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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务办公系统预置批示与分工方法

黎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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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分支已在许多领域广泛应用，本文对多个与文本处理相关的机器学习技术进行研究，
并利用这些技术及政务办公系统积累的样本数据建立模型，在政务办公系统中的“中枢节点”实现批示和分工的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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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成功

的一个分支。 在解决某一类问题时，机器学习让计

算机可以从观测数据（样本）中寻找规律，并利用学

习到的规律（模型）对未知或无法观测的数据进行

预测。 近年来，在深度学习算法以及专用处理器软

硬双引擎的推动下，机器学习已广泛应用于数据挖

掘、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语音识别、语音合

成、机器翻译、无人机等领域，并接近甚至超过人类

的水平。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本文作者将机器学习的技

术应用到政务办公系统中，希望人工智能的引入能

大大提升其中一些关键环节的工作效率。 经过对业

务数据的发掘和模型的测试，基于哈工大 ｌｔｐ、谷歌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ｋｅｒａｓ、ＬＳＴＭ 等技术，开发出人工智能系

统，可实现批示文本和部门分工的预置。

１　 政务办公系统的痛点———“中枢节点”

政务办公系统是政府信息化中发展比较成熟的

系统，其推行使政府部门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政府内部的办公流程实现

了标准化和规范化。 政务系统的工作流中有各种各

样的节点，如收文、办文、存档等，每个节点是一个处

理环节，有固定的处理人员和工作任务。 其中有一

个特殊的节点，所有公文都需要先汇集到此，然后经

过其分发，称为“中枢节点”。 处理人需要根据来文

的内容，做出初步的批示，以及将任务分工给相应的

领导或者部门。 这项工作需要处理人对部门分工非

常熟悉、对业务工作有广泛的认识，而且言辞要严谨

得当，办理速度要快捷。 这个节点也成为政务办公

流程中的“痛点”，一方面所有流程都经过该节点，
而且时效要求高，一旦滞后会影响后续很多的环节；
另一方面其工作质量要求高，能高质量完成这个处

理工作的处理人员又很少。

２　 为“中枢节点”提供预置数据

在烦杂的文件处理过程中，若“中枢节点”的 ２
项工作成果（批示和分工）能够在一开始就预置好，
处理人员就可以此为蓝本做些修改或者直接使用其

作为结果，这无疑可以大大提高处理的效率，加快流

转的速度。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基于历史数据作为

样本，可以训练出一个模型，实现这些预置数据的推

演生成。 在“中枢节点”这个场景中，样本就是十年

来积累的约 ４ 万个来文的信息（包括时间、标题、来
文部门、文号、正文等）以及处理人员做出的结果

（包括批示和分工）。可以把来文信息设为 ｘ，而把做

出的结果设为 ｙ，利用现有样本数据训练出 ｘ － ＞ ｙ
规律的模型，有新的来文时，就是新的 ｘ，可以通过



模型推演出新的 ｙ，作为预置的批示和分工。
作为模型输入的来文信息，都是文本这种非结

构化的数据，而对于文本（字符串）一类数据在机器

学习领域比较成熟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循环神经网络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简称 ＲＮＮ，以及其派生

的 ＬＳＴＭ 等模型。 但作为模型输出结果数据的批示

和分工是 ２ 种不同类型，其中批示是文本，同样可以

用 ＲＮＮ、ＬＳＴＭ 模型来处理。 目前，机器学习领域可

使用 ｓｅｑ２ｓｅｑ（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即序列到序列）
模型实现字符序列（文本）到另一个字符串序列的

转换，即用 ＬＳＴＭ 对输入序列进行编码，得到一个向

量，然后用 ＬＳＴＭ 对向量解码，生成输出的序列。 另

外一种输出结果是分工，这里的分工是指比如有 ３０
个部门，应该由哪些部门对这个文件做处理，这其实

是一个多选结果（ｍｕｌｔｉ－ｈｏｔ）的结构化的数据。 目

前，可以用文本分类（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模型来实现字符

串序列（文本）到多选结果的转换。

３　 预置系统的开发过程

系统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３． ６ 语言开发，运行在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６．０４ 操作系统上，使用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１．６ 作为机器学习

框架，硬件加速设备为一个 ｎｖｉｄｉａ ９７０ ＧＰＵ，使用这

些平台和工具主要是因为这些平台和工具都是业界

比较成熟和主流的技术，有非常多的学习资料和经

验可供借鉴，可减少搭建开发平台的耗时，将时间集

中用于业务数据的分析和模型的实现。
预置系统需要通过 ４ 万多条的样本数据训练 ２

个模型，通过测试并达到较高的准确度后，再与政务

办公系统连接，自动为“中枢节点”推演出预置的批

示和分工，提供给处理人员参考。 系统还会将处理

人员实际的操作结果（有可能修改了预置的内容）
用于持续训练模型，使后面的推演更接近新的实际

的要求。 其中，推演的步骤比较简单，只要加载之前

训练好的模型，将新的 ｘ（来文信息）输入，即可推演

出新的 ｙ（批示和分工），以此作为预置交给政务办

公系统。 而持续训练的步骤与初始训练差不多，差
别只在于样本的多少。 因此，本文主要介绍模型的

初始训练过程。 如图 １ 所示，训练主要由 ３ 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是对样本数据的预处理，然后针对 ２ 种

结果数据（批示、分工）分别建立模型做训练。
　 　 预处理是训练之前必不可少的步骤，其目的是

将从政务办公系统中获取的“业务”数据转化成一

般的机器学习模型可处理的“矢量”数据。 例如，来
文信息文本为“关于召开全省‘ 两 学一做’ 学习 教

育工作会议的通知”，需转化成数字序列“７２ ９６ ３２６
９７ １２１９ ４５５０ １０３２ ２９９ １０７ ４４８ ７４０ １４２ ８２ ８０ ８３”。
“矢量”转换需要对原始文本分离编码，根据汉语的

特点，要以“词”而不是以“字”为单位对文本进行分

离，这就是“分词”。 本系统使用了哈工大社会计算

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研制的语言技术平台（ ｌｔｐ）作

为分词工具。 而且根据政务的特点，将单位部门以

及单位领导的全名和简称都作为 ｌｔｐ 工具的预置词

典，可让分词更加准确。 将分词后的词去重，一行一

个词归纳到一个文本文件中，行号（数字）就成为这

个词的代号，这就归纳成了一个囊括样本数据中所

有词的“词典表”，通过这个词典表的词与行号的映

射，就可将文本的词序列转变为数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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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模型初始训练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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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批示的模型是一个 ｓｅｑ２ｓｅｑ 模型，其输入

输出都是文本序列，主要思路是通过深度神经网络

模型（常用的是多个 ＬＳＴＭ———长短记忆网络）将一

个作为输入的序列映射为一个作为输出的序列，这
一过程由编码输入与解码输出 ２ 个环节组成。 本系

统测试了多个 ｓｅｑ２ｓｅｑ 模型，尝试了在不同参数下

使用 ４ 万多条样本数据对这些模型进行训练，对比

这些模型的准确率、损失、耗时等指标，选定了在编

码和解码各自使用 ２ 层 ＬＳＴＭ，并使用注意力机制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这样构造的 ｓｅｑ２ｓｅｑ 模型在效率

和准确率方面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模型的训练监

视曲线如图 ２ 所示。
　 　 生成分工的模型使用的是一个文本分类

（ｔｅｘ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模型，文本分类是根据文本内容本身

将文本归为不同的类别。 在本系统中的模型，需要

的是多种分类的映射，即一个文本可以在若干个分

类中对应多个，类似多选题，而每一个分类，在本系

统的场景中，就代表一个分工。 此外，在笔者工作的

部门，“中枢节点”有 ３ 种类型的分工：领导办理、部
门主办、部门传阅。 因此，还需要为 ３ 种类型的分工

各自训练文本分类模型。 经过对比测试，使用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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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和双向 ＬＳＴＭ 层来实现这些文本分类模型，可
以得到比较好的准确率和运行效率。 模型训练的监

视界面如图 ３ 所示。
　 　 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到验证的准确率已经达到 ０．
９８ 以上。 预置系统中的 ２ 个经过训练的模型准确

度较高，与政务办公系统连接后，则每 １５ ｍｉｎ 查询

“中枢节点”中未处理的来文。 根据来文信息利用

模型推演出批示和分工信息，并预置到办公系统中。
待处理人员办理时，将依据预置的信息去办文，一般

只需要少量的改动或者不改就可以形成处理结

果，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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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模型的训练监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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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模型训练的监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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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在政务办公系统“中枢节

点”上能取得这么好的应用效果，可以说是“好钢用

在刀刃”上。 “好钢”指的是哈工大 ｌｔｐ、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ＬＳＴＭ 这一系列先进成熟的技术，“刀刃”就是“痛
点”所在的中枢节点。 一方面，这个节点很需要这

种高效的辅助手段，因为这个节点的处理量很大，时
限要求又高，处理滞后就会造成系统堵车；另一方

面，机器学习技术也恰好适用于“中枢节点”的特

点，这是因为“中枢节点”要求的处理结果是“明确

的”、“严谨的”，短期内不易变化的，可以说是一种

“规范化”的处理，这样的场景比较适合机器学习发

挥其经验学习、历史模仿的优势。 相反，倘若一个场

景需要更多的创造性、自由发挥的思维，机器学习就

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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