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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随着信息行业的不断发展，电力行业不但面临着电力改革和发展，更面临新

形势、新任务的挑战。电力营销的建设必须与现代信息行业的发展接轨，电力营

销现代化关键在于电力营销信息化。实现专用计算机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换，充分

利用网络的实时性、影响力来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技术支持，建立高质量、

高效率的信息管理系统，为领导决策和机关办公提供服务，实现机关办公现代化、

信息资源化、传输网络化和决策科学。一个合适的应用系统，可以大大提高企事

业单位工作效率，促使企事业单位办公正规化、现代化。因此，设计电力营销信

息管理系统十分必要。 

论文应用软件工程思想和信息化技术，分析设计了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

本文首先分析了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的背景，阐述了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在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系统建立的管理、技术可行性，并探讨了电力营销信

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在明确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原则和需求的基

础上，采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设计基于 B／S 模式三层结构的电力营销

信息管理系统。 

本文对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设计进行了研究，并详细描述了电力营

销系统所包含的“新装增容及变更用电”、“抄表管理”、“核算管理”、“电费收缴

及帐务管理”、“线损管理”、“资产管理”、“计量点管理”、“计量体系管理”、“电

能信息采集”、“供用电合同管理”、“用电检查管理”、“95598 业务处理”、“客户

关管理”、“客户联络”、“市场管理”、“能效管理”、“有序用电管理”、“稽查及工

作质量”和“客户档案资料管理”19 个业务类的划分情况及业务子功能的设计，

对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库设计和安全策略设计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电力营销；信息管理；B／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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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power industry not only face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ower industry, faces the new situation, new challenges.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marketing must b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information industry standards, the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modernization lies in the 

power marketing information.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special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make full use of the real-time network influence, to support resource 

sharing,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 quality, high efficiency, the office provides for the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and agency services, implementation of office 

moderniza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transmission network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an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system platform,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work, encourag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work standard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power 

marke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very necessar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dea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ckground, 

describes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of the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of system management, technical feasibility, and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wer marke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uses th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design principles and 

the needs ,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based on B / S mode of three layer structure. 

The dissertation research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described the division of the business classes and 

sub function design，the system include "the newly installed capacity and change of 

power", "meter reading management", "management", "tariff collection and b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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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the line loss management", "property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measuring point", "measurement management system", "electric powe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power supply contract management", "electricity inspection 

management", "95598 busines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ustomer 

contact", "marketing management", "energy management", "orderly power use 

management", "inspection and quality" and "customer file management" 19 business 

categorys.The paper also studied and discussed the design of security strategy and  

database design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Power Marke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 / 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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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电力营销工作紧紧围绕建设“一

强三优”现代公司的发展目标，依据“三抓一创”的工作思路，按照“集团化运

作、集约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全面推进电费管理

中心、电能计量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建设，构建适应公司发展方式转变的营销管

理体系的工作思路[1]。 

根据国网新疆电力公司集约化管理的要求，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以开

拓市场、电费回收、优质服务为核心，按照“内部核心管理集中化，客户服务贴

近客户”的原则进行，保证内部管理的高效率，客户服务的快捷方便。充分利用

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使管理透明化、扁平

化，使管理者及时掌控业务处理和客户服务的过程，进而保证业务处理和客户服

务的质量，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为决策者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和客户信息，协助管

理者进行科学、及时的决策[2]。 

面对电力营销工作的新思路、新形势和新任务，信息化建设在电力行业的普

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而计算机网络建设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显著提

升了全公司的管理效率，加快了企业日常事务的运作，能给企业带来明显的效益。

营销信息管理系统对于企业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更能为企业领导提供较客观

的信息，为企业的发展方向、策略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因此设计建设覆盖公司

总部、网省公司、地市、区县及基层单位的技术先进、功能完善、信息整合的一

体化营销管理业务应用系统，研究开发客户服务、计费与帐务、电能计量管理、

电能信息实时采集与监控、市场管理、需求侧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营销分析与

辅助决策等功能模块势在必行[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供电企业营销管理现状 

就国内传统的管理型营销业务现状而言，机构设置与工作内容都体现的是政

府的管电职能，电力部门与客户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随着电力买方市

场的形成和电力部门企业分离改革的深化，各地电力企业都在调整自己的营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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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销售理念以适应新的形势[4]。 

90 年代中后期，各地电力企业开始陆续将原来的用电营业部门重组为现在

的营销部门，削弱了政府管电职能，强化了市场开发和客户服务的职能。近两年

客户服务中心建设发展迅速，营销工作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改变，岗位设置充

分考虑减少内部流转环节，简化办事手续，丰富了员工职能。同时通过加强报装

接电、电力安装、电力抢修、用电咨询等工作环节，使优质服务与增供扩销有机

地结合起来。在强调企业各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时，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

建立起了 Internet 的客户服务系统。目前，电力营销机构体制的改革和调整正在

朝着适应市场经济和电力买方市场新形势的方向发展。但是电力体制改革是一项

长远规划，需要复杂的过程，服务思想还没有深入到每个员工的意识中，进一步

的深化改革仍很必要[5]。 

近年来，电力公司营销工作围绕电力公司的发展战略，深化“两个转变”，

坚持依法经营，提高服务意识，增强整体协调，提升管理水平，促进行业和谐，

各方面工作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但从当前的营销业务现状情况来

看，还有地区业务差异大、业务流程繁琐、部分业务尚待完善等重点和难点问题

亟待解决。 

基于当前营销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

的营销业务分析梳理工作，规范统一业务结构、业务流程和业务标准，是贯彻落

实公司《“十一五”营销发展规划》和《“十一五”信息化建设实施意见》要求、

确保营销管理业务应用标准化设计工作目标顺利实现的首要任务，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在技术层面上，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应用了电力营销方

面的新技术不断涌现，例如在数据采集和传输方面，许多电力企业采用了多功能

分时电能表和自动抄表技术。大多数企业在营销作业及管理上都建成了初步的计

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在数据综合分析和辅助决策方面，少数单位已经率先采用了

先进的智能化专家系统。另外负荷控制系统的应用领域迅速扩大，实用化程度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由于这些技术的应用并不集中，数据不能达到完全共享，因而

不能形成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无法充分发挥新技术的作用[5]。 

1.2.2 国外供电企业营销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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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方面，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电力营销已进入智能化和网

络化时代，工作内容已由传统的“抄表、核算、收费、计量”业务转变为以客户

为中心，以促销为目的，以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工作体系[6]。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

都在进行电力体制改革，某些国家依据市场需求，把电力企业划分为发电公司、

输电公司、供电公司等处于电力生产不同阶段的几个部分。从组织体系而言，供

电公司与营销相关的包括市场部、服务中心、计费中心和表计公司等部门。 

技术方面，国外在中、低压配电网中大量采用电力线载波方式的自动抄表系

统，有些采用 GSM 传输电度计量和负荷管理数据。整个系统的计算机网络化程

度很高，各部门之间联系通道畅通，工作高效，客户的请求能快速得到响应。在

营销后台管理系统中，大量采用 GIS、GPS 等技术手段，能快速定位客户呼叫位

置，找出故障点提出解决方案，保存故障信息记录，确定改进目标。电力公司对

外部请求反应快速，提供给用户的信息质量高。 

1.2.3 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差距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内电力营销方面无论装备和手段，还是管理机构和体

制都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电力

营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虽然大多数单位都对营销组织体系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方式，整个电力企业还没有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向导，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营销部门未能接入电力资源平衡和电价测算制定过程，同时

缺乏对用电市场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预测分析，导致缺乏开拓用电市场的

有效措施，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销战略和策略缺乏研究，未能充分利用企业的

资源和优势开拓市场[11]。 

现有营销管理体系与实际工作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内部管理流程不过

简洁高效，一些单位还存在多口对外、职责不清以及权责分离的问题。现有的营

销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只能建筑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上，体现不出高效能、

高质量的管理水平。现有传统体制不改革，营销管理现代化的建设仅仅是手段更

新和工具的变更，而达不到使企业的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管理水平都能大幅度

提高的目的。 

信息编码标准化工作进展缓慢，实际运用效果不理想。各级用电营销系统的

建设和应用“各自为政”，不能适应企业整体经营的策略，重复开发，浪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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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种类繁杂，网络结构、软硬件平台、选用数据库不尽相同，功能的设置和划

分不统一，业务处理和工作流程不规范，应用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系统中没有

管理决策功能，各级营销信息系统不能实现联网运行，缺乏信息共享，无法实现

对营销管理全过程进行监控管理，无法进行电力营销数据的定量定性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电力企业在营销管理以及管理信息化方面已经在向世界主流

看齐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工作，但是整体水平较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因此供电企业营销信息化进程仍有很多的路要走。 

1.3  研究内容和组织结构 

1.3.1 研究内容 

应用软件工程思想和信息化技术，研究与设计一个电力部门营销信息管理系

统。主要对营销系统 19 个业务类模块的功能进行了划分和界定，通过前期调研

进行需求分析，设计出基本符合电力行业工作流程的要求、满足电力行业及其操

作人员实际需要的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综合考虑管理和技术两方面的可行

性，对数据、业务流程、功能以及性能进行分析，对系统的总体架构、生产环境、

数据库以及系统后期维护工作进行详细设计。  

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需求，系统可以在日后的使用中更新与维护，不断完善系

统，增加功能性及与用户的交互性。系统功能不健全、技术水平陈旧、业务模型

杂乱、系统融合性不足、信息共享困难等问题，实现客户服务信息化、业务处理

自动化、市场响应快速化、质量管理可控化、决策支持前瞻化。 

1.3.2 组织结构 

全文共分六章，各章内容组织如下： 

第 1 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分析了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

描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组织结构。 

第 2 章，系统相关技术。对包括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与 Java 语言、Servlet、

JSP 和 JavaBean 技术以及 B/S 模式进行了详细介绍。 

第 3 章，系统分析。从管理和技术两个方面出发对电力营销管理系统的可行

性进行看详细的分析，并描述了系统业务流程分析、数据分析、功能需求分析和

性能需求分析。 

第 4 章，系统总体设计。详细描述了系统的设计原则、系统架构设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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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设计。 

第 5 章，系统详细设计。对系统设计进行详细描述，包括系统环境设计、模

块功能设计，讲解了各个模块功能。 

第 6 章，总结与展望。总结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描述系统的主要功能、特

色和应用领域，并分析论文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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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 

系统采用 Java 开发平台（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及实现语言——Java），设

计基于B／S模式三层结构的通信运行管理系统，涉及基于 Java语言的 JSP（Java 

Server Page）及相关技术、设计模式介绍、相关的 Oracle 数据库技术等。本章将

介绍本系统软件开发使用的相关技术。 

2.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与 Java 语言 

面向对象其实是现实世界模型的自然延伸，现实世界中任何实体都可以看作

是对象。面想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是将所有的实体或者事件抽象成为对象。对象

之间通过对象互相作用。如果说传统的过程式编程语言是以过程为中心以算法为

驱动的话，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则是以对象为中心以消息为驱动[8]。 

Java 作为纯面向对象语言，具有良好可移植性、可分布式、具有强大的并发

处理能力，自问世以来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下面介绍 Java 语言的主要特点。 

1.平台无关性 

使用 Java 编写的应用程序不用修改就可以在不同的软硬件平台上运行。Java

主要靠 Java 虚拟机——JVM（Java Vitual Machine）在目标码级实现平台无关性。

JVM 是一种抽象机器，它附着在具体操作系统之上，本身具有一套虚拟器指令，

并作自己的栈、寄存器组等。但 JVM 通常是在软件上而不是硬件上实现。 

2.良好的网络编程能力 

Java 良好的网络编程能力使得 Java 语言在 Internet 时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Java 支持 WWW(World Wide Web  万维网)客户机/服务器计算模式，Java

提供了一个叫做 URL(Uniform Resoure Locator  统一资源定位器)的对象，利用

这个对象，可以打开并访问具有相同 URL 地址上的对象，访问方式与访问本地

文件系统相同。因此由于 Java 语言的良好网络通信能力，使得用 Java 来实现分

布式计算变得非常轻松[8]。 

2.2 Servlet 技术 

Servlet 可称为“服务器小程序”，它不是直接由用户激活的应用程序。使

用 Servlet 的通信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请求——应答流程，具体的流程如下： 

首先浏览器连接到 Web 服务器，然后 Web 服务器将客户请求传递给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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