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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网站新媒体发布集成环境建设探讨① 
陈  雄, 杜义华, 郭小龙 
(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北京 100864) 

摘 要: 根据政务网站在各个媒体上信息发布的特点, 提出一种集成各种媒体内容管理功能的综合内容管理解

决方案, 采用统一的信息资源池集中管理各种数据资源, 实现信息的多渠道汇聚和一站式发布, 形成新媒体平台

间内容关联与分享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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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website on various media, this paper 
proposes Integrated content management solution which integrates a variety of media content management function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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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 以微博、微信为代

表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新一代传播媒体快速发展. 短
短几年时间, 微博、微信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 5 亿, 并
且还在飞速发展之中, 各行各业纷纷开通各自的微博

和微信.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

媒体形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从原来的网站、彩信、

电子杂志, 到现在的微博、微信、移动版网站, 都是政

务网站宣传信息的渠道.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 
将有助于提高政务网站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政务微博在网络热点事件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不

断凸显, 政务服务方面的功能不断完善[1]. 政务微信

也被作为政府信息发布平台, 要求各部门加强建设和

管理, 在网络领域传播主流声音[2].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政务机构微博 112602 个, 政务微博在数量扩

充、运营能力、创新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稳中有进[1]. 全
国的政务微信账号数量在 2014 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有近 6000 家政务微信落户微

信平台[2].  
 
2 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宣传渠道的多样性, 政务机构的信息需要及

时在各个系统发布, 包括网站、微博、微信、电子杂

志、手机报, 目前, 网站的信息发布技术已非常成熟, 
各种内容管理系统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同时还能包

含移动版的网站以及相应的手机 APP; 而微博(以新浪

微博为例)的维护需要通过新浪微博的官方系统, 微信

的维护需要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官方系统, 电子杂志和

手机报也有各自定制开发的编发系统. 各系统的信息

都是独立维护, 同一信息会在各个系统之间重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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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布, 给编辑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同时也给系统管

理员在系统维护、数据安全保障等方面带来诸多负担.  
  如何在各个系统之间快速、有效的发布信息, 对 
我们提出了一项新的挑战.  
  ① 各系统独立运行, 无法统一登录. 编辑人员在

发布信息时, 需要分别登录相应的系统, 操作较为繁

琐, 降低工作效率.  
  ② 各系统无法协同编辑, 需要重复整理, 工作效

率低. 同一条信息除了在网站发布外, 有可能还会在

微博、微信、手机报、电子杂志这几个系统上发布, 由
于各自展现形式不同, 在每个系统中发布前, 编辑人

员需要重复查找编辑.  
  ③ 信息无法汇聚综合统计查询, 同一信息无法

跟踪统计. 同一条信息, 最终在哪些媒体上发布, 在
现有的环境下无法统计, 同时也无法统一数据来源, 
各系统间只能各自采编或通过线下沟通交流, 整个信

息采编无法顺畅的在线上完成.  
  ④ 微博、微信使用官方管理系统, 个性化需求无

法满足. 微博和微信分别是新浪和腾讯的产品, 通过

他们提供的官方系统进行日常管理维护, 但是针对政

务网站的一些个性化需求, 官方系统无法满足, 例如

内容的工作流审核, 定时发送等[1].  
  ⑤ 微信官方管理系统的历史数据无法永久保存, 
不利于数据查询和统计. 微信官方管理系统最多只能

保存 5 天内的数据, 超过 5 天的数据无法查看[2], 对于

政务网站的微信, 能够方便快速查询所有历史数据是

非常必要的.  
 
3 目标与整体设计 
3.1 工作目标 
  针对现有环境存在的问题, 有必要在这几个系统

的基础上, 综合构建一个包含全部媒体的综合内容管

理平台, 为政务机构的信息宣传提供一站式服务, 实
现聚合多渠道信息资源、整合多平台编辑环境、分享

多媒体发布信息的集中管理, 资源在统一编辑管理平

台中实现交叉利用, 实现新媒体“1+N”——即一份数

据、多次利用的设计理念, 形成新媒体系统间内容分

享环境的集成, 为信息宣传人员提供便捷的内容管理

服务, 为系统管理者提供安全的系统维护和数据管理

服务.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各个系统的功能, 考虑如何在

改动最小的情况下, 实现整个平台的整合. 内容管理、

手机报、电子杂志系统一般在政务机构中已经上线运

行, 尽量让这些系统保持现状运行, 而微博、微信使用

的是官方管理系统, 但是两个产品官方均提供了开放

平台的接口, 供开发者开发个性化功能, 可以利用开

放平台接口将部分功能本地化, 以满足个性化需求. 
采用目前流行的用户认证授权标准 OAuth2.0[3]将各个

独立的系统进行整合, 是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  
3.2 整体架构 
  利用 OAuth2.0 标准将各个独立的系统进行整合, 
统一管理所有用户和验证授权, 实现各系统之间的单

点登录[3]; 采用信息资源池整合汇聚各个系统的数据

进行统一管理, 解决各个系统之间数据重复编辑、跟

踪统计分析的问题; 现有的微博、微信官方后台管理

功能有限, 采用官方提供的开放平台接口 [4,5], 将微

博、微信的管理功能本地化, 根据政务网站的特点和

需求定制开发个性化的微博、微信管理后台.  
  整个平台采用扁平化结构, 各个功能模块都是独

立运行的子系统, 互不影响, 并把各子系统都要使用

的用户管理和数据管理提取出来, 也作为独立运行的

系统管理. 整个平台各系统间耦合程度低, 如果还有

新的媒体出现, 也可以快速、方便的整合到平台中.  

 
图 1 系统架构图 

   
  如图 1, 在所有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认证授权层, 采
用 OAuth2.0 进行各个系统的登录验证和授权, 各应用

系统都通过用户管理模块进行登录及权限的验证; 同
时为了解决数据来源重复的问题, 在应用层中引入信

息资源池统一管理所有的数据, 并向各个系统提供数

据管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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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整体的数据流程如图 2 所示, 政务网站的数

据来源一般都包含图中所示的几种方式, 所有的数据

经过预处理后, 整理成固定格式, 进入信息资源池, 
由各个应用系统自由选取, 被系统选取采用的数据会

在资源池中进行标记, 便于其它系统参考, 同时也方

便进行数据统计.  

   
图 2  系统架构图 

   
  新媒体综合内容管理平台从整体综合考虑, 一次

登录能够编发新闻、微博、微信、手机报和电子杂志, 
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 提高编辑人员工作效率.  
 
4 功能设计实现 
  在平台的建设过程中, 需要开发建设用户认证授

权和信息资源池两个公共功能模块和接口, 并利用微

博、微信官方开放平台, 定制开发微博、微信的本地

化功能, 再将内容管理系统、手机报和电子杂志管理

系统引入用户认证授权和信息资源池的接口进行整合. 
新媒体综合内容管理平台既充分利用了已有系统的功

能, 也达到了平台整合的目的, 下面分别介绍各个功

能模块.  
4.1 用户认证授权与统一登录 
  将用户信息和权限管理单独整合成一个功能模块, 
有利于整个系统的横向扩展, 可以随意增减业务功能

模块. 模块参考现有的各大互联网开放平台的实现方

式, 采用 OAuth2.0 实现功能模块的用户验证和授权.  
  OAuth2.0 是下一代的“用户验证和授权”标准, 关
注客户端开发者的简易性, 主要为 Web 应用, 桌面应

用和手机, 和智能家居设备提供专门的认证流程. 目

前 OAuth2.0 协议有各种语言的开源实现, 为了减少工

作量, 本系统采用较为流行 JAVA 语言实现的 Apache 
Oltu 框架[6], 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将各业务

模块作为客户端以实现用户的认证和授权管理. 具体

的流程如图 3, 用户认证授权模块统一管理用户数据

和权限信息, 将各个业务模块的用户和权限数据整合

在一起, 系统的登录及权限验证等操作都统一由该模

块完成, 在各业务功能模块中修改已有的用户登录和

权限验证的方式, 都统一增加一个通用的过滤器 Filter, 
完成与用户认证授权模块的交互验证, 即可完成整个

平台的整合.  

 
图 3  OAuth2.0 认证流程 

 
图 4  用户操作权限验证 

   
  如图 4, 用户在登录平台时, 会由用户认证授权模

块进行验证, 验证通过后会返回认证通过的 Access 
Token, 这将是用户操作平台中各功能模块的唯一凭

证. 如图 4 所示, 在用户操作各业务功能模块时, 在过

滤器中收到用户的请求后, 根据用户的 Access Token
以及请求操作的权限, 提交给用户认证授权模块去验

证, 如果具有该权限, 则过滤器验证通过, 请求继续

到达具体业务层, 完成相应处理后, 返回给用户正确

的操作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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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资源池建设 
  考虑到各业务模块数据的重复性, 增加信息资源

池, 所有的数据经过预处理, 整理成如下图的数据格

式进入信息资源池, 供各个业务模块使用. 在信息资

源池中可以对所有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 保证所有数

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同时参考微信素材库的做法, 
资源池中所有数据还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查看所有的图

片和视频, 便于快速选择使用.  

 
图 5  信息资源池的数据结构 

   
  如图5, 信息资源池的数据来源主要有: 自动抓取

外部网站的相关数据, 包括文字、图片、视频; 信息宣

传人员撰写新闻稿; 下级单位推送信息; 大事记等值

得记录的历史信息, 方便统一查询管理; 舆情系统的

数据, 根据一定筛选条件自动推送. 不同数据来源的

数据, 在信息资源池中会按标记分类, 同时根据关键

词聚类, 可对重复数据排重, 被业务模块选择发布的

数据, 相应在资源池中也会进行标记, 便于数据的跟

踪统计.  
  信息资源池将会开放数据管理的相关接口, 供各

个业务功能模块远程调用, 并根据操作结果反馈给信

息资源池, 标记该条信息的状态, 用以数据统计和跟

踪.  
  信息资源池还简化统计功能, 可按照时间范围对

统计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 数据流向的追踪, 定期统

计报表, 例如可以统计数据最终在多少个媒体上发布, 
哪些来源的数据发布率高一些等.  
  信息资源池建成后, 信息将呈现快速增长, 系统

未来要能持续性支持大数据的服务, 包括在大数据环

境下系统性能的提升, 未来支持大数据架构的应用系

统和数据存储的规范标准, 建立相应的大数据分析, 
为信息宣传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4.3 个性化微博管理 
  利用新浪微博官方的开放平台接口在本地进行定

制开发, 以满足政务网站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整合信

息资源池的数据接口, 方便快速发布内容. 微博管理

不是要完全替代微博官方平台的操作功能, 而是将日

常经常使用的功能集成在微博内容管理中, 同时针对

个性化功能进行定制开发, 连通信息资源池, 将所有

相关数据全部在本地保存, 保障微博的日常管理和运

维工作在平台中即可完成, 避免频繁登录微博官方平

台.  
  个性化微博管理的主要功能包括: 微博审核和发

布, 采用工作流管理微博内容的审核, 包括设定任意

时间定时发布, 官方平台的定时发布只能是 3 天之内; 
微博的互动管理, 包括评论、@我、私信的查看和回复; 
微博发布的数据统计.  
4.4 个性化微信公众号管理 
  微信公众号管理与微博管理一样, 利用官方开放

平台接口在本地进行定制开发, 满足个性化需求并整

合信息资源池的数据接口.  
  目前微信官方平台只能查看 5 天内的历史数据, 
信息发布无法多人协同, 且相关数据统计功能有限, 
个性化定制管理系统的功能, 将所有数据本地存储, 
保障微信的日常管理和运维工作在系统中即可完成.  
  个性化微信公众号管理的主要功能包括: 微信的

审核和群发, 利用工作流管理微信内容的审核, 并增

加定时发布功能, 可获取信息资源池的相关数据进行

编辑; 微信的互动管理, 包括消息、自动回复、自定义

菜单、用户管理; 微信公众号相关的数据统计分析.  
4.5 其它管理系统 
  其它管理系统包括手机报管理、电子杂志和网站

内容管理, 这些系统在政务网站中已经很成熟, 只需

要将这些系统稍作改造, 用用户认证授权替代已有的

用户管理登录, 并引入信息资源池的数据接口, 即可

完成各系统的整合, 下面简要介绍各系统的功能.  
4.5.1 手机报管理 
  手机报管理主要是针对政务网站的信息宣传需要, 
采用手机短信、彩信的方式, 定期将新闻信息发到已

订阅用户手机上, 具有内容短小精悍, 受众准确等特

点. 改造现有系统, 将现有的用户管理登录用用户认

证授权替代, 并引入信息资源池的数据接口, 主要功

能包括短信、彩信编辑发送, 可获取信息资源池的相

关数据进行编辑; 接收用户分类管理; 订阅管理等.  
4.5.2 电子杂志管理 
  电子杂志主要是将信息以电子邮件为载体, 发送

给订阅用户, 和手机报类似, 只是形式略有区别,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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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展示的信息更为多样和丰富. 主要功能包括: 电子

杂志内容可视化编辑, 批量定时发送; 用户分类管理; 
订阅管理等.  
4.5.3 网站内容管理 
  网站内容管理可让具有不同权限的用户进行网站

的信息发布和管理, 可以对各种类型的信息进行方便

快速的管理, 同时还可以自定义数据结构, 具体功能

不再说明. 目前的政务网站主要包括 PC 版网站、移动

版网站以及手机 APP, 都是通过网站内容管理来进行

信息的审核和发布. 网站内容管理在现有基础上整合

用户认证授权, 引入信息资源池的数据接口, 即可完

成整合.  
 
5 结语 
  目前该平台已经在中科院网站群上线试运行, 充
分发挥新媒体“1+N”的融合优势, 形成以院门户网站

为主体信息“仓库”, 应用社交媒体“中科院之声”微博

辅助发布信息、“中科院之声”微信和 APP 点对点传播、

“中科院之声”手机报和“中科院之声”电子杂志提供推

送服务的“一体多翼”的科学传播模式, 提升科学传播

能力, 整合传播效果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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