的信息是公 

共的，可采用星型结构同时提供给多个用户使用，相互之间不 

存在影响。 

(3)数据挖掘过程及产生的模式均在后台执行，具有安全 

性 。 

5．2 系统的数据挖掘过程 

对于上面的模型，数据挖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实现，如图5所示。 

定制数据库 挖掘算法 

图5 数据挖掘过程 

][苎竺 
原始数据库 I 

模式集合 I 

(1)数据的提取和净化 这一过程是制定挖掘任务的过 

程。向Web服务器提出请求，从已有的数据库中提取相关数 

据，可用数据库查询语言 SQL实现。因为制定挖掘任务时，不 

同的表达方式可能会造成数据挖掘算法对数据含义理解的不 

确定性，所以搜集完相关数据后，还需要清除无用数据 ，对带 

噪音的数据进行净化。该过程可用统计学的技术检测异常值 ， 

(下转 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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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相当有限。除了相机运动等较为简单的特征，用户一般较难 

提交其所期望的查询。目前的各种运动特征表示方法，在语义 

上少有明确的意义，这就限制了基于运动特征的视频检索的 

有效性。从根本上说，视频中的物体识别和分割基本未实现， 

从而面向对象的运动特征提取也难以实现。基于物体运动的 

检索现在只是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可以展 

望．今后的运动特征检索将以物体运动为主要的研究目标。 

此外，由于各个不同的学者和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 

不同的运动特征提取和表示方法．使得很难达到信息共享。 

2001年9月，MPEG组织通过了 MPEG一7标准，给多媒体内容 

的描述者(生产者)和使用者(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 

口，这其中包括本文前面部分所介绍的各种运动描述子。这在 
一 方面使得运动特征的表示有了很大的通用性，进一步使得 

基于运动特征检索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在另一方面，它也使 

得对运动特征的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作为一个预测，在将 

来的发展中还有可能出现形式化的运动特征描述语言，从而 

使用户对运动特征的表达能力极大丰富，基于运动特征的检 

索效率也会极大提高。 

运动特征检索的另一个可能发展方向是为特定视频片断 

的检测所服务。比如新闻节 目中播音员镜头或体育比赛中的 

得分镜头的检测。即运动特征将和其它特征结合起来实现复 

合特征的检索，从而进一步检索具有特定语义的视频片断。单 

独的运动特征本身往往不具有明确的语义，但许多含有特定 

语义的视频片断常常具有典型的运动特征。由此可以预见，这 

种基于运动特征的高级语义检索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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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平滑处理以及估计噪音参数。 

(z)数据挖掘算法 针对不同问题和不同解决方案，上述 

过程形成了多个由数据挖掘过程中使用到的信息组成的定制 

数据库，针对这些数据库有很多的数据挖掘算法。几乎所有的 

数据挖掘算法都要事先提 出一些标准来度量产生的模式，通 

常利用诸如置信度、感兴趣度等的统计属性作为对产生模式 

的评估标准，从而更进一步决定哪些模式可以保留，哪些模式 

需要丢弃，更有效地找出潜在的有兴趣的模式。 

(3)精化数据和使用结果 对于运行数据挖掘算法生成 

的过程，可以循环进行新一轮的数据挖掘过程．同时与分析者 

以及领域专家进行沟通。反复精化、筛选得到认可后，即成为 

各种形式的知识，其集合就构成了知识库，可以被用户使用。 

在此模型中就是将有用信息回馈给系统 ，从而帮助他们准确 

迅速地决策。 

结束语 目前电子政务在全国才刚刚起步，但随着电子 

政务的发展，全国电子政务工程的推进，对安全性的要求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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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断地提高。因而，只有不断地发展新的技术，完善电子政 

务的安全技术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实现安全可靠的 

电子政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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