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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XX市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XX 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3

年）》、《XX 开发区、XX 高新区、XX 经济开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实施意见》、《XX 市完善审管衔接机制加强监管工作的管理办法》

工作要求 ，全力打造 XX经济开发区的“一网通办”平台，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速部门信息化建设进程，将政

务服务向集约化、精细化发展，为数字型政府转型奠定基础。

1.2. 编制依据

➢ 《计算机软件产品开发文件编制指南》（GB/T 8567-1988 ）；

➢ 《计算机软件需求说明编制指南》（GB/T 9385-1988 ）；

➢ 《现代设计工程集成技术的软件接口规范》（GB/T 18726-

2002 ）；

➢ 《江苏省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条例》

➢ 《一网通办部门系统对接计划方案》

➢ 《苏州市“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相关对接标准规范》

➢ 关于印发《XX 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部门系统对接计划方案》

➢ 《省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苏政

发〔2020〕59号）

➢ 《关于贯彻落实苏州市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年）的实施方案》（昆委〔202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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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设思路

全面围绕一网通办的建设标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信息共享、业务系统的建设思路。

1.4. 建设目标

围绕“审批＋服务”，牢牢聚焦“深化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

优化，以服务群众和企业为使命，建设 XX 经济开发区一网通办平台，

实现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并重、“审批+监管”双推送信息共享，建立

重大产业项目、重点实事工程跟踪服务机制、部门沟通会商机制，有

效形成线上线下同步办理、“不见面”审批扎实推进、大厅服务优化

提档、企业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

第二部分 现状和需求分析

2.1. 现状

XX经济开发区便民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5年 6月，2012年 9

月，由便民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客商（企业）服务中心资源

整合，形成 XX经济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2016年，撤销行政服务

中心，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机构级别为正科级建制。2018年 7月，

根据苏州市、XX市编办文件精神，增挂牌“XX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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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中心位于 XX经济开发区绿地大道 721号，共计拥有

2F大厅办公面积 3100平方米，3F大厅办公面积 1500平方米。中心

大厅进驻部门 36个，窗口数 106个，窗口工作人员 103个。2020

年 11月，确定承接 XX市级行政权力事项 43项，目前正在逐步推进

各项权力事项承接。

便民服务中心始终以“阳光行政、服务 XX”为宗旨，以“高效

廉洁、务实便民”为目标，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的服务。便民服务大厅设有机关党群服务点、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文明益站）、青年志愿者服务站、外国友人专窗、XX第一家母乳

哺育室等特色服务站点。全体工作人员践行“四闯四责”，对标改革

要求，率先闯关“现代政务”无人区，全力跑出“营商环境”加速

度。先后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江苏省巾帼文明岗、苏州市及 XX市政

务系统先进集体、苏州市五四红旗团支部、XX市第十批三星级机关

服务品牌、XX市五四红旗团支部、XX市企业投诉服务中心先进集体

等一系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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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审批流程没有实现信息化。目前没有统一的审批信息流转平

台，大部分审批业务依靠市级专线审批系统进行审批，对内的流转主

要依靠纸质档传递和领导手签盖章完成，影响审批效率的同时也无法

进行数据留痕。二是审管衔接没有实现流程化。根据《江苏省促进政

务服务便利化条例》《省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

见》和《XX 市完善审管衔接机制加强监管工作的管理办法》的要求，

要建立审批部门和监管部门信息双向推送的渠道。目前 XX 经济开发

区没有这样的审管衔接的平台，审批的结果和监管的结果无法进行有

效及时的双向告知。三是数据管理没有实现平台化。区内尚未建设江

苏政务网 XX 旗舰店，故相关事项仍处于可看可查阶段，离一网通办，

一个网办总入口还有一定的距离。政务大厅和村社区市民驿站的管理

还是延续着人工督查管理的方式，仍处于被动应付式的阶段，有投诉

有问题进行处理，日常管理没有形成数据化的管理方式，日常督查考

核对窗口服务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2.2. 需求分析

2.2.1. 业务需求分析

1) 政务服务 XX 旗舰店

围绕“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江苏政务服务网 XX分厅 XX经济

开发区旗舰店，将服务平台与旗舰店相融合。为企业群众提供暖心服

务、精细化服务、一件事服务和云服务互相融合的高质量服务。

2) 建立信息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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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部门将审批信息及时推送给监管、执法部门，同时监管部门

将监管、执法信息及时反馈给审批部门。

3) 区内业务协同办理

对 43 项事项清单外业务，需要业务协同办理，服务老百姓，进

一步提升营商环境。

4) 行政审批数据中心

依托XX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现有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通过数据对接、录入、导入等方式，构建行政审批数据中心，横向实

现与区行业监管部门信息双推送，提高审批局与部门业务协同和服务

效能，纵向对接市级平台业务数据，同时为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及

XX经济开发区数据大脑平台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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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项目跟踪

重点实事工程、重大产业项目推进难，需要疏通项目审批节点信

息链堵点，实现一对一跟踪服务，协调解决项目问题。

2.2.2. 性能需求分析

➢ 政务服务综合管理平台正常支持 300 个在线用户的性能要求；

➢ 系统应提供 7×24 小时的连续运行，平均年故障时间：<1 天，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30 分钟。

➢ 具有较强的系统安全性和灾难恢复能力。

➢ 具有较强的系统扩展能力，可以通过增加服务器资源应对高

并发需求。

2.2.3. 运行环境需求分析

本项目系统均部署于 XX市政务云平台之上。

第三部分 总体规划设计

3.1. 设计原则

3.1.1. 安全高效的数据交换

信息共享平台底层采用消息中间件技术，实现可靠的数据传输。

支持实时、定时、按需的数据交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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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规范的数据共享访问

共享数据是一个公共的资源，可以供多个业务系统同时使用。对

公共数据的访问必须经过用户的验证授权访问。此外，还需要从数据

中心运作的流程、规程制度等方面确保共享数据不被用于非法途径。

3.1.3. 安全可靠性

由于各个业务部门间共享的数据文件含许多敏感信息，所以对数

据交换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十分严格。信息共享平台必须提供安

全机制保证数据交换信息的完整性、数据交换信息的机密性。信息共

享平台必须能有效的与安全认证平台结合。通过安全认证平台和信息

共享平台，能够保护交换信息内容免遭拦截或非法修改。

3.1.4. 高可用性

随着项目工程的推进，需要使用的部门会越来越多，信息共享平

台需要对负载平衡的支持，运用在分布式的体系结构上添加主机的方

式提高整体计算能力，进行面向服务的适应性负载平衡。

3.1.5. 可维护性

共享平台具有日志监控功能，通过数据服务日志可以记录、跟踪

应用的细节。日志可以用于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亦可以用于

对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审计、故障处理、系统开发调试、交易跟踪。

对数据服务进行监控管理、用户权限管理、运行日志查看、性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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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可扩展性

共享平台具有较高的扩展性，用户可自行通过对事项信息的配置

及相关对象的配置实现信息传输。减少系统的依赖耦合，可以对需求

变更快速响应。

3.2. 设计思路

3.2.1. 总体设想

遵循系统的建设原则，尽量使系统分割为相对独立的模块，使用

成熟的中间件技术，使业务逻辑同表现形式相分离，充分体现系统平

台的层次化、组件化设计思想！缩短系统开发周期，节约系统部署维

护的成本，降低软件的使用难度与复杂度！

3.2.2. 开发平台的选择

系统采用 Web 应用的解决方案，Web 平台是一个调度任务集中的、

以客户为中心的应用程序平台;它是一个分布式、开放、适用性强、

高性能、端到端的平台;操作系统：服务器 Windows2012，客户端 

Win10，数据库：Mysql，开发平台是 Eclipse，开发语言 Java。

Eclipse开发平台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基于 Java的可扩展开发

平台。

Java 是一门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不仅吸收了 C++语言的各种优点，

还摒弃了 C++里难以理解的多继承、指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clipse/617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clipse/617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2%E5%90%91%E5%AF%B9%E8%B1%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C%2B%2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7%BB%A7%E6%89%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87%E9%92%88/287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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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念，因此 Java语言具有功能强大和简单易用两个特征。Java

语言作为静态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代表，极好地实现了面向对象理论，

允许程序员以优雅的思维方式进行复杂的编程。

Java具有简单性、面向对象、分布式、健壮性、安全性、平台独

立与可移植性、多线程、动态性等特。Java 可以编写桌面应用程序、

Web应用程序、分布式系统和嵌入式系统应用程序等。

MySQL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MySQL 是最流行的关系型

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在  WEB 应用方面， MySQL 是最好的

 RDBMS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关系数据库

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之一。

3.3. 总体目标

一网通办平台建设了政务服务的网办总入口，实现了审管联动的

系统性、全面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促进了审批与监管工作的有效衔

接。

本期平台的建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以下：事项清单、行政审批、

信息双推送、项目跟踪、服务指导、大数据展示、数据交互平台（数

据资源中心）。

3.4. 架构设计

3.4.1. 总体架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B8%83%E5%BC%8F/192762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1%A5%E5%A3%AE%E6%80%A7/44301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6%80%A7/76646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7%BA%BF%E7%A8%8B/11904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8C%E9%9D%A2%E5%BA%94%E7%94%A8%E7%A8%8B%E5%BA%8F/23319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Web%E5%BA%94%E7%94%A8%E7%A8%8B%E5%BA%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B8%83%E5%BC%8F%E7%B3%BB%E7%BB%9F/49053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8C%E5%85%A5%E5%BC%8F%E7%B3%BB%E7%BB%9F/1869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B3%BB%E5%9E%8B%E6%95%B0%E6%8D%AE%E5%BA%93%E7%AE%A1%E7%90%86%E7%B3%BB%E7%BB%9F/6965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B3%BB%E5%9E%8B%E6%95%B0%E6%8D%AE%E5%BA%93%E7%AE%A1%E7%90%86%E7%B3%BB%E7%BB%9F/6965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B3%BB%E5%9E%8B%E6%95%B0%E6%8D%AE%E5%BA%93%E7%AE%A1%E7%90%86%E7%B3%BB%E7%BB%9F/6965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RDBMS/104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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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采用多层体系架构设计，通过基础支撑和功能应用系统实现

遵循 SOA体系的、分层的、松耦合、服务化的先进性设计。

信息共享平台为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其他平台、各单位专网应

用系统数据集成服务。总体架构分为基础设施层、信息资源层、应用

服务层、平台支撑层、技术服务与支持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和用户层

七大部分。

3.4.2. 平台部署

本项目系统均部署于 XX市政务云平台之上。

3.4.3. 系统安全设计

由于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带来的安全事件后果与风险也较传统

应用高出很多，在平台的设计和建设中特别重视安全方面的问题，把

安全系统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实施。

根据公安部等 4 部委《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

〔2007〕43号)规定，平台实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安全保护等

级为第三级。

总体来说，平台的安全子系统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功能

和完备的安全管理和监控功能。

平台对于物理、网络、系统、应用等方面的安全建设主要包括：

➢ 具有限制网络、操纵系统和应用系统资源使用的能力。

➢ 具有避免病毒、攻击、非授权的访问与泄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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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对网络、系统和应用的访问进行严格控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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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能够检测、集中分析、响应、阻止对网络和所有主机的各

种攻击的能力。

➢ 具有能够监测业务流量变化的能力。

➢ 具有能够在业务变化时安全策略部署不影响其他业务的能力。

➢ 具有保证数据库被正当人员访问的能力。

➢ 具有识别和记实对数据库操纵的能力，包括插入、删除、存储

等操纵，并精确到 SQL语句。

➢ 具有日志回溯能力，根据日志查询应用或个人对数据库的操作

内容。

➢ 具备数据存储备份能力。在设备故障等紧急情况下快速恢复

数据，减少数据丢失量，保障业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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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项目详细设计方案

4.1. 政务服务

4.1.1. 江苏政务服务 XX 旗舰店

4.1.1.1. 办事指南公示

以静态页面形式展示各类办事指南要素。

4.1.1.1.1. 办件进度查询

申请人可根据办件编号查询办件信息，可查看办件的详细信息，

包括当前办理部门、办理状态、办理意见、办理时间等。

4.1.1.1.2. 办件统计展示

包括办件结果公示、办件统计栏目，展示园区“一网通办”办件

情况。

4.1.1.1.3. 事项网上申报

申请人在线填写申报信息，包括申报人的基本信息、申报业务信

息等内容。申请人填写申报信息时能够根据申请人的身份证号码自动

引用申请人的用户空间信息。系统支持多种申报材料上传方式，包括

附件上传、历史材料选择、网盘材料选择、电子证照库材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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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政策文件

提供本地区政策发文的解读信息，供办事人员进行点击查看。

4.1.1.3. 办件公示

展示办件信息，并可按部门、事项名称、时间等条件检索。

4.1.1.4. 一件事专题服务页面

基于 XX 经济开发区“一网通办”平台，构建“一件事”专题服

务页面，按照“一件事”主题，进行专题服务页面设计，按申请人类

型、服务主题等进行“一件事”分类展示。参考示例如下：

4.1.1.5. 政务百科

提供办事指南专有名词注释，针对政务服务办事指南专有名词，

为申请人提供专有名词智能提醒服务，对于办事指南中遇到的专有名

词，申请人点击专有名词边上的“？”，或鼠标移至专有名词上，系

统则弹出专有名词解释。

4.1.2. 专项报建指导

专项报建指导是针对“立项专项”、“规划专项”、“施工专

项”、“民防专项”、“排水专项”等专题领域，平台以流程图的方

式为报建单位提供比较详细的业务办理流程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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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立项专项

通过系统展示立项审批的业务流程图及相关业务申报地址。

4.1.2.2. ☆规划专项

通过系统展示规划审批的业务流程图及相关业务申报地址。

4.1.2.3. ☆民防专项

通过系统展示民防审批的业务流程图及相关业务申报地址。

4.1.2.4. ☆施工专项

通过系统展示施工许可证审批的业务流程图及相关业务申报地址。

4.1.2.5. ☆排水专项

通过系统展示排水许可证审批的业务流程图及相关业务申报地址。

4.1.3. 全过程报建指导

投资建设项目提前服务是我局针对报建单位报建难问题提出的

创新服务模式，即我局提前接入为报建单位提供报建引导服务，通过

平台实现报建引导的自动化管控，将进一步提升报建引导服务的准确

性和体验。平台提供两种服务申报类型全流程报建引导和专题报建引

导。平台通过以下功能为报建单位和服务团队提供自动化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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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程报建引导是指由投资项目立项至施工许可证审批的全过

程审批业务引导服务，报建单位通过填写项目信息、选填指标项信息、

上传营业执照等信息，即可获取项目申报指导意见书；

4.1.3.1. 项目信息填报

这是报建引导操作的第一步，由报建单位用户进入全流程报建引

导功能，依次填写项目信息，选填指标项内容，上传项目资料等资料，

并提交至平台。

4.1.3.2. 流程推演

流程推演是针对全流程报建引导服务的第二个环节，即待报建单

位申报人员提交选填指标后，经由专人进行初步信息确认和指标信息

的补填，系统根据提交的指标信息自动实现业务流程的推演，最终会

生成完整的业务申办流程、申报材料清单和涉及中介机构的材料清单

等，最终将汇总成《业务申报指导意见书（初稿）》文档，提供给申

报人。

4.1.3.3. 部门审核与确认

针对特殊项目，业务部门专员将主动人工介入进行信息审核和确

认，并给出指导意见，部门出具的指导意见将自动更新至《业务申报

指导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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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报建指导意见书生成与下载



第 19 页

全流程报建引导服务通过业务申报人选填指标项的方式，触发平

台的流程推演模块，最终实现业务流程、材料清单、涉及的中介服务

内容自动提取和汇总，生成电子版的《项目指导意见书》，指导意见

书将以 PDF格式供报建单位下载和打印，指导申报人员依据报告书内

容进行申报准备工作。

4.1.4. 咨询服务展示

通过网页进行常见问题信息展示，便于办事人员进行快速浏览。

从而便于办事群众能够提前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提升事项办理速

度增强办事效率。

4.1.5. 咨询服务管理

通过常见问题管理可以维护常用问题信息，供用户快速查询调用。

信息包括：事项名称、问题内容、解答内容、关键字等。

4.1.6. 法律法规展示

法律法规查询提供了给办事人员查询与办理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以便办事人员能够了解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以免造成因不了

解相关法规而多次反复操作，从而影响办件效率。

4.1.7. 法律法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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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端展示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主要内容为文号、部门、文件

名、类别、发布时间、排序、实施时间及法规内容等等。模块提供了

新增、删除、审核等功能。

4.1.8. 业务申报指导

通过专线平台管理可以维护常用的业务申报平台信息，供用户快

速调用导航，信息包括：所属部门、系统名称、系统类型、是否外网

显示、系统图标、系统链接、系统介绍、系统排序、标签设置等。

4.2. 许可业务

4.2.1. 投资建设

4.2.1.1. 建设工程验线

本模块实现了建设工程验线的管理及受理单打印。

4.2.1.2. 规划许可内容的核实

本模块实现了规划许可内容的核实的管理及受理单打印。

4.2.1.3. 规划条件的核实

本模块实现了规划条件的核实的管理及受理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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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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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实现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的管理及相关事项

受理单的打印。

4.2.1.5.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本模块实现了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的管理及相关事项受理单的

打印。

4.2.1.6.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市政设施建设类）

本模块实现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的管理及相关事项受理单

的打印。

4.2.1.7.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类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本模块实现了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类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的

管理及相关事项受理单的打印。

4.2.1.8. 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本模块实现了依附于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的管理及

相关事项受理单的打印。

4.2.1.9.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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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实现了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新增、删除、编辑、修改、

导出、审批。

4.2.1.10.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审批

本模块实现了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管理及相关事项受理单的打

印。

4.2.1.11. 砍伐、移植城市树木审批

本模块实现了砍伐、移植城市树木审批的管理及相关事项受理单

的打印。

4.2.1.12.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本模块实现了迁移古树名木审批的管理及相关事项受理单的打

印。

4.2.1.13. 户外广告设置的审批

本模块实现了户外广告设置的审批的管理及受理单打印。

4.2.1.14.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本模块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的管理及相关事项受

理单的打印。

4.2.1.15.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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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核准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95224220133012002

4.2.1.16.

https://d.book118.com/5952242201330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