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化建设

研究背景
厦门市政务信息化的建设始于 2002 年袁主要

在业务管理信息化尧电子公文尧电子邮件尧电子采

购尧网上审批尧公共服务信息化以及各项野金字冶系
列工程中开展遥 早期袁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标

准袁各单位各自为营袁建设自己的办公系统遥 建设

标准的不统一袁导致信息无法及时流通尧共享和使

用袁各单位间的工作协调沟通受到限制袁而且各单

位独立建设也使得硬件使用效率低袁 计算资源浪

费现象严重袁部署尧运维成本高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厦门市提出野统一规划尧整合

资源曰统一标准袁共享信息曰统一协调尧讲求实效冶
的总体建设思路袁以集约化建设运营为原则袁以厦

门市政务外网(与互联网逻辑隔离)尧政务内网为依

托袁以共性需求为导向袁建立覆盖市尧区党政机关

日常办公领域的跨部门公文交换和业务协同的电

子公文办公平台袁 对厦门市电子公文办公平台进

行统一规划部署袁 以统一数据标准建立统一交换

平台袁按需构建具有共通性的办公平台袁完成各单

位间的数据流通尧信息交流遥 既满足了各单位独自

的业务需求袁又构建了大环境的统一标准袁在节约

项目建设成本以及周期的同时袁 为应用的进一步

拓展打下基础遥

平台简介
厦门市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办公平台包含电子

政务办公云和电子公文交换系统两部分遥
1. 电子政务办公云

电子政务办公云提供智慧野办文冶尧联动野办

会冶尧协同野办事冶尧协作交流及督办效能管理等应

用服务袁提升办公沟通协作能力遥 其中袁野办文冶以
公文流转为核心袁 主要业务是完成公文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曰野办事冶 是对个人服务事务和行政事务

管理的统一整合曰野办会冶包含会议的申请尧登记尧
安排尧会议室管理尧会议资料管理等流程袁完成会

议过程中各个环节精细化管控及统计工作曰 通过

督办效能管理将各类督办任务明确下达分配给相

关承办部门袁使工作逐级分解袁提供协作沟通尧实
时反馈等全周期管理支撑遥

2. 电子公文交换系统

电子公文交换系统实现全市各部门之间的公

文流转和协同办公功能袁 电子公文交换与部门内

部的公文流转实现无缝连接袁 并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进行灵活定制袁 既能满足各单位间的公文传输

及处理需求袁也实现了各类资源的合理应用袁且能

为各种应用提供数据保障与支持袁 进而改善办公

质量和效率袁提高政府监督职能遥

构建高效统一的电子公文

办公平台应用研究

陈国炉

要要要以厦门市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办公平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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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举措
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

办公平台涉及单位各个部门及人员袁 涉及面

较广袁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办公处理方式袁在
使用过程中袁必然存在一定的磨合期遥 因此袁要做

好服务保障袁切实让新应用深入人心遥 首先袁将服

务标准化袁出台一系列服务细则袁充分降低使用单

位的使用门槛和相关人员的学习曲线曰其次袁在人

员方面袁 通过前期人员驻点和后面持续的运维保

障袁及时解决使用单位的应用问题袁使系统迅速尧
切实地投入使用遥

2. 重视数据迁移与数据共享

在平台推广过程中存在大量历史数据遥 这些

数据具有结构复杂且不统一尧存量巨大尧数据缺失

或存在错误等各类问题遥 若无法对此类数据进行

有效的整理并迁移袁 很有可能导致新应用成为虚

设袁阻碍办公业务的进行遥 由于数据的整理工作将

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袁因此袁项目组通过分析旧

系统数据库结构袁单独研发了专门的 domino 数据

库导入工具袁 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历史数据的迁移

工作遥
平台创新点

1. 效能管理创新

平台提供野云服务尧智慧政务尧综合信息服务

的一体化管理冶应用袁使政府间信息源得到充分整

合袁实现政府信息源的全面流通与共享袁从而优化

政务管理体系袁创新政务服务思想尧提升政务管理

水平遥
2. 云服务应用共享

平台按云服务模式建设袁 分别部署在政务外

网和政务内网袁 以统一门户为入口和基础平台为

各使用单位提供公文办理尧公文交换尧即时通信及

电子邮件等云应用服务袁 平台实现模块化的部署

方式袁 各单位可通过调用平台中的模板快速构建

自身的部门级办公自动化系统遥
3. 智能化发展

平台为了满足公务人员的多样化工作需求袁
将智能语音尧 即时消息等技术逐步应用到协同办

公系统中袁实时建立快速尧高效尧有序的信息渠道

和平台遥
平台应用成果

项目通过共性维护技术队伍袁 不仅节约了大

量的重复建设经费袁 而且降低了各单位信息化发

展的技术门槛袁 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受到了各级单

位的欢迎袁自项目上线后袁使用单位逐年增加袁目
前已经成为全市重要的办公应用之一遥 截至 2020
年袁公文交换覆盖市尧区袁并延伸到街镇等党政机

关共 491 家单位袁 每周平均登录次数 6124 次袁平
均每月公文交换发送量 17725 件袁 会议通知发送

量 1284 份遥 政务办公云已实现 40 家单位部署袁用
户数 3000 多人袁信息发布量 7 万多份袁办公系统

收文量 26 万多份袁发文量 5 万多份遥
结语

项目的成功实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遥
1. 提升政府工作效率

项目提供丰富的办公协作应用袁 不仅能处理

日常工作事务外袁还能提供方便快捷的协作支持尧
知识利用尧资料查找等丰富的应用服务袁构建高效

的政务平台办公底座袁实现便捷有效的政务服务遥
2. 集约建设运营袁降低投入成本

各部门在自建协同办公系统时需要额外的软

硬件设备和更多的软件投入成本袁 同时有很多计

算资源闲置袁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袁独立自建的系统

资源也无法有效共享复用遥
平台通过集约建设运营袁 共享实施运维技术

服务袁有效降低政府信息系统的建设投入成本袁并
且有利于复用和共享计算资源遥

3. 统一服务标准袁集中运维保障

平台通过统一服务标准袁统一运营保障袁保证

了平台后期运营和使用推广遥 采用统一的运维团

队袁通过统一的运维通道及模式袁避免了经费的重

复浪费袁实现了办公平台的标准化运维尧集约化管

理遥
（作者单位：厦门市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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