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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信息技术被越来越普遍地

应用于各高校的管理工作。其中，教职工的工资管理是高校信息管理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真正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教职工工资管理的智能化、网络

化，也是实现学校信息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需求之下，

设计一个实用的教职工工资管理系统无疑有着较为实际的意义。 

本课题将采用混合模式实现教职工工资管理系统的各项基本功能。从安全性

和易维护性考虑，选择了将系统管理部分做成一种 C/S 模式，利于软件的稳定运

行；同时教职工的客户端采用 B/S 模式，可以让用户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位于服

务器上的信息。 

本文首先系统地分析教职工工资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明确本课题研究的目

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然后介绍了系统用到的主要相关技术以及对系

统需求做了系统的分析。最后，根据教职工工资管理系统的需求给出了系统的总

体设计和详细设计，包括了数据库设计、功能设计和安全性设计。 

 

关键字：工资管理；混合模式；C/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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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unceasing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ity scale,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pplied more and more generally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management work. Faculty salary management is the impotent part of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truly a major event involving 

thousands of families.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network of the faculty salary management is 

also important to accomplish the 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Under such 

demand, manufacturing a practical faculty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has a more actual 

significance without doubt.  

This topic uses the mix pattern to realize the faculty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security and the easy maintenance consideration, we choose one kind of C/S pattern to 

made the system of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favored for software's steady operation; 

Simultaneously we use the B/S pattern, may let the user carried on the long-distance 

maintenance through the browser directly visit the data located at the server as well as to the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understands the faculty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It’s clear about the goal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opic 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Then, it introduces the main correlation technique which 

uses in this topic. Finally, it gives overall and the detailed design of this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the faculty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Salary Management; Mixed Model; B/S;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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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各个行

业对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正因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随之也进入了一个大众化

的时代，高校办学规模越来越大，然而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如今许多高校的教学资源

越来越紧张，很难满足当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如何提高教学资源的使用率，己成为当

前高校的一个主要课题。 

正是由于上述局面的出现，许多高校都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来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

率，一些高校还启动并加快了数字化校园建设，相继建成了校园网，搭建了数字化校园

的硬件平台。高校通过建立起数字化校园后，可以提高学校的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还

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就导致了高校的许多部门，都纷纷开发了各种各

样的信息系统，比较常见的高校信息系统有，学生的学籍管理系统、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学生选课系统等等。 

贵州师范大学校作为贵州省的重点高校也在不断加强信息化高校建设。近年来为了

加快学校师资力量的建设，贵师大首先在人才的引进方面加大了力度，新引进了许多的

年轻教师和高学历人才、而原来的管理者人数也在逐年上升。这样就给学校的人事管理

部门与财务部门，开展工作带了许多困难。虽然也给这两个部门增加了一些工作人员，

但与学校的发展步伐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目前的人

事和财务两个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非常的落后，完全是属于纯人工的一些操作。显然，

人事与财务的数据本来就非常的多，每天大家都要处理有关一些数据的计算问题，使得

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 

在传统的信息管理系统中，我们要想完成一些有关的人事与财务方面的工作，是一

件非常难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的人事与财务制度情况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这样也

会给我们在工作中带来了许多的压力。如果学校的教职工想查询有关自己个人的工资信

息，也必须到学校的人事部门与财务部门去查询的话，那就会使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这些琐碎问题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很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在我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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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以信息技术能力为重的学校里，如果还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的话，很

有可能很快就会滞后于学校其它各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开发出一套适合我校实情情况的

工资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也是势在必行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现状 

管理信息系统己经在当今社会中应用于各行各业，它主要是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

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发展的。管理信息系统从根本上讲，已成为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管

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管理信息系统的定义是随着网络技术与计算

机技术的进步在不断更新的。当前，大家普遍认为管理信息系统，是由人和计算机设备，

或者说通过运用其他信息处理办法，来组成并用于管理的系统的，该类系统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特点： 

管理信息系统的对象是信息，而信息是经过加工的数据，信息是对决策者有价值的

数据。信息的最主要特征是来源分散，数量庞大。信息可以来源于生产第一线，来源于

社会环境，来源于市场，来源于行政管理等部门。信息也具有时间性，信息的加工方式

有多种形式。 

第一，该类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多个元素来构成的。系统有两个以上要素，

各要素和整体之间，整体和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有机联系。系统由输入、处理、输出、

反馈、控制五个基本要素组成。 

第二，系统主要由信息的传递、信息的储存、信息的采集、信息的维护、信息的加

工和信息的使用五个方面组成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只要任一个地方有管理，那就必定

存在着信息，如果一旦形成了系统，也就形成了管理信息系统。使用者通过运用计算机

技术使得管理信息系统更为有效，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中，所有的管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

技术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所以我们所说的信息系统，指的就是计算机管理信息系

统。一般来说，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有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包等软件成份，其中包括计算

机、网络设备等硬件成份。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不断向前进步发展，以后

还会出现更多的内容。 

第三，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系统界面技术从 DOS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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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到 windows 窗口界面，再到今天的 Browser 浏览器界面。现在，我们使用中看到的

浏览器界面，不仅直观而且易于使用，更主要的就是基于浏览器平台的所有应用软件其

界面风格是一致的，对用户进行操作培训的要求大为下降，软件可操作性有所增强。 

1.2.2 工资管理系统的研究现状 

人事工资管理系统的开发已经是由来已久，在早期的 DBASE 系列软件盛行的时代

就已经有许多用这些技术开发的人事工资管理系统，当时开发的人事工资管理系统比较

简单，但也具备了一些基本的功能，如人员的基本信息录入、人员的工资录入、人员的

工资自动计算、工资表打印等。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普及率还很低，只有少数的大单位才

有。硬件水平也不高，多是些小型机的终端，如 8086，好点的有 80286 的机器。在 DOS

平台上，用 DBASE 系列软件开发的人事工资管理系统就装在这样机器上，由于机器的运

算速度慢，运行工资计算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当时的硬件水平制约了软件的发展，开发

人员都不得不用简化代码的数量的方法来节省使用少得可怜的存储空间，并且大伤脑筋

想方设法优化程序来提高运行速度。操作界面也比现在简陋的多，既使运行了这样的人

事工资管理系统，相关单位还大都采取了手工帐单和电脑帐并行处理的方法，效率不高，

程序维护起来也不方便。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软件和硬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一些新的数据库系统

的也纷纷出现，人事工资管理系统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功能大大增强。在人事管

理方面和工资管理方面增加了许多功能，操作界面更加美观，并且融合了多媒体技术，

计算速度也提高了许多。这时的操作系统己经是 Windows 的天下，在 Windows 下开发

的程序具有 Windows 性质的美观的操作界面和良好的人机交互性。开发人员既不用在

界面的制作上花太多的时间书写代码，也不用为内存的分配担心。在人事财务类的软件

制作上，现在较流行的方式是用 Visual BASIC 或 Delphi 做界面的开发，用 SQL Server

或 Oracle 做数据库端的开发。在这样的模式下，许多公司开发出了一些较为优秀的人事

工资管理系统产品，如用友财务及企管软件 UFERP-M，现在的版本号是 8.11，胜新通

用人事工资系统，金蝶财务软件，速力人事工资系统，天马通用人事工资管理系统，艾

特人事工资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在处理人事管理和工资计算方面各有特点，基本上可

以满足国内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工作需要。 

近年来，为适应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各高校在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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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结合教师德、能、勤、绩综合评价体系，纷纷出台了教职工业绩

津贴分配方案，从而把业绩津贴纳入了工资管理的范畴，同时实行岗位目标管理业绩律

贴。业绩津贴主要体现教职员工的工作能力高低和所负责任大小，是工资构成中的固定

部分。岗位津贴主要体现教职员工的工作责任大小和岗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是工资构

成中活的部分。在这种制度下，固定部分主要体现工作人员的水平高低，责任和贡献大

小。活的部分主要体现工作人员实际工作量的多少，且对全额拨款单位活部分和固定部

分的按一定比例实施。根据这一工资关系比例，在学校内部实行分级管理，两级分配、

一级分配权在学校；二级分配权在系、所、处等，即将工资固定部分由学院统一套改后

按职级工资，技术等级工资，普工技术工资发给教职工。活的工资按每人按一定比例发

给系、所、处各单位再根据本人每月工作情况，出勤情况进行发放，实行活工资的再分

配，这样充分发挥基层机动灵活，利益直接的特点，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通过责

任和利益的约束，使分配相对合理化。 

鉴于此类“个性化”的管理要求，我们开发设计了基于 B/S 和 C/S 混合模式的工资

管理系统。对系统安全性和交互性要求高、专业性强、数据处理量大的子系统采用 C/S

模式，而对应应用范围广、功能变动频繁、信息交互量要求相对弱的子系统则使用 B/S

模式。以 B/S 模式满足地理位置分散、通讯介质各异的应用；以 C/S 的模式样式解决

B/S 不能解决的复杂的事务处理。 

1.3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课题要求实现通用工资管理系统的各项基本功能。从安全性和易维护性考虑，选

择了将系统做成一种 C/S 模式，利于软件的稳定运行；同时采用 B/S 模式，可以让用户

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位于服务器上的试题以及对系统进行远程维护，主要工作内容如

下： 

（1）系统地分析、了解试题系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确定本系统需

要完成的主要功能。 

（2）介绍当前国内外开发 Web 应用程序用到的主要技术，如：JSP 数据库连接技

术，SQL server 数据库，B/S 模式,C/S 模式，ADO 技术，Flex 技术等。  

（3) 引入了混合的访问模式，使得系统的应用更加广泛。分析 Web 网络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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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应用模式—混合模式，采用该模式完成工资管理系统的总体设计和模块设计，

使系统完成预期设计的基本功能。 

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全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管理信息系统和工资管理系统的研究现

状做了描述；并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工作。 

第二章简要介绍了课题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技术，分别从系统架构模式、动态

网页和数据库三个方面介绍了相关技术。 

第三章根据一般工资管理系统的需求结合贵州师范大学的实际情况对课题研究系

统的需求做了分析，对系统的 C/S 和 B/S 两部分分别作了数据需求及功能需求的分析；

对开发和运行环境做了选择描述。 

第四章对系统总体设计的描述，给出了系统的体系结构模型图以及整个系统的功能

结构图。 

第五章结合需求分析和系统的总体设计思路，给出了各功能模块的设计和实现情

况，分 C/S 和 B/S 两部分介绍；同时给出了系统数据库和安全设计描述。 

第六章对论文工作以及研究课题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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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技术介绍 

2.1  系统架构模式 

2.1.1  C/S 模式 

C/S （Client/Server，客户机/服务器）模式又称 C/S 结构[1]，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逐

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架构模式，也是软件系统体系结构的一种。 

C/S 模式简单地来讲就是基于企业内部网络的应用系统的架构方式。C/S 体系结构

的关键在于将功能进行了分布，一些功能被安放在前端机（即客户机）上执行，而另一

些功能被安放到后端机（即服务器）上执行。C/S 这种将功能分布目的在于减少计算机

系统存在的各种瓶颈问题。与 B/S 模式相比，C/S 模式的应用系统最大的好处是 C/S 架

构的系统不依赖企业外网环境，即无论企业是否能够上网，都不影响系统的应用。 

虽然传统的 C/S 的系统体系结构采用的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但这里的开放只是针对

系统开发一级的开放性，然而在一些特定的应用中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都还需要

特定的一些软件作支持。C/S 架构的服务器端通常要采用高性能的 PC、工作站或小型机，

并采用大型数据库系统，如 ORACLE、SYBASE、InfORMix 或 SQL Server。而客户端

需要安装专用的客户端软件。如上所述，由于 C/S 体系结构没能提供用户真正期望的开

放环境，所以采用 C/S 结构的软件需要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开发不同版本的软件，再有

加上产品的更新换代十分快，C/S 结构已经很难适应百台电脑以上局域网用户同时使用。

而且其代价高，效率低。 

C/S 体系结构的优点就是客户端响应速度快，并且能够充分发挥客户端 PC 机

的处理能力，很多工作可以在客户端处理后再提交给服务器。 

C/S 结构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1）C/S 结构的客户端需要安装专用的客户端软件，而对客户端软件的升级和维护

工作量大，比较繁琐。首先涉及到安装的工作量，其次任何一台电脑出问题，如病毒、

硬件损坏，都需要进行安装或维护。特别是有很多分部或专卖店的情况，不是工作量的

问题，而是路程的问题。还有，系统软件升级时，每一台客户机需要重新安装，其维护

和升级成本非常高。 

（2）C/S 结构的系统只适用于局域网。而随着 Internet 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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