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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互操作的政务知识协同模型研究
田 浩

(湖北经济学院电子工程系，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基于语义互操作的电子政务协同系统是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分析了构建基于语义互操作的政务知识协同系统

的主要任务和方法，提出了一个基于语义互操作的政务知识协同系统框架模型，详细阐明了其设计思路及各部分功能，

重点给出电子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和政务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的组成结构和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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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电子政务正在从以项目为主线转向以体系结构、总体

规划为主线的全局推进模式。但我国电子政务“纵强横弱”，即

政府纵向部门信息共享程度较高，横向部门虽各自信息系统架

构健全，可彼此间互通并不到位，信息共享程度相对较低。语

义互操作是防止信息孤岛，处理好纵横关系的有力工具。基于

语义互操作的电子政务协同将是未来电子政务的重要特征和

手段[1]。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基于语义互操作的

政务知识协同体系。因此，将语义技术引入到现代电子政务

建设中来，构建一个符合我国电子政务现状和经济发展实情，

能适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灵活且实用的政务知识协同

系统，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

1 相关研究

语义互操作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电

子政务语义互操作内容与实质的研究。Peristeras 通过对电子

政务语义互操作中具体组织、技术互操作之间的关系研究，指

出语义互操作是整个电子政务信息资源互操作系统的核心 [2]；

Luis Guijarro从技术层面上揭示政务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手段

既可以包括XML等规范，也能使用本体知识[3]；Witold Abramo-

wicz通过分析指出，电子政务协同系统中各个模型和框架的异

构性是实现语义互操作首先要克服的问题 [4]。也就是说，要实

现政务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就必须首先解决元数据的语义互

操作、基于本体的语义解析以及不同本体之间的互操作。

目前，国外已经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电子政务信息互操

作框架体系，如欧盟推出的泛欧电子政务服务互操作框架（EIF）、

英国政府推出的电子政务互操作框架（e-GIF）和美国联邦组织

架构（FEA）等。这些典型的框架系统的语义互操作模型主要都

是基于MDR模型、XMDR模型和MFI模型这三种，它们本质上

都属于支持语义互操作的复杂信息资源管理框架。我国的基于

语义互操作的政务知识协同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

些成绩。万常选等基于规则演绎提出了一种电子政务语义信息

交换的参考模型该模型 [5]；琚春华等采用语义技术与多 agent 技

术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了基于语义和多agent的电子政务协同工

作模型[6]；吴鹏等提出了一种电子政务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模型

并将其应用于国土管理信息资源的语义互操作[7]。

2 问题分析

根据建设政务知识协同体系的对策[1]，要建立基于语义互

操作的政务知识协同系统，应该从我国电子政务信息的语义

特征分析入手，通过对其本体进行分类和建模，以及单元自治

模型和本体互操作模型的构建，结合我国电子政务的实际情

况来完成其基本构架。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成

政务知识协同系统的搭建：

（1）电子政务信息的语义特征分析及其本体的构建。本体

是语义概念解析的主要工具。因此分析和识别电子政务信息

的语义特征，构建电子政务信息本体，能为开发与构建政务知

识协同体系奠定逻辑基础。

（2）电子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的建立。构建电子政务信

息单元自治模型是为了对电子政务环境中同一概念体系的信

息进行语义描述和解析。使用此模型可以处理独立部门或单

位内部的语义互操作，但构建过程中需要规范其与外界的语

义接口。

（3）电子政务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的设计。构建电子政务

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是为了解决电子政务环境中本体的注

册、演化、映射及管理等问题，从而实现不同概念体系间的语

义描述和解析。可以在现有典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基

于 MFI 和基于 XMDR 的典型电子政务信息互操作模型理论

与方法，设计出准确、高效且能符合我国电子政务现状的本体

互操作模型。也可以采用新的标准和技术来实现本体间的

互操作。

（4）电子政务知识协同系统的基本构架的搭建。这一部分

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围绕电子政务知识协同系统的构

筑、政务知识本体种类的设置、单元自治模型及本体互操作模

型的协作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设计。

（5）体系模型的应用与测试。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完善模型，

提高模型的实用性。将最终设计好的体系模型应用到一个符

合我国电子政务实情的、虚拟的职能部门范围中，通过对其性

能的测试，从而进一步完善相关参数与指标。

3 电子政务知识协同系统模型

根据以上构建思路，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语义互操作的政

务知识协同系统框架模型，该框架充分发挥语义 Web 自动推

理和人机交互智能化的特点，通过先后建立电子政务信息单

元自治模型和政务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来解决政务知识互操

作中的关键问题，同时借助 MFI 和服务发现及注册等多项语

义技术，实现各个部门之间政务知识的通信、共享、操作的智

能化、自动化，真正意义上做到各个异构自治部门领域的政务

知识协同。

3.1 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

如前文所述，构建电子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是为了对

电子政务环境中同一概念体系的信息进行语义描述和解析。

简单地说，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负责一个部门领域的信息

管理与发布，并建立与其他部门联系的接口通道。本文构建

的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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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

在此模型中，代理服务器是核心器件和主要执行单元。它

负责将本部门领域内的本地政务信息进行语义解析、服务注

册、服务发布；本地本体库为代理服务器的语义操作提供本体

模型和其他语义支持；Web 服务接口是各个政务信息单元自

治模型之间的通信途径。

3.2 政务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

由于各个单位信息系统的自治性比较强，为满足部门内

部的个性化需求，各个部门领域之间会存在着多种本体表现

形式。因此，实现这些部门之间的语义互操作就必须实现多

个本体之间的互操作。本文构建了如图 2 所示的政务信息本

体互操作模型。

图 2 政务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

MFI 模型结合了软件建模技术 MOF 和 MDR 模型的特

点，可进行复杂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管理与服务以及本体的

互操作管理，能为信息资源的语义互操作提供概念模型[7]。因

此，图 2 中的MFI是本体之间实现互操作的根本依据，在MFI

的规范下，各个低层次的本体参照高层次的领域本体区分其

在互操作中扮演的角色，明确他们之间的语义联系，从而实现

彼此之间的互操作。

3.3 政务知识协同系统框架

在以上两个模型的基础上，设计如图 3 所示的政务知识

协同系统框架。有图可见，该框架模型由下到上主要分为资

源层、支持层、管理层和应用层四个部分。

资源层是由多个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组成的政务知识

资源层，在这一层中，各个政务信息单元自治模型负责本部门

领域内的信息收集、管理和统计等工作，并将有关信息进行

Web 服务发布和注册，更重要的是执行彼此间的语义互操作。

支持层以政务信息本体互操作模型为主，其主要功能是

实现多个本体之间的互操作，为上下层的运作提供标准和模

型依据。

管理层负责将各个独立部门的政务知识以服务的形式进

行注册和管理，其注册方式可采用 UDDI 等多种方法。同时，

当用户需求提交后，管理层还依据有效的服务发现方法搜寻到

相关服务。具体的服务发现方法采用本项目前期的研究成果[8]。

应用层主要由 Web 代理服务器组成，它负责用户与系统

之间的人机交互，为用户提供服务查询、安全认证、语法分析

等工作并提供相关接口界面。

图 3 政务知识协同系统框架模型

4 结语

随着 Web2.0 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基于语义互操作的电子

政务协同将是现代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语义 Web 服务的政务知识协同系统框架模型，通过阐述其

设计原理与思想，分析其中关键技术与方法，指出了该方法的

可行性，为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

今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丰富单元自治模型的功能，提高其

灵活性，而且随着 MFI 发展，可以尝试采用更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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