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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信息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律师事务所面

临着创新与转型的问题。2013 年 10 月 10 日，来自全国各地 80 家律师事务所的

代表齐聚北京，共同探讨律师行业的创新与转型，讨论的结果是用技术改变行业。

2013 年 11 月 29 日，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指

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进

一步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其中包括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载体，实现律师业务的转

型和升级。在国家政策的指引及律师行业自我发展的探讨中，我国律师事务所推

进信息化建设是必然的趋势，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分析了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及存在的问题，如办案时效、与客户交流的重

要性、涉及内容的机密性，审批程序繁琐、个人资源分散等，目的在于设计一套

适用于律师行业的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提高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人员的办事效

率，也可减轻所务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以技术促进律师事务所的转型与升级，

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奠定基础。首先，本文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简述了目

前我国律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介绍了建设系统的相关技术，主要包括

J2EE 及 UML 的相关概念。其次，结合律师事务所的办事流程，分析系统的功能

性和非功能性需求，从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个角度描述功能需求。然后，进行

系统设计，业务建模、需求建模、静态结构建模、动态行为建模及数据库分析等，

划分内部管理人员账户及其个人信息、业务登记、事务记事、收支情况、文档资

料、客户信息等模块，让整个系统具有友好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的特点。 

通过建立律师事务所管理信息系统能让管理简化、程序化，进行资源共享，

提高了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质量、竞争力，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律师事务所；信息系统；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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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increase of 

inform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aws firms in China are challenged with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n October 10, 2013, 80 law firms from all over China gathered 

in Beijing to discuss about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aw firms, and the 

result was to change the industry with technologies. On November 29, 2013, Solicitor 

General Zhao Dacheng pointed out on the meeting held b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implement the major decisions of the 

18th third plenary session on law firm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lawyer’s system and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awyer’s 

business, including the method and carrier for innovative services. Guided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discussions held in lawyer’s industry, informatization of the law firms in 

China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lthough it is still in the beginning stage.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d the specificity of law industry and va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aw industry, including the efficiency of handling a cas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with clients, confidentiality of the contents, tedious approval process, 

and dispersive personal resources and so on, in order to design a network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law industry, which sha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ors in the law firm, reduce the workload of the 

administrators in the law firm,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aw firms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w 

firms. Firstly,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briefly introduced the status quo of informatization of Chinese law firms, 

and described various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system construction, including concepts 

related to J2EE and UML; secondly, by referring to the work process of law firms,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d the functional and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of the 

system and describe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nagement. Afterwards, the research is followed by system design, business 

modeling, requirement modeling, static structure modeling, dynamic behavior 

modeling, and database analysis. It also divided modules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of 

internal administrator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business registration,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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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ord,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documentations, and client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entire system may become user-friendly, operational and practical. 

Through establishing law firm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e management 

may become simplified and procedural. Data sharing may als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law firms, which may facilitate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Law Firm; Information System; 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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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科学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一

种趋势，企业或机构通过专设信息机构、信息主管，配备适应现代管理运营要求

的自动化、智能化、高技术硬件、软件、设备、设施，建立包括网络、数据库和

各类信息管理系统在内的工作平台，来实现信息有效的流通，实现资源和知识共

享，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并进行有效地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机构运行的效

率与效益。 

在全球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网络所带来的信息交流与利用的优势愈发

明显。律师事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了更大的挑战。2012 年 10

月 10 日，来自全国各地 80 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共同探讨律

师行业的创新与转型，讨论的结果是用技术改变行业[1]。2013 年 11 月 29 日，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律师制度改

革，其中包括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载体，实现律师业务的转型和升级[2]。律师事

务所的信息化建设既是行业自身需求，也是国家政策的要求。 

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公民法律意识在不断地提高，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

权利也渐渐成了公民的重要措施，随之而来的是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的爆发式增

长。律师事务所系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其处理的案件数量在增加，案件类型的

范围在扩大。律师在办理相关手续和处理大量的文档工作时，耗费了较多的时间

和精力，导致无法专心地分析和处理案件，已经严重影响了办案效率。因此，改

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及工作方式，以新技术带动律师事务所的变革，是紧急而迫切

的。应用计算机信息化和网络化使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程序化、规范化，提高办公

的效率，有助于建立高效、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形象，也有利于提高客户的信心。

律师事务所作为服务型组织，要与客户进行友好交流，了解客户的需求及对案件

事实的陈述，提升办案的质量，律师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以求取得稳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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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律师行业中有所建树，迎接更大的挑战，建立律师事务所管理信息系统是

未来的趋势，是必然的选择。 

1.1.2研究意义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建立适合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信息

系统已经成为当今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趋势。在国家政策的指引及律师行业自发展

开的探讨中，我国律师事务所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必然的趋势，但目前仍处于起步

阶段。根据律师事务所实际需求，分析律师事务所在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

办案时效、与客户交流的重要性、涉及内容的机密性，审批程序繁琐、个人资源

分散等，设计一套适用于律师行业的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减轻所务管理人员的工

作负担，提高律师的办案质量及效率，促进律师事务所的发展。 

同时，J2EE 是一种利用 Java2 平台简化企业解决方案的开发、部署和管理

相关复杂问题的体系结构，为搭建具有可伸缩性、灵活性、易维护性的商务系统

提供了良好的机制，符合律师事务所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的要求。 

1.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律师行业的发展是较快，但多数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多保留了原有的机

制，如人工处理审批手续、律师之间没有协同工作等，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尤

其在我国加入 WTO 后，国外较为先进的法律意识及制度进行国内，对我国律师

事务所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纵观我国的律师事务所，无论是管理的机制，还是

在办公自动化建设上都存在诸多不足。在综合实力排行靠前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在

建立律师事务所管理信息系统上均有突出的表现，由此可知网络技术对律师事务

所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3]。 

1.2.1国内律师事务所管理现状 

律师事务所是一个服务型的组织，以提供法律服务为主要项目。根据律师行

业的特性，律师事务所系提供服务的主体，由不同人员分工负责，形成提供服务

的整体；根据服务行业的性质和要求，律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需要与客户保持较

为紧密的联系，内部人员之间也要互通有无，共同协作才能保证对外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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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自己的知识存储体系，不断地完善现有

机制和更新知识，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国外的信息化进程早于中国，因此，

国外的律师事务所管理软件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其开发的系统也相对可

靠稳定。由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存在较大差别，且国体不同、律师操作规范及

法治环境不同，我国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系统，从而导致国内的律师事务所管理

系统比较缺乏，未能起步推进律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 

根据分析我国律师事务所的现状可知，国内的律师事务所普遍存在律师以个

人为主，相互之间缺少合作，且律师事务所未能形成协同办公、团队合作的机制

的问题。律师事务所仅提供了工作场所及出具相关手续，律师各自为战，不仅将

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局限在服务场所的框架内，还可能因管理的不规范导致律师事

务所面临从业风险，长期如此将被社会所淘汰。多数已划分部门、设立专业团队

的律师事务所，也没有达到资源共享、完善分工、相互配合等专业化服务的模式，

其原因之一是受限于传统工作方式以人对人交流为主。对于已经通过计算机网络

等实现了办公自动化的律师事务所，也仅能使用较为简单和基础的功能，如检索

法律文书、法律法规，存储客户资料、案件材料等。但是，律师事务所管理的信

息化建设的程度十分有限。对于办公管理软件，大部分律师事务所不会购买，原

因是多方面的，如律师在使用软件时觉得较为困难，改变原有工作习惯影响了工

作效率；少部分使用管理软件的律师事务所也仅用软件参与数据的计算、统计等，

使用的范围较窄。出现以上情况，除了管理软件的投入成本较大、不符合律师行

业的特性、操作不人性化等原因，还在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对信息化建设的认

识不足，律师没有及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有意识地改变工作方式。在相关部

门的要求下，推动律师事务所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是未来律师行业建设的重要任

务，律师事务所也要顺应时代发展，重视信息系统的建设。 

1.2.2国内律所软件使用情况 

根据深圳律协的调查，2000 年前后，超过 70%的深圳律所主任认为信息化

是未来发展方向，12%的主任认为信息化对律师行业发展有一定作用，11%的人

认为费用太高，投资信息化须谨慎，只有 1%的人认为信息化没有用处。同时，

根据另一个来自于北京的数据，2000 年的北京有 80%的律所借助网络实现了办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JavaEE 的律师事务所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4 

公自动化，有传真、扫描、投影仪甚至内部局域网，30%的律所购买了软件，40%

的律所建立了客户维护体系[1]。以上南北两组数据反映了 10 多年前中国律师事

务所信息化水平，大部分律所已经意识到信息化对律师行业发展的重要性，相当

一部分律所已经开始着手信息化建设。但是他们的信息化建设还处于非常初期的

阶段。除了深圳、北京等发展相对较快的城市，其他省份的城市在行政部门推进

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在投入资金加大力度进行建设，但考虑成本等原因仅仅使

用了较为初级的办公软件，其硬件设施落后、软件未及时更新、使用人员未经培

训，导致律所行政人员、律师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操作错误、系统存在错误等问题，

影响了律所建立管理信息化的积极性。 

根据国外关于律师事务所信息化的经典理论，任何一个律所信息化都分为起

步、增长、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起步阶段的特征是用软件处理数据，增长阶段

则有了软件系统，发展阶段的特征是有集成化的技术和系统，而成熟阶段则是将

用户、内部律师、客户端集成在一起。截止至 2012 年，中国有 1.9 万家律师事

务所，真正处在信息化成熟阶段的律所不到千分之一[1]。换句话说，中国只有

20 家左右的律所真正地建立了管理信息系统。换言之，我国的律师事务所管理

信息系统较为落后，仍处在农耕时代。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工作通过走访本地律师事务所及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及分析律师

事务所管理信息系统在我国的实际需求，研究开发一套基于 J2EE 的律师事务所

信息管理系统。在本文中，详细对律师事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整个项目流程进行阐

述，并且通过软件工程的指导思想对整个项目进行分析与设计，包括从项目的可

行性分析、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等等。介绍管理信息系统、J2EE、UML 等概念，

为本文的分析及设计的可操作性提供理论支持。详细分析系统需求，从功能需求、

非功能需求等角度进行阐述。根据系统需求进行系统设计，从架构设计、功能模

块设计、数据库设计等角度进行具体设计。 

可行性分析是指从项目的技术、经济、社会因素等作出分析，包括项目管理

系统在功能与性能方面的需求，奠定设计的宏观要求。 

需求分析，列出需求的总体要求，使用用例图等方式对需求做出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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