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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随着银行金融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银行自助设备的推出，虽然

为客户提供了便利的使用环境，也有效的提高了银行的效率，但也引发了一系列

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设备的管理问题，由于银行自助设备的种类很多，其

中设备的型号、大小、品牌以及相关接口，如何对自助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成

为一个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对自助设备管理人员的调用和分配，以及自助设备

保险门钥匙和开启密码的管理，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本文正是基于当前对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手段，以高效、便捷

为理念，创新软件设计，提高效率，增强银行自助设备与相关人员的交互，最终

达到便捷、有效、安全的目的。 

结合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中的实际需求,采用基于 J2EE技术的 MVC多层结

构下的 Web应用方案,使用 Spring、Struts、Hibernate等优势技术,设计了基于

SQL Server 2010关系数据库与 Tomcat Web 服务器的 B/S结构方案,实现了适用

于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的系统。该系统对银行自助设备的资源加以利用,建立了快

捷方便的查询机制、调配机制和管理机制。本文设计实现的系统,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具体应用上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J2EE技术；银行自助设备管理；查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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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With the automation 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launch of the bank self-service 

equipment,it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the convenient use of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bank.But it also raised a series of ques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are management issues for these devices.Due to th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bank self-service equipment, including equipment type, size, brand, 

and related interfaces,how effectiv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of 

self-service equipment.On the other hand, called the self-service device management 

and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self-service equipment insurance door key and password to 

open the management, is also a major problem.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lack of a unified management means the bank 

self-service device management,as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idea,innovative 

software design,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nhance the bank's self-service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interaction,eventually reach a convenient, effective and safe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Bank self-service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the use of Web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J2EE technology MVC multilayer 

structure,using high technologies for example Spring、Struts、Hibernate and so on.It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SQL Server 2010 relational database and Tomcat Web server B 

/ S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and it apply to the bank's self-service device management 

system.The system utilizes the resources of the bank self-service equi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st and convenient query mechanism, deployment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have a certain value both in 

theory and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Key words: J2EE technology; self-service equipment management;  que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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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设备的自动化和信息化越来越显得重要，然而作

为银行的服务更是紧密的联系着人们的生活，这就对银行服务的自动化和信息化

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和挑战。我们这次的关注目标是银行自助设备的管理，当前银

行对这些自助式设备的管理还是偏于人为化的，而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银行信

息化的要求，银行对于这些设备的管理、分配以及维护，且对相关人员（管机员、

维修员、清机员）的管理还是不能高效地合理利用资源[1-4]。 

本文正是基于当前对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手段[5-7]，以高效、

便捷为理念，创新软件设计，提高效率，增强银行自助设备与相关人员的交互，

最终达到便捷、有效、安全的目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化日益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而对于金融

服务行业[8-9]，自动化和信息化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探索、研究并构建适宜于

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完成自动化和信息化，并使用银行自助化设备管理系统，

是银行金融业发展的一种趋势。 

当前，随着银行金融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银行自助设备的推出，

虽然为客户提供了便利的使用环境，也有效的提高了银行的效率，但也引发了一

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设备的管理问题，由于银行自助设备的种类很多，

其中设备的型号、大小、品牌以及相关接口，如何对自助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

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对自助设备管理人员的调用和分配，以及自助设

备保险门钥匙和开启密码的管理，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总述以上，当前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自助设备种类较多，基本设备管理滞后； 

2、相关人员的调用和支配不够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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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助设备的监控及报警系统不够完善； 

4、自助设备的完全维护机制不健全； 

5、因地制宜的维护模式不够完善； 

6、站点的分配、安装和设置要因地制宜。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如何提高运行效率，完成设备维护、

人员调配、设备监控、站点管理等功能。 

1.3 研究意义 

本文正是基于当前对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手段，以高效、便捷

为理念，创新软件设计，提高效率，增强银行自助设备与相关人员的交互，最终

达到便捷、有效、安全的目的[10-15]。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意义： 

1、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提高银行金融服务的高效性；自助

设备管理管理系统是个趋于完善的自动化系统，其中许多子系统，不仅能帮助管

理人员对自助设备的监控和维护，也更能有效的提高在人员调配方面的效率，为

银行获得更多的自助设备信息提供了帮助。 

2、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提高人员调配的便捷性；管理人员

不需要口头通知相关的维护、安装以及维护人员，可以通过系统提醒相关人员，

像发送信息到相关人员的手机终端。 

3、银行自助设管理系统的应用有助于优化站点的选择；银行自助设管理系

统可以通过站点管理，可以完成对站点的布局、选择提供优化的方案。 

1.4 研究目标 

通过对本课题的详细研究、设计、开发，要使所开发的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

统具备以下特性： 

1、高效性。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业务人员的需求，通过网络资源，

实现有效的共享和传播，对业务人员开展工作及对时效性和高效性的把握有突出

效果。 

2、便捷性。由于系统采用了 B/S 的设计模式，管理员只需通过浏览器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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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从而使管理员对人员的调配更加便捷。 

3、灵活性。在系统功能、用户接口设计上，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增强网络

通信功能，提高互动。 

4、安全性。在安全设计上，系统为本系统的用户提供了相应的用户名和密

码，并且密码进行了相关加密，限制了非法用户的登录，且每个系统用户都有相

应的权限，不能访问非授权的信息，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 

1.5 本文工作 

针对以上目标，本文结合 SSH框架技术，搭建出了一个高效、实用、合理、

安全稳定，符合需求的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将与银行自助设备相关的信息

统一地管理起来，通过计算机技术来进行科学的管理，以管理员与自助设备之间

的管理、调用和调配，最终达到便捷、有效、安全的目的。 

 具体来说，本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分析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可行性以及研究意义； 

2、 具体分析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功能需求、外部接口、性能以及软件属

性需求； 

3、 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的具体设计，包括用户登录管理、基本自助设备

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调配管理、钥匙密码管理、维护管理、站点

管理； 

4、 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的具体实现，包括用户登录管理、基本自助设备

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调配管理、钥匙密码管理、维护管理、站点

管理以及系统其它管理的实现。 

5、 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的测试与分析，包括用户登录管理、基本自助设

备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调配管理、钥匙密码管理、维护管理、站

点管理的测试。 

1.6 论文组织 

 本论文的组织如下：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SSH的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4 

 第一章：引言，简单介绍了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的研究背景，提出本文的

主要研究工作，并给出本文的整体组织结构； 

 第二章：系统分析，分析技术可行性、需求可行性以及社会可行性，说明其

研究的意义；分析系统的功能需求，系统需要的功能，以及功能描述，数据字典

的设计和重要加工的说明； 

 第三章：系统的设计，完成总体结构和具体的模块设计，包括用户登录管理、

用户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调配管理、设备调配管理、信息厂商管理、设备

管理的加工逻辑，以及相关数据表的设计； 

 第四章：系统实现，包括用户登录管理、用户管理、人员类别管理、人员信

息管理、人员调配管理、设备厂商管理、设备信息管理、站点管理和状态监控管

理的实现； 

 第五章：根据系统的实现，对个别模块进行相关测试，其中测试的模块包括

用户登录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调配管理、设备信息管理和设备厂商管理模

块的测试。 

第六章：总结全文，并展望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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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分析 

2.1 关键技术介绍 

本系统开发集成 SSH框架的系统从职责上分为四层：表示层、业务逻辑层、

数据持久层和域模块层，以帮助开发人员在短期内搭建结构清晰、可复用性好、

维护方便的 Web应用程序。其中使用 Struts 作为系统的整体基础架构，负责 MVC

的分离，在 Struts 框架的模型部分，控制业务跳转，利用 Hibernate 框架对持

久层提供支持，Spring 做管理，管理 struts 和 hibernate。。具体做法是：用面

向对象的分析方法根据需求提出一些模型，将这些模型实现为基本的 Java对象，

然后编写基本的 DAO(Data Access Objects)接口，并给出 Hibernate 的 DAO 实

现，采用 Hibernate 架构实现的 DAO 类来实现 Java 类与数据库之间的转换和访

问，最后由 Spring 做管理，管理 struts和 hibernate
[21-28]

。 

系统的基本业务流程是： 在表示层中，首先通过 JSP页面实现交互界面，

负责传送请求(Request)和接收响应(Response)，然后 Struts 根据配置文件

(struts-config.xml)将 ActionServlet接收到的 Request委派给相应的 Action

处理。在业务层中，管理服务组件的 Spring IoC 容器负责向 Action 提供业务模

型(Model)组件和该组件的协作对象数据处理(DAO)组件完成业务逻辑，并提供事

务处理、缓冲池等容器组件以提升系统性能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而在持久层中，

则依赖于 Hibernate 的对象化映射和数据库交互，处理 DAO组件请求的数据，并

返回处理结果。 

采用上述开发模型，不仅实现了视图、控制器与模型的彻底分离，而且还实

现了业务逻辑层与持久层的分离。这样无论前端如何变化，模型层只需很少的改

动，并且数据库的变化也不会对前端有所影响，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复用性。而

且由于不同层之间耦合度小，有利于团队成员并行工作，大大提高了开发效率。 

本系统采用目前流行的 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结构，前台采用功

能强大的 MyEclipse 作客户端程序开发工具，采用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方法，吸

收和采纳国际最先进的软件工程质量管理思想，数据库采用 SQL2010 数据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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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采用 WINDOWS XP。本系统真正体现 Browser\Server精髓，采用触发器存

储过程严格保证企业业务规则和事务处理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用户界面方便快捷

信息全面易学易用。 

本软件前台采用支持组件技术平台的 MyEclipse 可视化软件作为开发平台，

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用于开发 Java, J2EE的 Eclipse插件集合[29-30]，MyEclipse的

功能非常强大，支持也十分广泛，尤其是对各种开源产品的支持十分不错。

MyEclipse 企业级工作平台（MyEclipse Enterprise Workbench ，简称

MyEclipse）是对 EclipseIDE 的扩展，利用它我们可以在数据库和 JavaEE

的开发、发布以及应用程序服务器的整合方面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它是

功能丰富的 JavaEE 集成开发环境，包括了完备的编码、调试、测试和发布

功能，完整支持 HTML,Struts,JSP, Javascript,Spring,SQL,Hibernate。

在结构上，MyEclipse 的特征可以被分为 7 类：  

  1． JavaEE 模型 

  2． WEB 开发工具 

  3． EJB 开发工具 

  4． 应用程序服务器的连接器 

  5． JavaEE 项目部署服务 

  6． 数据库服务 

  7． MyEclipse 整合帮助 

对于以上每一种功能上的类别，在 Eclipse 中都有相应的功能部件，并

通过一系列的插件来实现它们。MyEclipse 结构上的这种模块化，可以让我

们在不影响其他模块的情况下，对任一模块进行单独的扩展和升级。简单

而言，MyEclipse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 JavaEE 集成开发环境，支持代码编写、

配置、测试以及除错。 

后台采用 SQL Server 2010  Standard Edition 数据库管理。其中 SQL 

Server 2010 全面的集成、分析和报表功能使企业能够提高他们已有应用的

价值，即便这些应用是在不同的平台上，为用户提供了可用于构建典型和

创新的分析应用程序所需的各种特性、工具和功能 Standard 是适合中小型

企业的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其中 SQL Server 2010 Standard Edition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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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一起，就可以轻松开发出功能丰富、存储安全、可快速部署的数据驱

动应用程序。本系统需要完成对数据的分析、挖掘以及信息检索等功能，

因此本系统选择 SQL Server 2010 Standard Edition 作为开发后台的数据

库平台。 

2.2 功能需求 

银行自助设备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五大核心业务处理功能：人员管理、设备管

理、调配管理、监控管理和站点管理。其结构功能图如图 2.1所示，详细的功能

描述如下： 

1、人员管理 

用户管理包括信息用户管理、权限管理、人员类别管理、人员信息管理。其

中基本功能如下： 

a)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指对用户信息进行的维护管理，包括增加、删除、

修改、查询、数据导入、数据导出等； 

b) 权限管理：用户权限管理由超级用户根据用户级别设置不同的权限。用

户权限需要根据系统功能的划分来设定； 

c) 人员类别管理：是指为系统的用户分配角色，对角色的增加、删除、修

改、查询。 

d）人员信息管理：是指对人员信息进行的维护管理，包括增加、删除、修

改、查询、数据导入、数据导出等。 

2、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功能包括设备服务商、厂商和信息管理子模块。其中基本功能如下： 

a) 设备服务商管理：设备服务商信息管理指对服务商信息进行维护，包括

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等 

b) 设备厂商管理：设备厂商信息管理指对厂商信息进行维护，包括增加、

删除、修改、查询等； 

c) 设备信息：设备信息管理指对设备信息进行维护，包括增加、删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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