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和推进，越来越多的组织的协同应用也需要使用到高可用的

通讯录数据。现有混乱的通讯录数据以及来自客户和内部对标准通讯

录的需求之间 

由于现实的组织需求以及信息的更新滞后，XX 在 XXX 侧建立的

组织架构与其在官方网站上的组织架构并非完全一致，但是这些组织

架构并非不应该存在，只是它们的位置或者名称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

如为了支-工作而设立的一系列相关组织，组织标准化后这些组织也

依然要进行保留。并且，XX进行日常工作官方名的信息，因此只需个

字就足够完整表达组织的信息，而不必使用原有的冗长名称。符合现

实指的是符合用户的现实需求，而不能一味只参考官方网络信息。 

在多方协同工作中，信息的清晰传达是重中之重，而现有通讯录

数据无论在组织信息或是职务信息的传达上都难以称得上清晰。在组

存以及全是一致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无疑会引起用户对于通讯录准

确性的疑虑；在职务信息歧义理解空间，如在“角色信息，使得用户

和应用能够通过组织及角色准确定位到个人。 

由于 XX，一方面这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另一方面这会给后续

的通讯录管节点来合并组织，有些则不会，不同组织的结构差异难以

抽象出具体的范式。而在组织名上，不同组织下相同功能格统一指的

是组织名称风格协调，同类组织结构统一，降低用户理解成本，使得

通讯录具备更高的开发价值。 



 

 

1. 能通过组织+角色快速定位用户信息（岗位=组织+角色）。 

由于 XX 内部人员流动性大，但是 XX 的组织以及角色相对固定，

将个人表达在岗位空间中，用其在岗位空间中的位置对用户进行管理，

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岗位空间到用户的定位机制，而这套机制的基础就

是可用的组织空间以及角色空间，关于这两个空间如何构建和应用，

就成了本次通讯录标准化的主要工作。这种机制可以应用到多个场景，

如通过岗位搜索用户、通过岗位进行批量用户选择、通过岗位进行应

用设置等等。 

（二） 挑战说明 

为了实现以上的需求，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以下挑战： 

1. 通讯录组织挑战 

⚫ 组织层级结构性错误 

。 

⚫ 组织名称表达性不准 

部门当统一表达。 

⚫ 组织建立合法性错误 

随意创建组织（本不该存在的组织），在越低层的组织中越为常

见。如上组织下。 



 

 

2. 通讯录角色挑战 

⚫ 岗位和组织错配 

一人多个岗位，堆叠在一起，挂在同一个组织下；如上文提到的

“区委书记、区长”职务信息挂在“区 XX”组织下。 

⚫ 岗位描述不标准 

岗位名称表达不规范，多个岗位直接相连或分隔符不统一；

如“院长校长”、“处长 一级巡视员”等情况。 

⚫ 岗位创建不合理 

在创建岗位时，创造不合法的岗位。如在组织下存在“Java”、

“在职人员”等无意义岗位。 

二、数据分析 

（一） 组织数据 

（二） 职务数据 

三、标准化策略 

岗位标准化包含组织标准化以及角色标准化两部分，二者的标准

化过程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两部分并行迭代。 

（一） 组织标准化策略 

组织标准化蕴含两个主要部分，分别是组织名称的标准化以及组

织结构的标准化，前者主要影响到名片展示功能以及群内组织展示功



 

 

能的使用体验，后者主要影响到通讯录树及与通讯录关联的其他功能

和应用，组织名称及组织结构的标准化将共同为 XXX 用户打造强统

一、易理解、高拓展的岗位管理体系，支撑后续一系列 XXX工具及应

用的开发和使用。 

组织名称的标准化策略坚持风格统一、简要精确的原则，在市级

及市级委办局一级的标准组织名称以官方名称为主，在不影响正常语

义理解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组织的常用简称代替组织全称。区级及区

级委办局一级的标准组织名称与市级风格保持一致，在区级自行设立

的各类组织上，做出简要化的修正推荐，而在层次更低的组织名称上，

仅给出基本的基于规则的修正。 

组织结构的标准化策略坚持真实清晰、结构统一的原则，在市级

及市级委办局一级的标准组织结构以官方网站的组织结构为主，区级

及区级委办局一级的标准组织结构尽量与市级组织结构保持一致，对

于组织结构错误的情况，以合并组织、增加组织操作为主，尽量不进

行删除操作。 

（二） 角色标准化策略 

角色标准化的内涵是将现有的用户职务映射到标准角色所构成

的有限集空间中，本质上是对文本化的职务描述进行定量描述的过程，

政务场景下职务的定量描述对于实际工作的线上化开展十分必要，针

对不同角色制定不同的权限、操作策略有利于提高协同合作效率、保

障隐私信息安全。 



 

 

角色标准化的关键是合理的标准角色表以及职务到角色空间的

映射策略，前者可根据行业先验知识以及数据分析结果得到，后者需

要在不断的优化迭代中提升其效果。 

（三） 标准树迭代路径 

复制图片： 

 

四、技术方案 

（一） 总体框架 

为了应对上文中提到的需求，我们建立了如下的框架，其中模块

与需求的对应关系也在图中进行了表达。 

需求一：基于现实数据构建的标准组织树是从现存通讯录数据中

发掘出的一棵形式最简树，由于这棵树的设立基础来自于现存数据且

基本不进行删除操作，因此可以保证其数据符合现实。异常组织发现



 

 

算法以及组织合理性校验规则会将异常的组织（包括结构异常以及名

称异常）抛出并给出对应的原因、操作建议以及备注信息，协助开发

人员对组织树进行更新迭代。随后的组织风格化方法将会为组织树确

立不同的风格，包括结构风格以及名称风格，经过此模块后的组织树

已经是可用的组织树。在组织的创建及更新阶段，可使用这棵树进行

组织的名称推荐以及错误组织的提示推荐。 

表格 1 表格 2 表格 3 表格 4 表格 5 表格 6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二） 标准组织树构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