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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议管理信息

系统开发的认识与构建

刘喜珍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

北京 10 0 0 8 5)

随着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事业 的发展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 (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 的工作

逐步走上 了科学化
、

规范化和信息化的轨道
。

目前
,

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在使用两套办公信息系统
,

即
“

办

公事务支持系统 (内部 O A )
”

和
“

办公业务支持系统

(内外 15 15 )
。

O A 系统主要功能在 于支持 自然科学

基金会内部信息和文件发放
、

自然科学基金会 内会

议室管理
、

部门信息发布和 自然科学基金会 内公文

运转等方面工作 ; 15 15 系统主要功能在于支持科学

基金项 目管理和外部信息交流等方面工作
。

实践证

明
,

这两个系统的投人运行
,

为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无

纸化办公提供了先进 的信息技术平 台
,

大大提高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效率
,

有力地推动 了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的信息化进程
。

1 开发 自然 科学基 金会会议管理信 息 系统

的必要性

自然科学基金会每年要受理大量的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
,

同时要组织召开很多会议 (据不完全统计
,

每年各类会议不少于 50 个 )
,

如评审会
、

学术报告

会
、

评估会
、

论证会
、

验收会
、

研讨会等
,

各类会议在

科学基金 日常管理工作 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同时
,

会

议信息资源也构成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的重要信息

基础
,

其中大量的
“

思想
、

知识
、

建议
”

不仅对科学基

金的管理与决策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而且对有

关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目前

自然科学基金会现有的办公 自动化系统在科学基金

会议组织管理与会议信息管理方面存在空白
,

因此
,

开发一个综合的科学基金会议管理信息系统
,

并与

已有的网络系统相兼容
、

配套
,

并与档案管理工作相

结合
,

是 自然科学基金会办公 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发

展 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为稳步推进
“

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议管理信息系

统
”

的开发与应用
,

我们建议先 以数理科学部做试

点
,

作为
“

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议管理信息系统
”

的子

系统
,

前期开发并试运行
“

数理科学部会议管理信息

系统
” ,

通过试点工作推动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议管理

信息系统的建设
,

提高 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议组织管

理信息化水平
,

从而有效地开发利用 自然科学基金

会的会议信息资源
。

本系统开发的宗旨是与现行的 自然科学基金会

的网络系统接轨
,

同时考虑系统的先进性
、

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

其主要功能是
:

( l) 会议计划
:

会议计划
、

会议预算
、

会议决算
、

会议 日程安排
、

会议室管理等 ;

( 2 )会议管理
:

通讯录生成
、

会议文件
、

会议纪要
、

会

议总结等 ; ( 3) 会议注册
:

会议通知收发
、

注册
、

回执 ;

( 4 )统计查询
:

生成规定的各种专用表格
、

会议查询
、

与综合会议管理信息功能等 ; ( 5) 会议档案
:

每年会

议信息光盘保存 电子版资料等 ; ( 6) 用户管理系统
:

专家管理
、

普通注册用户管理
、

工作人员
、

会议承办

单位管理
。

本系统服务的对象主要是
: ( l) 内部管理者主要

为自然科学基金会工作人员
,

是程序 的主体部分 ;

( 2 )外部管理者为组织会议的承担单位 ; ( 3) 分布在

各地的参加会议的与会专家和对于公开会议的普通

与会人员进行注册 ; ( 4) 内部和外部管理者联合进行

公用信息发布
,

供非注册用户浏览
。

2 系统的构成 和主要功能模块

2
.

1 组成结构

会议管理信息系统的组成结构 (如图 1所示 )主

要包括会议计划
、

会议组织
、

会议发布和会议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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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个部分
。

使用对象分为内部管理
、

外部管理
、

专

家工作和信息发布 4个层次
:

芝芝信信
爹爹理理

数数据库库

发布控制和设置功能
。

3
.

2 会议的通知
、

注册和反馈

( 1) 通知
:

通过 nI te m te
、

手机短信或电话给各位

与会专家发通知
,

有关通知 系统的构成 (见 图 3 )
。

通过与共享数据平 台进行信息整合后
,

实现重要信

息实时高效的传递
。

通知系统

电子邮件 手机短信 语音电话

图 1 会议管理信 息组成结构

图 3 通知系统 总体组成

2
.

2 主要功能模块

组织者

普通人员

会会议存储储

计计划会议议

发发布会议议

会会议信息查询询询 专家注册与预订机票票

图 2 会议管理系统主要 功能模块

3 系统各主要部分功能描述

系统主要功能包括会议管理
、

人员管理和会议

信息发布与查询等 (图 2 )
。

3
.

1 会议管理

( 1) 会议的确定
:

包括会议类 别
、

地点
、

内容
、

主

题等
,

以及参会人员的确定 (也可从现有专家库中选

取 ) ;

( 2 )会议 的组织
:

承办单位授权
、

使用和修改会

议相关信息
,

编写会议 日程 的规划
,

参考房间价格
、

与会人员数和伙食标准生成会议预算 ; 安排与会人

员房间
,

生成房间安排表 ;

( 3) 事务性文档的生成
:

生成会议支出明细 (通

过与财务系统的连接 )
,

依据 自然科学基金会 的会议

标准形成会议决算
,

编写会议手册 (内容包括
:

会议

须知
、

会议 日程
、

领导的报告
、

根据 与会人员名单生

成通讯录等 )
、

签到表
、

评审费表
、

与会人员加班表
、

与会人员差旅费表等各种表格 ;

( 4 )会议纪要等相关信息的输 出和发布
:

编辑
、

输人会议纪要
、

会议总结 ;形成归档的电子资料
,

并

能输 出到纸质或光盘等媒体上 ; 对 于可发布信息的

( 2) 注册和反馈 (通过互联网 )
:

在线填写会议的

回执
、

预定返程票等 (专家 ) ; 在线填写参加会议的注

册申请表 (公开会议 的普通参加人员 ) ; 与会人员修

改其个人参加会议的信息
,

比如到达时间
,

或者不能

参加会议 ; 在线修改个人的信息
。

对于以上变动
,

系统要有能力通知会议组织者
,

并可以查询所有专家返回的信息
。

这是系统充分发

挥网络互联互通优势
、

提高办公效率
、

实现与专家进

行联络功能的关键
。

3
.

3 工作人员
、

与会人员和专家管理功能

用户是指所有使用该系统 的人
,

包括科学部的

工作人员
、

承办会议单位的工作人员
、

专家以及普通

的与会人员 4 部分
。

对于所有使用系统的用户进行

管理
,

功能包括建立新用户
,

对用户的操作权限进行

授权等
。

在管理上可将科学部工作人员
、

专家
、

承办

人员和普通用户进行分组管理
,

可存放在不同的数

据表中
。

普通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注册完成
,

承办人

员由科学部工作人员添加
,

并授予承办某一会议的

权限
,

专家数据库应与 自然科学基金会 的现有专家

数据库相对接
,

并分步地完成专家数据库表的完全

开放
,

实现对专家信息的查询
、

修改
。

如果专家数据

库只能有限度地开放
,

我们只可 以读取
,

不能在线修

改专家信息
,

则可 以采用导人现有专家数据库的基

本数据
,

建立 自己 的专家数据库表等有限度的开放

方式
。

3
.

4 会议信息查询与信息发布功能

建立明确的查询模式
,

初步设想按如下模 式进

行查询设计
。

( l) 按会议类别
、

名称查询该会议的相关信息
,

比如会议 日期
,

参加人员 ;公开会议的会议通知和 日

程
、

简报 ; 非公开会议的名称和简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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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与会专家姓名查询专家参加的所有会议

的情况 ;按起始时间
,

查询一段时间内的会议情况 ;

按会议地点
、

场所
、

会议室门牌等进行查询 ;

( 3) 其他查询模式
。

同时
,

在后台建立一个会议的通知发布与反馈

的数据交流平 台
。

在这种交流机制下
,

实现所有会

议信息在 in et m et 上的沟通
,

真正做到会议的高效管

理
。

可发布的具体内容有待进一步考虑和确认
。

个用户进行设定
,

要求不同的用户有不 同的权 限级

别
。

在设计 时
,

系统还要充分利用操作系统 ( W in
-

d o w s Z。叉〕 S e vr e r 系统 )和数据库系统 ( SQL Se vr e r )的

安全特性
,

以及 N FS C 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设置
,

进行

安全的优化设计
,

确保系统的安全
、

稳定运行
。

4 数据来源和输出

本系统以 自然科学基金会现有系统数据为第一

来源
,

同时与科学部的信息
、

承办会议单位及与会专

家的信息相整合
,

通过与会议相关 的信息交汇来完

成统计汇总
、

交流和资料存档等工作
。

其具体实现要按 自然科学基金会格式要求生成

w
o
司 和 E x e e l 文件并输出打印 ;通过 i n t e nr e t 或者 i

n -

tar ne t 发布 ;根据要求
,

输出到光盘上存档
。

5 系统安全性

自然科学基金会 的会议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
:

一

种为不公开的内部会
,

例如各种评审会和论证会
; 另

一种是学术交流会议
,

在一定的程度上公开
,

例如各

种学术研讨
、

交流会议
。

对于内部会议
,

应该有更高

的浏览的限制
,

只有组织人员和与会人员可 以查看

相应会议的状态
。

不同的数据
,

有不同的查看级别
,

包括
:

保密的
、

尚未公布的
、

已经公布的
,

要在每个具体的数据表上

进行定义
。

不同的用户和用户组
,

有不 同的操作级

别
,

包括
:

只读
、

数据修改
、

屏蔽
、

对外发布
。

要对每

6 会议管理信息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本 系统是针对 已有系统的功能不足
,

增加一个

新的会议管理系统
,

扩大 自然科学基金会办公信息

自动化系统的功能空间
。

其重点是如何充分利用数

据库 中原有的与会议相关的信息
,

使之与会议关联
、

融合
,

并通过对数据挖掘
,

形成可利用的新信息
,

这

是本系统的核心和特点之一
。

我们应在与各方面的

信息联络上下功夫
,

目前的关系数据库所具有 的强

大功能
,

构建这样的数据库是完全可能的
。

据了解
,

目前不同信息平台共享数据源的技术

也已经相当成熟
,

因此
,

建立 了一个包括电子邮件
、

手机短信和语音电话的智能通知系统也是可行的
。

总之
,

该系统要求操作简单
,

采用导航模式
,

功

能构造程序模块
,

各模块之间有机结合
,

并且可进行

相应的功能扩展和添加
。

根据 目前编程技术
、

计算

机技术和网络技术 的发展
,

实现在 W idn
o w s 系统支

持下的
、

通过立体多路 的信息网联系与会各方 的会

议信息的实用系统是可行的
。

本会议系统整体架构

使用 B / S
、

C / S 结构
,

后台使用 SQL S e vr e r 数据库服

务器
,

导航方式设计模仿资源管理器
,

并与内部 O A

网互连
,

最终实现一个从会议开始直到会议结束
,

都

有大量的会议信息通过网络加以有效管理和利用的

现实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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