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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保险行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各家保险公司将主要精力关注于市场的变

化上，利润的高低成为保险公司考核各部门的重要依据。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缺

乏量化的考核指标，没有将利润指标同相关部门的利益挂钩，利润指标没有真正

的落脚点，使得职责的履行缺少刚性的约束，管理成本加大。如何建立符合保险

经营原则和信息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决策体系，用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保障公司发展

的可持续性，是摆在很多保险公司面前的一大难题。

本课题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某家保险公司的保险经营原则设计并实现一个能

够全面落地公司业务发展利润的综合管理系统。论文首先从精细化管理系统的研

究背景和意义入手，结合国内和国外对此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而说明了论文的研

究内容。其次，从系统的开发技术方面入手进行了介绍，包括 4GL 语言、

INFORMIX-4GL、INFORMIX 数据库和 Cognos 工具的使用。再次，论文从系统的需

求分析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包括指标的分类、指标的定义、指标的计算公式

的设计、指标口径的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总体设计。最后，论文着重

介绍了系统的开发及展示过程，并对系统的测试情况进行了介绍。

本论文设计和开发的精细化管理系统，通过建立丰富的利润指标，可以满足

保险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利润落地实现，对保险公司利润与考核部门利益挂钩提供

了数据的参考。

关键词：保险公司；精细化管理；4GL 语言；INFOR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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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In China,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the various insuran

ce companies pay a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market, the profit lev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assessment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insuranc

e companies. However, many insurance companies lack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criter

ions, there is no profit targets which are link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relevant depart

ments, and profit criterions have no real foothold, it results in the lack of rigidity

during work performance and costs of administration increasing. It is a major problem

for many insurance company to how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and scient

ificdecision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The main task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sign a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enables

companies to reap maximum profits and is easy to mak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based on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Firstly,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ine management system.

Secondly, the related technology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is introduced,

Such as 4GL language,Informix-4GL,Informix Database, Cognos tools, etc.Moreover,

the paper detailed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 and designed the system based o

n this analysis.Finally, the task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system and d

isplayed it in detaiand carried out the instructions of system testing.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ich profit targets to make sur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phisticated management system can meet the

demand of realization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s major business profits, as well as

provide data reference to the association of profits of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assess

ment department.

KeyWords: Insurance Company; Fine Management; 4GL Language; INFOR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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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某保险公司成功在海外上市后实行流程再造，按流程设置机构，新体制本身

并无错误，且国际上也有成功先例。但由于新旧体制的碰撞，上下不能形成共识，

所以在推行过程中阻力放大，致使流程制设计中考核制度不配套的缺陷也被放

大：

1. 根据流程制，利润是公司各单位各部门共同作业的结果，应该在其作业

与利润之间建立专有的关联指标，以考核其业绩对利润形成的贡献。但利润指标

由于共享，没有建立相应的关联指标而形同虚设。

2. 利润指标没有真正的落脚点，没有同相关部门的利益挂钩，被考核对象

的责、权、利不对等。职能部门只对作业程序的合规性和符合性负责，而不对作

业结果即对公司的利润贡献负责。由于核保核赔权限大部分集中在上级公司，基

层单位难以独立承担利润职责，而职能部门由于指标共享而没人承担。

3. 由于对各部门的作业缺乏量化的考核指标，所以职责的落实往往成为程

序的履行而非结果的实现。问责制往往是问而难责，流于形式，形成只问程序、

不问结果的局面。

4. 对各部门的作业缺少量化的考核和利益上的挂钩，使得职责的履行缺少

刚性的约束，职责往往演化为权力。内部公关成为潜规则，管理成本加大。

上述矛盾尖锐地摆在某保险公司面前，公司上层领导决定重新构建公司经营

管理模式，其主要意义是：

1. 理顺流程管理，适应公司上市后的运营模式变革。

2. 建立符合保险经营原则和信息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决策体系，锻造公司核

心竞争力，用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保障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世界上第一本与精细化管理相关著作的诞生是在 1911 年，作者是泰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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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著作名称为《科学管理原理》，被誉为管理学史上的经典。究其原因是因

为该书从科学管理的思想上、内容上和方法上被系统的提出来，也因此在泰勒之

后的反响十分的巨大，逐步的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管理体系。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企业为加强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而提出了精益生产的

概念，意在实行精益化改革。改革的措施是通过运用精益生产的理论，指导实行

的技术手段，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正是此举，使日本企业在日后的规模和效

益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奠定了基础。藉此，精益

企业和精益生产的理念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企业的精细化管理的又一次进步是出现在 1993 年，当时发表的《企业再造》

一书中有提到对企业的作业流程和不合理环节进行改造和变革，并明确指出了其

管理的思路，对那些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不合理和冗余的工作流程应进行及时的

处理，避免出现类似问题[1]。

与国内的精细化管理理论相比，国外的理论更偏向于对细节的处理上，在国

外，企业的发展基本上到了最后都是细节上的竞争，因此企业只有把细节处理好，

才可以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国内的精细化管理最早出现在 1997 年。在这之前，很多企业的管理水平还

处于传统阶段，对现代管理理论不了解。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企业迅

速的接收了国际上先进的思想，并成功引进了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将方法运

用到日常的管理中。这也标志着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在中国正式开始。

目前，精细化管理已逐步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具体表现在能够通过

各种激励手段，提升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通过搭建各种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

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因此精细化管理已逐步成为企业管理和竞争的核心[2]。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精细化管理系统的主要研究目标是：

1. 数据抽取的效率高；

2. 指标分析的范围广；

3. 数据展示的便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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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研究目标，论文将对如下内容进行重点研究：

1. 对系统所要分析的数据进行研究，归纳总结数据的来源，统一数据提取

的口径。

2. 对系统所要分析的数据进行研究，掌握数据的特点及数据范围，有针对

性的进行分析。

3. 对系统的应用范围进行研究，分析具体应用所涉及的角度和指标等要素，

对重复性指标进行提炼，提高数据的唯一性。

4. 对大数据展示进行分析，如何利用Cognos报表工具发布和生成可操作性

强的报表。

论文将结合精细化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努力达成研究目标。

1.4 论文结构安排

论文共分为 7个章节，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阐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发展现状、论文的研

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章 相关技术分析。介绍与本论文研究相关的关键技术，包括 4GL 语言、

标准 SQL 语句、Shell 脚本语言、VI 文本编辑器、Informix 数据库、Cognos 展

示工具的介绍。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对精细化管理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包括系统的数据

来源、数据范围、应用范围以及具体的维度和指标定义。

第四章 系统总体设计。对精细化管理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包括系统 ETL 框

架、系统层次化体系结构、系统应用框架。

第五章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叙述精细化管理系统的详细设计与实现，具

体包括基础 ETL 的设计与实现、展示 ETL 的设计与实现、详细的维度设计以及详

细的指标分类、指标定义和指标计算公式。

第六章 系统测试。介绍系统测试的过程，主要介绍测试的目标、测试标准

和测试环境，并详细描述了系统使用的测试用例。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对设计和实现的精细化管理系统进行总结，并对其未

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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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本章主要介绍系统在分析、设计和实现过程中所使用到的技术，包括 4GL 语

言、INFORMIX-4GL 和 Cognos 报表开发工具。

2.1 4GL 语言

第四代语言（4GL）是应管理信息系统（MIS）的管理人员和程序开发人员渴

望得到能用于快速地开发大型应用系统的应用开发工具的要求而诞生的。

从广义上说，第四代语言是一种非过程化的程序设计语言，使用这种语言，

系统开发程序员和一些非程序员的用户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满足需要的应

用系。第四代语言比第三代语言简单，而且更接近于自然语言。

第三代语言（3GL），如 COBOL、C、PASCAL、BASIC 等，属于过程化语言，它

们要求程序员为每一个应用任务写出如何完成该任务的一系列明确的过程。第四

代语言则不然，它主要要求开发人员定义出所要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任务，而不必

耗费精力去考虑完成任务的具体过程[3]。

就开发一个具有菜单操作界面的应用程序而言，当选用第三代语言时，就要

考虑显示菜单和处理用户输入数据的各个细节。具体地说，就是要指明怎样把菜

单标题和菜单选择项显示出来，怎样控制光标在菜单选择项之间的移动和定位，

怎样用诸如 IF 和 CASE 这样的条件语句根据用户输入的数据确定应该执行的操

作。

而当选用第四代语言时，设计菜单的工作就可以归结到对菜单的定义上。也

就是说，只需要说明菜单的标题是什么，菜单包含哪些选择项，以及每个菜单选

择项对应到什么样的操作。而把显示菜单和处理用户输入数据的任务留给语言的

内部过程去完成。

一个典型的第四代语言是由一些经常使用的子程序所组成的库构成的。一个

典型的第四代语言程序则是由一系列调用这些预先定义好的子程序的文本或格

式化文件构成的。所以，严格地说，第四代语言不是真正的语言，它是一个由一

系列非过程化的应用开发工具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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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语言是与应用无关的通用程序设计语言，第四代语言不同，它是专为

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开发而设计的，与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这样，第四代语言能够预言应用程序锁要完成的一些任务，从而把完成这

些任务所要执行的操作设计成内部过程，供应用程序开发者开发程序时使用。第

四代语言采用了面向对象的一些程序设计思想，把构成应用系统的一些较大的成

分作为对象来处理，使得应用程序开发者能够直接对这些对象进行操作，进而从

如何实现这些对象的烦琐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例如，一个菜单、一个屏幕格式或

一个窗口，都可以作为一个对象来看待，在第四代语言中，应用程序开发者可以

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访问，不再像在第三代语言中那样，需要一步一步地把它

们构造出来。

第四代语言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工作，适用于时间要求较高的应用程序

开发环境。第四代语言系统开发人员可以不用顾及他所工作的硬件平台的内部结

构，从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使用语言所提供的开发工具去构筑应用系统的工作

中。

和第三代语言相比，第四代语言直接控制硬件操作的功能比较弱，同时，由

于是非过程化语言，它的程序流控制功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把它用

于诸如条件判断或者循环执行某些动作的方面时，会有一定的不方便。这是第四

代语言的一个不够理想的地方。如果能把第三代语言的优点融合到第四代语言之

中，那将会得到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效果。

2.2 INFORMIX-4GL

INFORMIX-4GL 是由美国 Informix 软件公司推出的应用软件快速开发系统，

是一个优秀的第四代语言产品。

在 UNIX 市场上众多的第四代语言产品中，INFORMIX-4GL 的特点还是比较突

出的，其主要包含的内容有如下 4部分：

1. 屏幕格式：

屏幕格式是在显示数据库数据和向数据库输入数据的过程中，显示在屏幕上

的具有相对固定格式的图案。在图案上，为数据库二维表中那些要显示的或者要

输入的数据的列分配有固定的有特殊意义的区域。显示数据时，表中某列上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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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总是显示在分配给它的显示域上，输入数据时，表中某列的数据总是通过分配

给它的那个显示域输入到表中。

在 INFORMIX-4GL 屏幕格式上，不要求为一张表中的每个列都分配显示区域，

也不要求把显示区域都分配给同一张表中的列。需要说明一点，INFORMIX-4GL

数据库二维表中的数据在屏幕格式上的输入/输出操作是通过程序变量作为中间

媒介实现的。

INFORMIX-4GL 允许用户控制数据在屏幕数据上的滚动。通过数据在屏幕数

组上的滚动可以浏览二维表中满足一定条件的所有数据行。输入数据的情形与显

示数据的情形相似，利用屏幕数组和数据滚动，可以很方便地向二维表输入多行

数据。

在屏幕上发生的所有输入/输出活动，包括屏幕数组数据滚动和条件查询等，

都是由 INFORMIX-4GL 的内部过程完成的。程序开发人员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为

屏幕格式等给出如意的定义，并用几个简单的语句启动有关的输入/输出活动。

2. 菜单：

INFORMIX-4GL 为系统开发人员提供现成的菜单显示格式和控制管理机制。

菜单在屏幕上占第1和第2两个显示行。屏幕的第1行显示菜单名和菜单选择项，

最左边显示菜单名，菜单名右边显示各个菜单选择项。

当菜单选择项较多，一行显示不下时，INFORMIX-4GL 把它们分成多页进行

显示。当光标停在最右边的菜单选择项上时，按一下右方向键可显示在下一页上

的菜单选择项。当光标停在最左边的菜单选择项上时，按一下左方向键可显示在

上一页上的菜单选择项。当有下一页菜单选择项存在时，INFORMIX-4GL 在最右

边的那个菜单选择项的右方给出一个省略号。当有上一页菜单选择项存在时，

INFORMIX-4GL 在菜单名和最左边那个菜单选择项之间给出一个省略号。

在 INFORMIX-4GL 中，可以很方便地为菜单选项提供联机帮助信息。在这种

情况下，当光标停在某菜单选择项上时，用户只要按一下指定的键，便可得到有

关该菜单选择项的联机帮助信息。

3. 报表：

数据库中的二维表是数据库数据在计算机硬盘上的组织形式，用户是看不见

的。在实际应用中，经常把数据库中的数据以一定方式打印出来，以便用户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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