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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给 定 另 一 个 聚 类 水 平 !=0.992,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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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行列调整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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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当 !=0.992 时 , 得 到 的 分 类 结 果

为: {O1, O2, O4, O5}, {O3}。在表 3 中我们可以

看到 , 对象 O3 的第三项指标 “团结协作精

神”是所有对象中最高的。如果第三项指标

权重大 , 对象 O3 无疑是最合适的。根据我们

的要求选定不同的 ! 值 ,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

分 类 结 果 , 从 而 可 以 确 定 我 们 所 需 要 的 对

象。

5 结束语

数 据 挖 掘 能 够 发 现 大 量 数 据 内 部 的 规

律 , 结 合 模 糊 聚 类 分 析 方 法 , 能 够 对 现 有 的

数 据 进 行 聚 类 分 析 , 从 而 发 现 数 据 中 的 类

型 , 为 决 策 者 的 决 策 和 规 划 提 供 有 用 的 信

息。

参考文献:

[ 1] 武林 , 高学东 , M·巴斯蒂安.数据仓库与数据挖

掘[ 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 2003.

[ 2] 王文德, 巩建闽, 石凤来.用 EXCEL 进行模糊聚

类分析[ J]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 2000, ( 6) .

[ 3] 叶飞跃.数据挖掘过程中的模糊聚类方法 [ J] .

计算机与现代化 , 2003, ( 9) .

[ 4] 李良, 陈钢.数据挖掘技术———模糊聚类分析在

客户关系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J] .工业控制计算

机 , 2003, ( 8) .

[ 5] 郝先臣, 刘小玲等.模糊聚类挖掘方法在电子商

务中的应用[ J] .东北大学学报 , 2001, ( 4) .

( 责任编辑: 来 扬)

收稿日期: 2005- 07- 11
作者简介: 赵宝林( 1978- ) , 男 , 河北唐山人 , 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数字城市与3S集成应用方面的研究; 夏斌( 1959- ) , 男 , 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数字城

市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研究。

摘 要 : 分析了政务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和建设目标 , 对关键技术———数据仓库 ( Data Warehouse) 、地理信

息系统( GIS)和 Web Service 作了探讨 , 提出了基于 GIS 和数据仓库的政务决策支持系统的体系架构和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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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和数据仓库的政务决策支持系统

0 前言

经过前些年的大规模建设 , 电子政务信

息 资 源 和 社 会 公 共 基 础 信 息 资 源 都 得 到 了

很好的积累 [1]。但是绝大部分宝贵的信息资

源 都 被 封 闭 在 彼 此 隔 离 的“孤 岛 式 ”信 息 系

统中 , 这些系统建立于各自独立的业务数据

库系统之上 , 长于政务工作的事务处理和政

务信息的管理 , 但对现有信息的综合分析和

知识提取支持不够 , 不能为政府管理人员提

供必要的决策支持 , 致使政务信息资源的社

会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 政府投巨资建设

的 政 务 资 源 在 重 大 问 题 决 策 过 程 中 却 不 能

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 , 电子政务建设走入了

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近些年来 , 政务决策

支持系统的研究已经开始得到社会的重视 ,

相 关 研 究 [2]主 要 集 中 在 以 数 据 仓 库 、网 络 和

计算机等技术为支撑 , 整合现有的政务信息

资源并提供相关主题的分析模型。但考虑到

政府管理工作的特殊性 ( 管人、管地、处理人

地关系) , 而人地关系和人类活动的绝大部

分都与空间位置相关 , 脱离了空间位置的人

类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 , 在政府决策过

程中 , 必须把特定的人类活动与相应的空间

位置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地理信息系统以基

础地理空间数据为载体 , 挂接各种社会、经

济、资源 、环 境 、生 态 和 人 口 等 信 息 , 依 据 空

间 地 理 模 型 , 以 文 字 、图 形 和 多 媒 体 等 多 种

方 式 提 供 人 类 活 动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决 策 支 持

信息。

基 于 GIS 和 数 据 仓 库 的 政 务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主 要 是 针 对 目 前 电 子 政 务 系 统 缺 乏 决

策支持能力 , 缺乏政务信息在地理空间分布

方 面 的 分 析 能 力 和 分 析 结 果 在 表 达 形 式 上

的 直 观 性 与 多 样 性 支 持 不 足 等 问 题 而 提 出

的。它是充分挖掘政务资源 , 为政府部门重

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强有力的工具。本文

通过对政务决策系统的关键技术的探讨 , 提

出整体性的建设思路和系统的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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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目标

基 于 GIS 和 数 据 仓 库 的 政 务 决 策 支 持

系统的总体目标是 : 充分利用现代高新信息

技术整合电子政务信息资源 , 在统一的 Web

服务架构之上 , 以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为依

托 , 搭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和人口

等信息 , 借助数据仓库强大的数据整合分析

能 力 , 建 立 一 个 智 能 化 、跨 平 台 的 政 务 决 策

支持系统 , 为政府部门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

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辅助政府工

作 , 提 高 政 府 部 门 的 管 理 和 决 策 水 平 , 促 进

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同时为政府

提供一个向社会公众发布决策的公共平台 ,

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 加强政府同社会公

众的了解与沟通。

2 关键技术

2.1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

是“数 字 地 球 ”战 略 的 关 键 技 术 之 一 [3], 是 一

种先进的决策支持系统 , 它以计算机和网络

通 讯 等 技 术 为 支 撑 , 以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库

( Geospatial Database) 为基础 , 采用地理模型

分析方法 , 适时提供多种空间的和动态的地

理信息[4], 为与空间位置、分布相关的研究和

应用提供服务。它把客观世界中的空间地理

要素和地理现象抽象为模型化的空间数据 ,

利用一个逻辑缩小的、高度信息化的信息系

统 , 从 视 觉 、计 量 和 逻 辑 上 对 现 实 世 界 在 功

能方面进行模拟。信息的流动以及信息流动

的结果 , 完全由计算机程序的运行和数据的

变换来仿真。用户可以按应用目的观测这个

现实世界模型各个方面的内容 , 取得自然过

程的分析和预测的信息 , 用于管理和决策。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 决策人员可以轻松

地 获 得 自 然 资 源 、人 口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空 间

分布规律和空间给定指标的差异 , 还可以进

行 某 一 行 业 ( 如 医 院 、社 会 救 助 与 保 障 部 门

和企业、服务业等) 空间布局规划决策分析。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凭 借 自 身 强 大 的 空 间 分 析 功

能 , 可以为政府的规划、管理、决策等部门提

供 及 时 、明 确 、形 象 直 观 的 空 间 地 理 信 息 服

务 , 更 好 地 辅 助 政 府 机 关 决 策 , 提 高 政 府 的

管理水平。

2.2 数据仓库技术

数 据 仓 库 技 术 是 为 了 克 服 传 统 的 数 据

库系统难于对决策进行支持的不足 , 为不同

层次的管理人员提供决策分析的工具 , 提高

管理决策质量与效果。数据仓库之父 W.H.

Inmon 把数据仓库定义为一个面向主 题 的 、

集 成 的 、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非 易 失 性 数 据 的 集

合 , 用于支持管理层的决策过程[5]。数据仓库

根据决策分析的要求 , 把现实世界中的业务

和 过 程 抽 象 为 一 系 列 完 备 且 彼 此 独 立 的 主

题 , 作为问题域决策支持的主要分析对象。

然后对分散于各处的源数据进行抽取、转换

和综合等集成工作 , 把对分析对象进行了比

较完整的、一致的数据描述的数据集合抽象

出来 , 统一装入数据仓库中。最终由数据仓

库前端工具建立决策支持模型 [6]对决策因素

进行综合分析 , 得到需要的决策支持信息。

利用数据仓库技术 , 不但可以从较高的

管理层次抽象和分析政务信息资源 , 综合管

理 和 分 析 人 口 、社 会 和 经 济 的 现 状 、发 展 与

历 史 信 息 , 从 而 发 现 社 会 发 展 、经 济 建 设 以

及城市化的内在规律 , 还可以对电子政务自

身建设水平进行评估[7]。

2.3 Web Service 技术

Web Service 技术是基于 XML( eXtensi-

ble Markup Language) 与 SOAP ( Simple Ob-

ject Access Protocol) 标准消息格式和标准通

信协议 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

借 助 WSDL ( 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

guage) 进行自我功能描述 , 通过 UDDI( Uni-

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进 行 服 务 注 册 或 发 现 , 跨 平 台 、可 自 由 穿 越

防 火 墙 , 便 于 软 件 重 用 与 应 用 集 成 、可 伸 缩

性强的松散耦合的分布式计算环境。

基于 Web Service 技术 , 政府部门可以

利 用 现 有 的 政 务 信 息 资 源 和 建 成 的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快 速 定 制 出 适 合 不 同 部 门 具 体 情 况

的决策支 持 系 统 , 为 实 现 电 子 政 务 G2G[8]提

供理想解决方案 , 共享基础政务信息资源 ,

重用决策分析功能 , 自由伸缩整个政府决策

支持系统。

3 总体架构

基 于 GIS 和 数 据 仓 库 的 政 务 决 策 支 持

系统采用松散耦合的 4 层 Web Service[9]分布

式架构( 见附图) , 充分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和高度的可扩展性。以数据仓库数据库和包

括 GIS 在 内 的 决 策 支 持 相 关 功 能 组 件 为 基

础 , 对 政 府 各 部 门 提 供 统 一 的 、直 接 面 向 高

层管理的决策支持服务项目 , 保证各部门能

够便捷、自由地整合这些服务功能和本部门

内部资源来满足其自身业务和决策需要。

附图 基于 GIS 与数据仓库的

政务决策支持系统架构

3.1 数据资源层

这一层是整个系统的基础 , 而该层又是

以 各 部 门 的 业 务 数 据 库 和 已 经 存 档 的 历 史

数 据 库 以 及 电 子 政 务 的 4 大 基 础 数 据 库 [10]

( 自然人、法人、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和宏观

经济基础数据库) 为基础的。部门业务数据

是 那 些 从 政 府 部 门 目 前 正 在 运 行 的 业 务 处

理系统里收集到的 , 保存在业务系统的数据

存储中的数据。历史数据是指政府部门在长

期的工作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数据 , 这些数据

一般经过业务处理系统脱机处理 , 以磁带或

其它存储设备保存 , 对业务系统的当前运行

不起作用。但是这些历史数据对利用数据仓

库辅助决策的管理者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

电 子 政 务 4 大 基 础 数 据 库 是 经 过 对 政 府 各

个 职 能 部 门 进 行 详 尽 的 业 务 调 研 和 数 据 需

求分析之后 , 概括抽象出的部门公共数据集

合 , 以统一的标准和格式集中存储到数据中

心 , 旨在加强政务基础数据共享并提高政务

资源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其中的自然资源与

空 间 地 理 数 据 库 是 GIS 功 能 组 件 进 行 空 间

分析的数据基础。

ETL( Extract Transfer & Load) 是 数 据 抽

取、转换和装载的引擎 , 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

数据标准化、数据的过滤与匹配、数据净化、

标明数据时间戳和元数据的抽取与创建。数

据标准化主要是将同名不同内容、同内容不

同 名 和 同 名 同 内 容 但 不 同 结 构 的 数 据 进 行

标 准 化 , 例 如 , 在 不 同 的 数 据 源 里 关 于 地 点

“北京市”的描述 , 有的用“北京”, 有的用“北

京市”, 还有的用“京”, 但他们的实际含义是

一致的 , 因此需要统一处理以免混乱。数据

的 过 滤 与 匹 配 主 要 是 对 进 入 数 据 仓 库 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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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 Data Warehouse Based Decision
Suppor t System of E-government

Abstract: It!s very hard for current e-government systems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ing service to govern-

ments.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goals to establish the GIS & data warehouse based decision sup-

port system of e-government, the related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Warehouse & Web Service are discussed. A solution is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detailed discussion abou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e-government; data warehous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eb ser-

vice

据按应用需求进行筛选。数据净化是对准备

加载到数据仓库的数据进行正确性判断 , 对

有格式、类型或内容错误的数据进行修正。

标 明 数 据 时 间 戳 主 要 是 给 数 据 对 象 添 加 时

间属性 , 为决策分析过程中基于时间维的聚

合分析作准备。元数据的抽取与创建主要是

将 数 据 仓 库 的 数 据 源 和 数 据 仓 库 自 身 的 数

据 名 称 、定 义 和 内 容 作 详 细 描 述 , 同 时 记 录

数 据 的 抽 取 、转 换 规 则 , 然 后 将 上 述 描 述 和

规则存入元数据库统一管理 , 为日后的数据

仓库管理工作提供基础。

数据仓库数 据 库 用 来 存 储 经 过 ETL 引

擎 处 理 的 、更 高 层 次 的 、适 用 于 决 策 支 持 的

数据内容 , 供决策支持功能组件使用。决策

知 识 库 内 存 储 了 领 域 专 家 的 决 策 经 验 和 与

决策相关的基本规则。

3.2 决策支持逻辑层

这 一 层 是 整 个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的 功 能 核

心 , 主要包括以下功能模块 : GIS 模块、模型

管 理 模 块 、综 合 分 析 与 表 达 模 块 、系 统 维 护

管理模块、系统安全与用户认证模块。GIS 模

块主要完成相关的空间查询、分析与表达 ;

模型管理模块完成模型的定义、创建及编辑

更新 ; 综合分析与表达模块包含一组分析、

决策支持与表达工具 , 同时借助 GIS 模块功

能 , 依 据 特 定 模 型 进 行 决 策 分 析 , 最 终 以 图

形、报表和多媒体等形象直观的方式将分析

结果表达出来 ; 系统维护管理模块完成决策

知识库和元数据库的维护与更新 , 同时提供

数据备份与恢复工具 ; 系统安全与用户认证

模 块 提 供 基 于 LDAP (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认证服务 , 在 对 用 户 统 一 认

证的基础上 , 还提供禁止合法用户进行非法

操作的功能 , 确保数据仓库的安全。

3.3 网络服务层

这一层提供跨平台的决策支持 WEB 服

务接口 , 它把决策支持逻辑层的各个组件功

能进行封装和整合 , 使得政府管理部门对决

策 支 持 系 统 的 资 源 与 功 能 可 以 进 行 完 全 透

明的访问。借助 Web Service 的强大功能优

势 , 政府部门完全无须考虑政务信息资源和

服务提供者的位置 , 也无须考虑提供服务的

系统和平台与本部门系统和平台的兼容性 ,

只 要 通 过 UDDI 中 心 获 得 相 关 服 务 的 注 册

信息并通过认证 , 就可以按照 WSDL 的描述

使用相应服务功能 , 甚至还可以把服务集成

到本部门的专用系统中协同运作。

具体的 Web 服务项目基本与决策支持

逻辑层的功能模块相对应 , 包括空间查询与

分析服务、建模服务、决策支持服务、知识库

和元数据库管理服务、用户认证服务等。其

中 , 决 策 支 持 服 务 又 包 括 数 据 的 集 成 与 分

解、数据的概况与聚集 , 数据推算与推导、数

据的翻译与格式化和数据的转换与映像。

3.4 终端应用层

这一层是系统价值的直接体现 , 直接发

挥着决策支持的作用。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管

理决策的需要 , 结合本部门已有的资源 , 适

当选取政务决策支持系统提供的服务 , 定制

出适合本部门的决策支持应用系统 , 辅助日

常的规划、管理和决策。

4 结语

电子政务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 , 是当前

公共信息资源开发与应用方面的重点 , 是电

子政务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 对提高政府

部门的规划、管理和决策能力以及我国整体

的信息化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

GIS 和数据仓库的政务决策支持系统借助先

进的空间信息技术、数据集成与挖掘技术和

系统集成技术 , 将政府部门“管人、管地和处

理人的关系”的日常管理、规划 , 决策等工作

同工作对象的从属空间联系起来 , 大大提高

了管理工作的直观性与准确度 ; 同时将耗资

建设的基础政务资源进行了合理的整合 , 发

挥了其应有价值 ,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必要的

辅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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