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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资源管理就是预测组织人力资源需求并作出人力需求计划、招聘选择人员

并进行有效组织、考核绩效支付报酬并进行有效激励、结合组织与个人需要进行

有效开发以便实现最优组织绩效的全过程。即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

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和调配，使人力、物力经常保持最佳比

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 

本文采用 Powerbuild 和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技术开发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该系统包括用户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管理、工资管理、信息查询等功能。

系统具有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等优点，可用于中小型企业的人事管理。本文详细

描述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业务流程分析和数据流程分析，以及系统总

体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详细设计和系统实现方法，达到论文研究目标。 

 

关键词： Powerbuild；人力资源管理；SQL Serv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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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the human resources demand forecast and make 

manpower planning,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personnel carries on the effective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pay remuneration and effective incentive, 

combin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needs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optimal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process. The use of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and some material combination of the human rational training, organization 

and deployment, make manpower, often remain in the best ratio,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ide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conduct proper induction, 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give 

full play to people's initiative, to give full scope to the talents, what person, personnel 

affordab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organization. 

This dissertation uses the Powerbuild and SQL Server 2005 database technology to 

develop 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system includes user management, 

department managem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wa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nquiries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afety, high 

reliability and other advantages, can be used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is dissertatio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needs analysis, business process analysis and data flow 

analysis, and the overall system design, database design,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achieve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Keywords: Powerbuil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QL Serv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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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HRMS）是指人力

资源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信息系统。一个好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既是人力

资源管理的信息处理工具，更应是规范人力资源管理的工具。如果系统只是简单

地处理信息，则只能被称为人力资源信息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从产生到现在，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代的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利用计算机自

动计算薪金。系统受到当时技术条件和需求的限制，不包括非财务信息和薪金的

历史记录，更不用说报表生成功能和薪资数据分析功能了。但是，它的出现为人

力资源的管理展示了美好的前景。第二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系统基本上解决了

第一代的主要缺陷，对非财务的人力资源信息和薪金的历史记录都予以考虑，报

表生产和数据分析功能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系统没有纳入人力资源管理

的需求和理念，因此人力资源信息不是十分系统和全面。第三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产生了质的飞跃。此时，企业竞争十分激烈，

人力资源成为企业兴衰的重要因素。计算机已经普及，数据库技术、客户/服务器

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也都有了长足发展。该阶段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开始从人力

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用集中的数据库将几乎所有与人力资源相关的数据统一管

理起来，形成集成的信息源，并且增强了报表生成功能、分析功能和信息共享。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落后于先进国家，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国

内部分企业开始将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主要进行办公打字，然后逐渐延伸为内

部人员自己编制解决方案，用于基本的人事档案管理及工资的计算与发放。进入

90 年代后，国内大部分企业都已拥有计算机，但人力资源部门的计算机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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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没有很大发展，大多是自己开发或委托小型软

件公司开发，个别的直接采用 EXCEL 进行工资计算。这个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远远落后于财务管理系统的发展。90 年代中期，国外软件厂商开始进入中国，

推广各自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同时，我国的系统开发商也注意到了这个市场，

开始研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到了 90 年代末，国外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开始

在国内被广泛接受，在经济市场化进程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企业对信息

建设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成为企业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管理

者对人力资源重视程度的提高，他们认识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并且

希望通过使用系统来规范人力资源部门的业务流程、集中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和提

高人力资源管理的透明度等。同时，国内外的许多软件厂商也注意到了人力资源

管理这个市场，纷纷开发了各自系统。国内外厂商开发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主要

有：第一，SAP。主要功能：人事管理，招聘，时间管理，薪金核算，差旅费核算，

组织管理，人事发展，培训和时间管理，人事成本规划，轮班规划。第二，EasyPayroll。

员工培训及职业发展计划管理，考勤及休假管理，薪资福利管理，Payroll 与个人

所得税计算，绩效管理，报表中心，权限控制与数据维护。第三，朗新人力资源

管理软件。机构管理，人员管理，工资管理，保险管理，考勤管理，统计报表，

决策支持，领导查询，系统维护，远程拥护和文件检索。第四，奇正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人力资源规划，人才招聘和选拔，合同管理，员工管理，培训管理，绩效

考核，社会保障，考勤管理，岗位变动管理，工资管理，集团管理。第五，施特

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人事信息管理系统，工资自动计算系统，自设报表，雇员上

税处理，统计报表和养老金，公积金等国家福利管理系统等六个系统。 

从人力资源管理内容方面比较：所有系统都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事信

息管理、薪资管理，可见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其中，部分系统又增加了机

构管理、绩效考核等内容，但每个系统都各有侧重。从系统功能方面比较：大部

分系统处于 MIS 管理的较低层次，只是进行数据的录入、存储、查询和统计等管

理工作，较少有系统涉及到决策支持功能，而集成数据挖掘技术的系统则没有一

个。可见，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仍存在完善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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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入 21世纪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的价格已经十分低廉，性能却有了长足的进

步。它已经被应用于许多领域，计算机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计算机可以代替人

工进行许多繁杂的劳动；可以节省许多资源；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可

以使敏感文档更加安全，等等。总之，计算机已经成为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得力助

手。 

现在国内外对人员管理此类系统的开发与研究也是很有实用性的，基本上能

满足各单位的自身特点，来进行人事档案、人员信息、工资管理等工作，同时，

该类系统又都在不断地深入与发展，来适用更多的单位。但人事管理系统的安全

性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开发与实践。 

信息时代的兴起令全球信息环境日新月异，各行各业无不面临巨大挑战，而

人力资源尤其处于风口浪尖。信息化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政

府机关、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人事部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随着服务型、学习型机

关整合，人事部门必须尽快采取对策，从管理理念，工作习惯等方面转变自我。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是应用计算机及其网格技术，融合科学的管理方法，辅助

人力资源管理从业人员完成信息管理和职能完善的应用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数据电子化，二是流程的电子

化，三是管理的电子化，即运用一些数学模型、信息管理模型和计算机仿真模型，

对机关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优化控制和战略分析，从而为机关管理和决策提供支

持。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强力渗透，无疑对人力资源

及其管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有利于整合管理资源，降低管理成本。

通过建立或者引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人事部门可以整合现有的管理资源，为其

他业务管理系统提供基础平台。人力资源信息包括最为完善的职工背景信息，可

以说是以所有干部职工信息作为人才库。对人力资源进行信息化管理可以方便人

事部门在进行其他管理时方便地调取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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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需要。考勤、工资发

放、员工信息管理等工作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日常性的事务，往往要持续占据人力

资源管理人员的大量时间，手工操作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错。同时，因为

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一些基础性的人力资源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显得十分繁杂，

并且收集到的信息不能有效的共享。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可使上级的有关信息和

资料直接传递到基层，有利于管理和政策的实施。另外，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有

助于上级迅速、有效地收集各种信息，加强内部沟通，加强对全系统人才资源管

理的实时监控，提高人事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 

最后，办公室的自动化也和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人力

资源管理从广义上来讲，也是属于办公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了

信息化，也可以说是办公系统实现了自动化。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主要以纸

和笔为主要工具，其效率较低，并且检索性较差。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飞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和网络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主要劳动工具，无论是

人员培训、岗位分析、招聘和录用资料的处理，还是面试、笔试、绩效评估，都

可以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完成。人力资源管理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管理，除了法律

法规、制度保障和政策指导之外，还必须有一整套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到目前为

止，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的技术主要有以下四种。 

1. 统计技术 

统计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概率、总值、均值、方差等统计指标进行数据的比较分

析。该技术适合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处理定量数据。统计技术的

典型应用是薪酬管理部分。例如，在评价工资制度的合理性时，按照职务的不同

计算相应的平均工资，然后画出散点分布图或曲线图，通过该图可以看出某些职

务工资的偏离程度，从而制定纠正措施。 

2. 计量经济学技术 

计量经济学技术是以经济理论为前提，利用数学、统计技术建立数学模型，

从而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典型应用是建立人力资源需求模

型。它可以根据企业一段时期内的产量 X（或收入）和员工数 Y 建立一元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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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Y=a+bX，说明该企业产量的变化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影响程度。当企业要求增加

产量时，可以用该模型进行预测。 

3. 调查技术 

调查就是管理者根据一定的管理目的，通过一定的程序，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相关现象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考察，为认识管理活动的规律性提供全面材料的方法。

问卷调查是人力资源管理者经常采用的方式。职务分析中常用该方法。其优点在

于速度快、分析的样本量大、内容涵盖面宽。 

4. 信息系统技术 

信息系统技术是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和工

作过程的管理。除此以外，信息系统可以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功

能包括数据处理、事务处理和决策支持。计算机的应用是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

标志，是人类脑力劳动的重要助手，并帮助人们完成以前所不能完成的工作。    

以上四种技术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

者采用的主要技术。但是，它们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现有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人力资源管理者不能回避且迫切需要解决的。    首先，由于人的

特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多为结构化数据（或称定性数据），而定量数据只占很

小比重。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者通常只进行定性分析。如人员招聘和绩效考评部

分，人力资源管理者只做出“需要什么”、“内容包括哪几方面”、“结论是什么”的说

明，并不提出原因。即使分析原因，也只是语言的描述，没有充分的数据支持。

这种偏重于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的工作方式往往容易造成偏差甚至错误，更

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充分论证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业绩。 其次，由于定量分析的

缺乏，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管理中主观因素过多。例如，在对员工进行工作绩效评

价时，往往先由管理者确定评价内容和各自的权重（或者比例），然后再根据每个

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打分或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而权重的大小主要依据管理者的

主观认知标准。如果管理者的认知全面客观，则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实际情

况，如果管理者偏袒某方面，则评价结果势必存在一定的偏差。总之，减少人力

资源管理中的主观因素十分重要，否则容易降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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