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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应用的监管手段，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

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互联网监管带来新机遇，为互联网监管注入了新活力，必将

为互联网监管带来新的更高的挑战。由于形式各异的应用、错综复杂的资源、凌

乱无序的信息充斥着整个互联网，为了预防和制止各种网上非法活动和从事不法

行为的网络策划、经营活动和行为，打击各种有害于社会的不良互联网行为突发，

发布各种有害信息，迫切需要研制开发互联网备案系统。应用该系统整合现有网

络资源、数据资源，通过备案的形式实现对网站、ICP/IP、IDC 的管理，实现管

控一体化，能够为我国的互联网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 

按照软件工程方法，首先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并使用面向对象建模技术分

析设计。本系统采用 B/S 三层的体系架构实现互联网备案系统，利用工作流、

Web Services 等技术，借用了相当成熟的 MVC 的设计理念，搭建了整个互联网

备案系统。针对互联网备案系统以及网络应用业务逻辑的实际需要，提出了表示

层、业务逻辑层以及数据持久化层的实现方案，并结合软件的思维方式，建立了

互联网备案流程。 

在本系统的开发实现过程中，先后运用 J2EE、SSH、SQL Server 数据库软

件开发工具，大大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和质量，主要实现了用户登陆管理、备

案信息管理、功能设置管理、角色资源管理等功能模块。 

 

关键词：互联网备案；B/S 架构；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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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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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upervisory ways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are various. With the rapidl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ew opportunities 

and vitality are brought fo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net, which bring more 

challeng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net. Due to existing complex recourses and 

disorder information,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need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Internet record-filing system to prevent illegal business activities online to happen, to 

fight against the bad Interne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o supervise Internet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The system integrate existing cyber source, data resources, 

by the way of record-filing, to implement the management of the site, ICP/IP and IDC,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will create a health and a good environment for Chain’s Internet.   

In this thesis adapts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 firstly analyzes the needs 

and demands of the system, the design concept of the workflow, Web Services, MVC 

are adopted. The object-oriented modeling technology and B/S three layer systems 

architecture 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Internet record-filing system.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need of application business logic,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et 

record-filing, combined with the way of the software system development, the 

solution programs of presentation layer, business logic layer and data persistence 

layer are put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using J2EE, SSH, SQL 

Server DBMS tools,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It mainly achieve the function module, such as the user entry 

management, record-fil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unction setting record 

management and role of resource management etc..  

Key Words: Internet Record-Filing, Browser/Server Architecture, 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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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广泛的应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错综复杂，各种信

息充斥着互联网，出于对互联网的监管，互联网备案成为公安系统的一项日常工

作，网警负责本区域的运行的互联网站、ICP/IP、IDC 备案，主要是针对服务器

部署在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网络备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的制止非法网络经

营活动，由于形式各异的应用、错综复杂的资源、凌乱无序的信息充斥着整个互

联网，为了预防和制止各种网上非法活动和从事不法行为的网络策划、经营活动

和行为，打击各种有害于社会的不良互联网行为，发布各种有害信息，为我国的

互联网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大量的互联网备案软件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

它们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科技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准确性、安全性越来越

好，功能越来越强大。 

因此，在当前形式下，需要开发一套与日常工作相适应的互联网备案系统，

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载体，快速准确地收集网络中的海量信息，以及网站、

ICP/IP、IDC 的备案功能，更好地满足本区域网络监管的需要、维护广大群众的

根本利益不受侵害。互联网备案系统的出现已成为必然，互联网备案系统必将成

为网络警察净化互联网空间的必要手段和有力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2005 年 1 月 28 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经营

性互联网网络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文件特别要求所有非经营性互联网网站

全部需要在公安机关办理互联网网站备案。无论是独立主机、虚拟主机或服务器

上的网站站点绑定的每个域名都需要备案，一旦域名未在信息产业部备案，将加

入黑名单并阻断站点访问直至备案审核通过后才给予放行。基于此，IDC 运营机

构需要提高原有的管理要求和手段，及时了解和掌握所服务网站的备案情况并采

取及时的管理行为。 

2009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

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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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本次工作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网上

低俗之风蔓延，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推动互联网

健康有序发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工作会议提出要求，相关企业应切

实加强接入服务监管，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坚决关闭违法违规网站，不为以虚假

信息备案登记和未履行备案登记手续的网站提供接入服务。对于网络的监管，国

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作为建立网络监管体系的依据。以下为国家颁布实施的多个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令：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网络域名管理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

业部令第 13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经营性互联网网络信息服务管理备案试行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 133 号） 

《互联网 IP 地址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 134 号） 

《互联网站管理工作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信部电[2005]501 号） 

《互联网站管理协调工作方案》（信部联电[2006]121 号） 

《关于互联网站 ICP 备案信息、IP 地址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意见》（信电

函[2006]75 号文件） 

《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令第 28 号） 

基于这些法律法规，IDC 运营机构需要提高原有的管理要求和手段，及时了

解和掌握所服务网站的备案和内容安全情况并采取及时的管理行为。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互联网信息备案系统是一套安全、稳定、高效、界面友好的数据资源、信息

资源管理系统，采用多点部署，集中管理，具备便捷、高效、实时的未备案过滤

功能，具有对访问未备案 ICP/IP 地址的 HTTP 会话进行阻断、重定向及告知的

功能，并实现了 IDC 网站内容监控全业务流程的电子化管理，极大提高了 IDC

管理者工作效率。适用于 IDC 的运维人员和管理人员，是目前 IDC 进行网站内

容安全监控和管理的最先进的业务支持管理平台，该系统被公安机关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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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备案一般按照各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地点和方式进行，ICP 备案可以自

主通过官方备案网站在线备案或者通过当地电信部门两种方式来进行备案。非经

营性网站自主备案是不收任何手续费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自行到备案官方网站

去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第十二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非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办理备案！未经备案，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非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而对于没有备案的网站将予以罚款和关闭。从事互联网信

息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取得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办理

备案手续。 

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互联网

信息服务可分为经营性信息服务和非经营性信息服务两类。 

（1）经营性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

制作等服务活动。凡从事经营性信息服务业务的企事业单位应当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应当持经营许可证向企业登

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2）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

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凡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企事业单位，

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备案手续。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有偿服务。 

互联网备案系统是一套安全、稳定、高效、界面友好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

管理系统，采用多点部署，集中管理，具备便捷、高效、实时的未备案过滤功能，

具有对访问未备案 ICP/IP 地址的 HTTP 会话进行阻断、重定向及告知的功能，

并实现了 IDC 网站内容监控全业务流程的电子化管理，极大提高了 IDC 管理者

工作效率。适用于 IDC 的运维人员和管理人员，是目前 IDC 进行网站内容安全

监控和管理的最先进的业务支持管理平台，该系统被公安机关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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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已有的 J2EE 架构的基础上，结合开源的 ORM 工具

Hibernate 框架，采用 ORM 技术、Web Services 技术建立互联网备案系统，提供

了各种数据访问，数据控制，数据分析等基本服务，让互联网备案系统的开发过

程具有轻量化、平台无关、开发周期缩短，使用成本比较低、维护和扩展比较方

便的特点。同时对开发团队来说，采用该框架学习曲线比较平坦，应用成本比较

低的框架，实现用户界面与业务逻辑分离，简化对象持久化的开发量，使得开发

人员专著于业务逻辑的实现。 

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从课题背景和意义、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进行论文的立题分

析。 

第二章 相关技术概述。这部分是面向对象软件开发中常用的技术概念。如：

J2EE、Web Services、Spring 等的相关技术。 

第三章 主要描述互联网备案系统的需求分析，其中主要介绍功能性需求和

性能性需求。 

第四章 互联网备案系统的总体设计。此章节介绍了网络部署设计、数据层

结构设计，并依据数据库概念模型和物理模型理论，提出的关系对象映射的解决

方案，对服务中间层的数据访问服务、角色资源服务进行了说明。 

第五章 系统功能的实现。主要实现 4 大部分，分别是用户管理、备案信息

管理、功能设置管理、角色资源管理。 

第六章 针对互联网备案系统软件各个功能的测试。 

第七章 总结和展望。 

本论文通过对以上相关知识的介绍和互联网备案系统这个具体实例的开发，

研究一个大型信息化软件系统的实际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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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软件规模和复杂性的不断扩大，为软件系统的开发

提供了很多新的有效的方法和技术，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章对系统开发中所涉

及的相关技术简要介绍。 

2.1 J2EE 框架 

 

图 2-1  J2EE 结构图 

Java 2 Enterprise Edition 引入了分层的概念：客户层、Web 中间层、系统层。

通过组件来构建各层模块，利用系统数据调用功能，客户层组件通常是应用客户

端，Web 中间层的组件通常是 Servlet、JSP、EJB，系统层也是持久层用来持久

化数据[1-5]。基本结构如图 2-1 所示。 

J2EE 架构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软件系统的开发成为一个能够快速敏捷的办

法，使企业级别的软件代表开发者能够大大缩减系统开发、安装部署、运行配置

所需要的时间 [6]。通过这种提供统一研发方式的开发平台，J2EE 主要能够实现

为开发分层应用节省了费用消耗、降低了开发难度，并对现有应用程序的集成提

供了非常强有力的帮组和支持，完全支持企业级 JavaBeans，增强了安全机制，

提高了性能[7]。该平台技术极大可伸展性，该平台能提供极佳的可伸缩性，基于

J2EE 平台的应用程序，可以方便的部署到各种操作系统上[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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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QL Server 2005 

SQL 是英文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的缩写，意思为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语言的主要功能就是同各种数据库建立联系，进行沟通[7]。按照 ANSI(美国

国家标准协会)的规定，SQL 被作为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标准语言。SQL 语

句可以用来执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例如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从数据库中提取数

据等。目前，绝大多数流行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如 Oracle, Sybase, Microsoft 

SQL Server, Access 等都采用了 SQL 语言标准[8]。 

SQL Server 2005 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新特性：通过提供一个更安全、可靠

和高效的数据管理平台，增强企业组织中用户的管理能力，大幅提升 IT 管理效

率并降低运维风险和成本；通过提供先进的商业智能平台满足众多客户对业务的

实时统计分析、监控预测等多种复杂管理需求，推动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和业务

发展；同时，SQL Server 2005 将提供一个极具扩展性和灵活性的开发平台，不

断拓展您的应用空间，实现 Internet 数据业务互联，为您带来新的商业应用机遇

[9]。 

由于大大减少了应用程序宕机时间，提高了系统的可伸缩性和性能，并加

以更严格的安全控制，SQL Server 2005 在支持现实中最苛刻的企业级系统要求

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大的一步[10]。SQL Server 是微软服务器家族中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微软服务器系列产品共有的Engineering strategy所实现的增强的管理性和集

成性，客户可以有效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从更快的开发部署时间中受益。 

SQL Server 2005 将在安全性、高可靠性、性能、扩展性、可管理性方面有

极大的提高，不仅能够确保企业级数据业务的实时稳定运行、还能够大大提高管

理效率、降低操作复杂度和运维成本[11]。例如，SQL Server 2005 将提供全新的

安全认证、数据加密技术来加强您数据系统的安全性；数据库镜像、快照、时点

恢复、实时在线管理等诸多功能大大提高了企业级系统的可靠性、扩展性；而数

据集成，各种自动化管理、调试和优化工具则为您的 IT 管理工作带来全新的体

验。在硬件方面，SQL Server 2005 支持 64 位运算和海量数据存储[12]。 

使用 SQL Server 2005 可以快速构建部署各类商业智能解决方案，并提供深

入的业务分析统计和监控预测平台，进一步推动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和业务发展

[13]。SQL Server 2005 能提供非常完整的商业智能套件，包括相关的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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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ETL、报表、数据挖掘的一系列设计、开发、管理工具。SQL Server 2005

在构建商业智能平台的实时性、扩展性方面也有了质的飞跃。全新的数据分析工

具和丰富的数据挖掘算法将帮助客户有效进行深入的业务监控分析、决策支持；

企业级的 ETL 工具将支持各种异类数据和复杂数据业务的整合；面向终端用户

的报表设计及管理工具与 Office 的前端集成能够提供非常灵活的数据展示和自

由定制功能[14]。 

极具扩展性和灵活性的开发平台，SQL Server 2005 能提供更加强大的开发

工具和各类新的开发特性，在大大提高开发效率的同时，将进一步拓展您的应用

空间，带来新的商业应用机遇[15]。例如，XML 数据库与 Web Service 的支持将

使您的应用实现 Internet 数据互联，.Net 集成极大的扩展了开发空间，异构数据

集成、Service Broker 使您的数据和其它应用无缝集成，各种新数据类型和 T-SQL

扩展带来了诸多灵活性。C#、VB.Net、XQuery、XMLA、ADO.Net 2.0、SMO、

AMO 等都将成为 SQL Server 数据平台上开发数据相关应用的有力工具[16]。 

为了更好的满足每一个客户的需求，微软重新设计了 SQL Server 2005 产品

家族，将其分为四个新的版本：企业版、标准版、工作组版和快递版。 

2.3 SSH 框架 

Spring 技术可以方便进行编程来实现具体功能，建立基本的代码单元。

Spring的架构主要就是使用 Ioc和AOP（反转控制容器和面向切片的编程）。spring

作为构建系统的基本元素，整个软件系统都是通过这种单元来组合，这种方式对

所有架构层的完整解决方案方面是独一无二的[17]。 

Spring 能够提供对大量复杂抽象的数据进行唯一的数据访问处理，包括简单

抽象更加爱有效率的 JDBC 框架结构，还集成了具有 ORM 特性的 ORM 工具

Hibernate 功能，并且与其他 ORM 技术通用的解决方案[18-19]。Spring 不仅有上述

功能，主要还可以还提供了事务管理处理抽象。Spring 还提供了用 Java 语言编

写的 AOP 框架技术，面向切片的编程数据，AOP 技术给 POJO 提供了唯一统一

的声明式系统级服务支持和服务。对于一些经常用到的服务，比如 JNDI、Mail、

Scheduling、Remoting 等技术，Spring 不能直接提供系统实现，但是可以通过转

化的方法来解决，主要采取抽象层方式对这些服务进行封装组合，让这些服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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