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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当今，用户的信息安全与用户的档案管理越来越重要，企业单位与各高校都

非常重视用户的档案信息。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档案的信息业越来越丰富。

采用计算机来管理用户的档案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开发档案管理系统对社会

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档案管理系统以公安管理人员为主要对象。系统采用 J2EE 框架。J2EE 框架

是当今企事业系统开发的主流框架，由于可移植性高，被得到了广泛的使用。J2EE

框架中成熟的层次结构，适合开发者的快速开发，开发者可以分工合作，同时参

与各个层次的开发，提高了系统开发的效率。档案管理系统主要是管理用户的档

案信息，根据详细的需求设计，将系统的功能模块分为了系统管理模块、档案分

类管理模块、档案检索管理模块、业务管理模块等。系统管理模块主要是系统管

理员对系统信息的维护与管理，档案分类管理主要是档案管理员对档案信息的管

理，档案检索管理主要是管理员对档案信息的查询管理，业务管理主要是档案信

息的编辑、业务信息管理。系统采用 J2EE框架，数据库采用 MYSQL数据库，MYSQL

数据库是中小型数据库，适合档案管理系统。采用 JAVA语言作为系统开发语言。

JAVA 语言是目前较为流行的语言。系统与数据库的连接采用 JDBC 驱动。系统提

供了 JDBC驱动包，开发过程中不需要重新编写连接数据库的语言。只需要将 JDBC

驱动包导入 ECLIPSE工具即可。 

采用档案管理系统后，极大方便了公安人员的工作，采用档案管理系统对档

案信息进行统计与管理，取代手工管理业务，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对公安部

门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档案管理；管理信息系统；J2EE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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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user'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user's file 

manage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ser's profile information.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ile information is more and more rich. Using computer to manage 

the user's profile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has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now. 

File management system mainly manages public security personnel information. 

The system uses the J2EE framework. J2EE framework is the mainstream in today's 

business system development framework.J2EE framework us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mature.The structure is suitabl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evelopers, developers will be able to cooperat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File management system mainly manages the user's profile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esign in detail,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system is divided into classification of the system management module, file 

management module, file retrieval management module, business management module, 

etc. System management module is mainly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information 

system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rchives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s primarily 

a file manager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archives information.file retrieval 

management mainly is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archives information query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major is editor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System 

uses the J2EE framework, database using MYSQL database.MYSQL database is small 

and medium-sized database.MYSQL is suitable for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the Java language as a system development language. The Java language is 

currently more popular language. System connection to the database using the JDBC 

driver. System provides the JDBC driver package, don't need to write to connect to the 

databas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Just need to JDBC driver 

package import Eclipse tools. 

After the file management system, greatly convenient for personnel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the file management system for archives information statist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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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V 

management, to replace the manual managemen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has a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Keywords: File management;  MIS;   J2E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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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安人员的档案信息对公安部门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公安部门需要为每个

公安人员建立档案信息，并且要保证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在过去，用户的档案信

息都是纸质的形式存在，纸质的存储就离不开手工的管理方式，每年为了维护档

案的信息，需要耗费不少的资金与人力。因此需要一个管理的系统对公安人员的

档案信息进行管理。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安人员的档案信息已多样化，用户的档案信息

不仅仅有成员的基本信息。还有公安人员学习、工作经历等各种信息，仅仅依靠

传统的手工管理的方式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
[1]
。公安人员的信息有针对

性、阶段性、通用性、多样性等各种特点。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统一的管理。档

案具有永久性的特征，因此需要永久的保存，如果采用传统的手工管理方式，管

理人员在进行档案的查找与档案的存储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尤其是每年都有

新的公安人员的档案信息需要保存，但是已经离职的公安人员的信息也需要进行

备份以备后用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质可能会出现破损、纸质变黄等，使得档

案的信息不能得到完整的保存，造成信息的缺失。 

 当今互联网的发展，给各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公安部门可以利用互

联网络来进行档案信息的存储。使用计算机来存储用户的档案信息，一方面可以

节省空间，现在的硬盘存储容量非常大，价格也实惠，一个很小的硬盘可以存储

一个市级部门公安人员的信息，甚至更多；另一方面，采用计算机进行管理用户

档案信息，在查找用户档案信息方面也非常的方便，不需要专门去翻阅公安人员

纸质档案的信息，只需要在计算机中输入要查找用户的工号信息便可以查找到公

安人员的对应信息；采用计算机还可以对公安人员的信息进行统计，能够更好的

管理公安人员
[3]
。开发档案管理系统取代手工管理用户档案方式对公安部门的发

展很重要，能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与人力，同时还能提高工作者的工作效率。 

现在社会中的档案管理系统比较多，但是适合自己的档案管理系统很少，需

要在别的档案管理系统上进行二次的开发。笔者从事温州市公安部门档案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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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了解档案管理工作的具体流程与实际的需求。在毕业论文设计之际，开发适

合自己工作的档案管理系统。根据笔者从事档案管理的经验，预计档案管理系统

实现的主要意义有： 

1、档案信息分类要清晰 

由于档案管理系统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信息量非常的大，因此在进行公安人

员的管理过程中，信息的分类一定要清晰，不能模糊。如果对于大量的数据，信

息分类又不清晰，导致管理人员在进行公安人员档案的查询时比较麻烦，给管理

员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2、方便管理员操作 

档案管理系统最主要的操作者是管理员，即使系统再完美，如果操作不方便

管理员在完成一个简单的流程中，系统操作如果不如手工操作，那么采用管理系

统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档案管理系统一定要简单的操作，尤其是经常操作的功

能，比如公安人员档案的查询与添加，应该在系统的主界面中设置明显的查询按

钮与添加的按钮，这样管理员一眼就可以看到所需要操作功能的按钮，上手容易，

操作方便与简单。 

3、功能要完善 

档案管理系统各功能要尽可能的完善。当然在系统的设计初期可能对档案管

理系统的设计不够完美。没有想到用户的各方面的需求，需要在不断的应用过程

中去改进与完善。但是在系统设计初期最基本与最需要的功能要完善，如果设计

一个不完善的档案管理系统，那么就不能完整的对公安人员的档案信息操作，导

致公安人员信息的不完整。 

4、信息的控制要良好 

尽管档案管理系统最终的控制是由计算机来控制，但是系统的代码有程序员

来编写，因此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完善的考虑，首要的是要保证信息

的正确性与准确性，其次再考虑系统效率的提高。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档案信息的建立，国内很早就存在，在古代就有许多档案信息存储、记

录、保存。但是采用计算机来进行管理档案信息，国内的发展速度稍微落后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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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计算机出现时，美国就利用计算机建立了简单的文件管理

体系
[4]
。现在国外的档案管理体系逐渐的完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提出

了档案数字化，并直接由总统直接领导成立了 NARA（国家档案与记录署），随后

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纷纷提出自己的数字化档案的建立与规划。但是国外的

教育制度与管理的方式与国内有较大的不同
[5]
，因此不能直接引进，需要引进国

外先进的技术，然后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开发适合我国自己的档案管理系统。 

国内的计算机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档案管理系统发展速度比国外晚一些。国

内真正的信息化时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 2000 年，国家档案局提

出了档案信息化的概念
[6]
，各高校都开始规划自己档案信息的存储方式。在高校

的带动下，档案信息系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最初始的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是学籍

管理系统、成绩管理系统、毕业信息管理系统等等一些独立的管理系统。这些系

统主要是以 C/S架构为基础，单机模式较多。随着科技的发展，要充分的利用互

联网的优势，基于 B/S结构的系统开发成为一个发展的趋势。在二十一世纪初期，

随着高校扩招的规模增加，资金相对充足的高校逐渐的试探基于 B/S模式结构的

系统。逐渐将一些独立的小系统进行整合，变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有机整体。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档案管理系统的发展较早，在美国、欧洲、新加坡档案管理的发展较为

先进。这里主要介绍美国档案管理的发展。美国在 20世纪 90年代，档案管理的

发展就走在世界的前列。 

美国的档案管理的数字化建设主要分类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联邦国家档案

管理机构建设、一部分是各地政府、院校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
[7]
。在当时，美国

档案管理的建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统一的集中管理体制。将各个地方与国家

的档案信息进行一体化的管理方式、集中化的管理。使得美国档案管理系统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机构。在 1985年美国 NARA国家档案署有总统牵头，进行了统

一的规划。在 2002 年开发了 FEA 系统。当时美国政府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统一

的宏观把控和统一的参考模型标准
[8]
。建成了档案信息导航系统 NAIL。全国的各

种档案馆藏信息都可以进行联网的检索。从而实现了全国的数字资源网上集成化

的查询、集成化的检索和集成化的使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全国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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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国家。 

在英国档案的管理属于一种分散的管理体制，在全国没有统一的档案管理领

导中心
[9]
。在 2003 年 4 月份，英国的公共档案馆和皇家委员会联合成立了英国

国家档案馆。当时的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还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电子文件形

式接受档案和长期使用的一种战略，给英国的档案管理统一化的管理奠定了基

础。当时英国国家档案馆要求，各个部门像国家档案馆提交的电子文件必须采用

统一的格式、统一化的管理，最大限度的减少管理的费用和重复的修改工作，为

英国国家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后来英国又实行了国家联合数

字王国档案馆建设的计划，这项计划通过国家联合进行数字档案馆的目录编排，

然后向公众提供远程的检索服务。这个时期国内的档案管理系统建设也在蒸蒸日

上。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档案信息的建设过程较晚，这个发展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系统

的起步阶段、规章完善的阶段、系统快速发展阶段。 

1、起步阶段 

由于我国引进计算机的时代较晚，在上世界 70 年代后期。当计算机引入国

家之后，就开始了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在 1979 年，国家档案局、江西档案研

究所、四川档案研究所、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研究所都纷纷的购置了一些计

算机的硬件设备，进行一些简单的档案程序的编写，一步一步的积累经验。但是

这个阶段尽管购置了一些计算机的设备，软件条件仍处于空白的阶段。档案管理

系统的建设还无从谈起，都在不断的探索与研究过程中。 

2、规章完善阶段 

到了 20世纪 90年代，国家对信息化的建设加大了投资。档案馆的建设也在

加速的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对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完善。在 20 世纪末，国

家启动了“三金”的工程，急速的推进了信息化的建设。这个时期大量的信息化

办公软件出现。比如比较流行的 OA 办公系统软件、计算机的辅助制造设备等纷

纷的出现，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国家将档案管理的建设分为

了四个大的级别：综合档案馆，主要是国家级的档案管理建设、省级档案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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