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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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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团公司通常是多业态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经营业务包括大宗商品批发

贸易、商业连锁经营、商业地产、现代物流、资源再生等。我国企业集团的形成

是在企业不成熟、市场不健全、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从企业的横向联

合开始。大多数集团效益欠佳，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多种业态经营的集团公司

的管理和协同办公变得尤为重要。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多业态经营公司的电子政务规划，具体阐述了综

合性集团公司协同办公服务系统的分析、研究和实现，并对系统实现过程中所采

用的方法与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协同办公系统的研发基于 J2EE 架构，主要包

括用户登录模块、个人事务管理模块、上下级事务管理模块、公共信息管理模块

等。 

协同办公服务系统采用 SSH 架构分层开发规划接口，便于模块复用和系统

扩展以及团队协作开发。系统采用常用的 JAVA 语言，形成 B/S 结构。协同办公

系统的开发使得整个集团公司各个子公司和部门保证信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网

络的优势，提供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支持，提高工作效率，为各级下属单位、

部门决策提供高效和快捷服务。. 

关键词：J2EE； B/S 结构；协同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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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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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p is a large integrated enterprise with multiple-formats operation, it’s busines

s including commodity wholesale trade, commercial chain busines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odern logistics, recycling and so on.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 groups starte

d from lateral joint ventures while  enterprise is not mature, the market does not impro

ve, government functions is not completely transform. Most of the group’s efficiency i

s poor, development is uneven. Therefore, the multiple-formats operation company's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office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based on multi-format operation company's e-government 

plan,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addressed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company cooperat

ive office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metho

d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the process. Cooperative office system based on J2EE archit

ecture, including user login module, personal affairs management module, the lower tr

ansaction management module, publ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ule. 

Cooperative office service system using SSH tiered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plan

ning interfaces for reuse and system expansion modules and teamwork development. 

The system uses JAVA language commonly used to form a B / S structure. Developing

 cooperative office system makes the whole group various subsidiaries and divisions t

o ensur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tw

ork, providing digital, networked information support,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subor

dinate units at all levels, departments, and efficient and speedy decision-making servic

es. . 

Keywords: J2EE; B / S structure; Cooperative offic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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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背景 

目前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以电子政务为代表的办公室事务电子化、自动化

越来越普及。软件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应用中，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办公的方式，

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其中协同办公类软件在近些年广泛应用到政

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日常事务管理中，给单位带来巨大的价值。我国协同软件发展

非常迅速，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办公效率。     

协同办公系统将这些流程进行无纸化、网络化和电子化处理，可以有效地简

化流转过程，规范了每个环节处理的职责与标准，更加强了过程监督和控制管理

等作用，使得流程更加高效和科学。在我国协同办公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协同办

公系统的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很多问题，比如说水平低、投资大、

重复建设多、效果不明显、软件投入少、硬件投入多、模拟手工作业增加了管理

的负担等。 

1.2 国内外协同办公应用现状 

从上世纪未协同办公出现,到协同办公的高级形态协同商务概念出现至今,协

同办公已经经历了从概念化到产品化、应用化的发展历程[1-3]位于美国德克萨斯

州的 Business Integration Journal 一直致力于业务流程与其所依赖的底层技术的

研究[4-6]。IBM 作为协同市场的领军人物,其产品 LotusDomino/Notes 一直占据协

同市场的主要份额，其将模块化的协作构件嵌入到应用的每一个领域,更是在协

作技术方面带来了又一次革命[7-10]。微软的 MS Exchange Server 一直是 IBM 

LotuS的主要竞争对手,其收购的协同办公软件和服务提供商Groove Networks 表

明微软将协同办公产品软件和解决方案纳入到 office 产品线，再一次表明了协同

办公在新世纪软件产品中极其重要的特性[11-14]。 

我国的办公自动化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步，产品种类

日趋繁多，其应用领域几乎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15,16]。国内开发协同办

公系统或者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厂商自 21 世纪初就开始起步发展，应用于各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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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办公自动化软件渐渐多了起来。办公自动化发展的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

在世界上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所以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在办公自动化的研究和

发展上基本上保持同步。由最初的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存储，排版和输出工作，

以及用计算机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和财务状况进行管理，现在，又进入了信息处理，

业务流程、业务分析、领导决策等一体化的系统。在目前市场中，开发商水平参

差不齐，软件质量也各有高低，从而导致协同办公系统与其他系统的集成工作比

较难做，另外很多售后服务不到位[17]。 

自动化办公的灵魂是软件，而硬件只能是实现自动化办公的有效保障之一。

数字化办公最明显的特征是开放和授权，通过授权确保信息的分层和安全使用，

使得数字化办公系统有了启用的前提，将信息的共享成为现实。 

在 20 年代末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企业不成熟并且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

我国企业集团开始形成的。因此大多数集团效益欠佳，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多

种业态经营的集团公司的管理和协同办公变得尤为重要。基于企业业务规模和员

工数量之大，使用自动办公软件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1.3 课题意义 

办公管理就是对信息的处理，在传统的办公中，管理方法大都处于手工或者

半手工阶段，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面对面的商讨和交流，才能在某项

事务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办公过程中更多的涉及到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问题而不是事务本身。因此尽快通过信息技术来辅助日常工作，将办

事流程更加规范化、网络化，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这就是当

今流行的/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本系统的实现旨在帮助综合性业务集团搭建一个便利的办公平台，让领导与

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该系统实现交流和沟通，使得工作开展更为便利和高效，并且

能够促进企业管理的规范化[18-19]。系统设计和实现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点目标开展

的： 

1、实现远程办公和移动办公，何地何时都可以处理工作事务。由于网络的存在

能够更方便快捷地掌握各项工作的进展状况，即使遇到突发状况也能及时地处

理。 

2、实现各单位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工作流程处理的自动化，无需当面汇报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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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任务，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时间成本。 

3、有效地监管工作人员的进展状况，相比于传统的工作进度检查和督促来说使

用网络使得监督工作更加方便了，只有完成任务才能在系统中看到状态的更改，

这样便于上层管理人员全面地掌控各单位各员工的工作办理状态，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能够减少办公差错。 

4、明确职责。由于职能网络化每个细节任务都可以责任到人，并且各岗位的职

责与权限明确，人员都不能越权违规处理工作。 

5、方便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交流，系统集成短信、邮件、即时消息等多种交互途

径，不会再因为信息沟通不畅而给工作带来麻烦。 

1.4 论文组织结构 

      对多业态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管理系统，基本办公需求，多业态业务协

同需求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系统的安全性原则、标准化原则、开放和可维护

原则出发制订了系统的设计方案。通过设计测试完成了功能性安装测试过程，达

到了预期目的。 

本文共分六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内容简要描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以多业态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管理要求为基础，提出

开发此系统的需求，并介绍了办公自动化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项目基本情况，

并对本文的论文组织结构作了简短的说明。 

第二章：系统相关技术介绍。在这个章节详细介绍了 J2EE、MVC 模型、

Struts+Spring+Hibernate 和数据库。 

第三章：系统需求分析。对系统的办公系统需求以及多业态业务协同需求进

行了介绍和分析。详细介绍了系统在用户管理、办公事务管理、公共信息管理、

辅助办公管理等方面的需求。 

第四章：系统设计。从系统的安全性、标准化等方面出发对系统设计进行了

介绍。介绍了业务逻辑设计和数据库设计，大概介绍了几张数据表的设计。 

第五章：系统实现。首先描述了数据库方面的配置，然后详细展示了系统业

务逻辑处理的页面实现。 

第六章：系统测试。简述了系统的测试环境，介绍了一些重要的测试用例以

及测试结果的分析和系统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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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与展望，总结本文所做工作，指出系统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

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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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目前在协助办公室事务管理方面有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协同办公系统等，办公

自动化系统和协同办公系统的功能是很相似的，但两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

来阐述一下两者的异同。 

 协同软件(Collaboration Software)的功能集中在工作流管理和项目管理等方

面，是为了更好地协助团队合作、提高工作效率而开发的一种办公软件。可以认

为：工作流管理等协同平台，电子邮件等协同工具，组成了协同软件。办公自动

化系统指的是将计算机和办公相结合的办公方式，包括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狭

义上的 OA 指的是像公文管理等的应用软件，广义上的 OA 除此之外将与办公相

关的软硬件产品都纳入其中，像打印机、复印机等硬件和文档编辑软件等都属于

OA 范围。因此可以看出协同办公软件和 OA 在定义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两

者都是服务于团队协作，目的是相同的。 

 在设计该系统使用 JAVA 语言，用到的技术是 J2EE 开发模型，并在其基础

上探讨了 MVC 模式，分析了系统功能和模块结构，设计了基于 J2EE 的协同

办公系统。在本章中将简要介绍下系统开发使用的技术。 

2.1 J2EE 框架 

J2EE 是 Java 语言开发平台的企业级版本，J2EE 框架由 Sun 公司开发,包括

一系列的技术规范说明和应用指南[20,21],这些技术规范说明及应用指南是需要这

些使用框架进行开发各种系统的开发人员所必须要了解和熟练掌握的。J2EE 框

架开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以往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统一应用软件在不同的操作系

统平台之间无法兼容进行跨平台使用的问题。本框架采用的是分布式的模型,在

设计中很好的体现出了多层结构设计的思想。本框架可以按照逻辑功能的不同划

分为几种不同类型的组件。这些不同类型的组件可以分别运行在不同的机器

上,J2EE 拥有典型的四层结构,图 2-1 是 J2EE 的四层体系结构。J2EE 平台为用户

定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件，同时标准化组件能够为 Web 应用程序提供比较完

整可靠的服务。J2EE 开发平台是集应用服务、应用程序接口、和应用协议为一

体的平台，同时 J2EE 开发平台也提供了对基于 Web 多层架构开发设计应用程序

的支持。J2EE 技术保证了系统的易维护性、高效性、以及可重用性。基于 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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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优势，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 J2EE 开发平台作为开发平台，J2EE 技术具有

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2]： 

1、高效的开发效率：采用 J2EE 技术所设计实现应用程序都具有较高的开

发效率，J2EE 技术的高效开发效率来源于 J2EE 技术的中间件技术，J2EE 技术

将经常使用的任务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任务都交给中间件来处理，这样极大地

降低了开发人员的工作强度，保证软件开发人员有足够的精力去设计程序，降低

了应用软件的开发周期， 

2、较强的可伸缩性:随着 Web 技术的飞速发展，用户对应用系统的要求也就

变得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在设计应用程序时，要充分考虑应用系统的伸缩性，以

便能够满足用户不断更新的新需求，这样要求程序设计开发者所选择的开发平台

具有较强的伸缩性，面对软件开发过程的这些新需求，J2EE 技术应用而生。采

用 J2EE 技术设计的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如常见的 UNI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上应用，J2EE 技术不仅仅为用户提供了较大的伸缩性能，同时

为用户也提供了负载平衡策略，负载平衡策略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使用应用系统

的瓶颈，J2EE 技术允许同时集成部署到多台服务器上，这就实现了系统的高伸

缩性。  

3、良好的重用性:良好的重用性是 J2EE 技术的关键，良好的重用性降低了

系统设计的复杂度，在 EJB 模型中，所有的应用程序中的组件都是相互分离的，

可以从相互分离的组件之间重组出应用程序，使得系统具有较好的重用性。 

4、易于维护特性: J2EE 技术具有较强的可维护性能，J2EE 技术以组件技术

为基础，这样能够极大地降低应用程序的维护。在 EJB 模型中，所有的应用程

序中的组件都是相互分离的，所以在系统的维护和更新过程中，无需对整个应用

程序进行维护和更新，只需要对相应的组件进行更新和维护即可。 

5、支持异构环境：中间件技术为用户提供了支持异构环境功能，该功能对

应用程序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采用 J2EE 技术谁开发的应用程序并不依赖于任

何一种的操作系统、中间件、以及硬件环境，使用 J2EE 技术为平台开发设计的

程序只需要在各种开发平台上开发一次，就能够实现在各种应用平台上的部署。

如图 2.1 所示表明了 J2EE 的四层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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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J2EE 四层体系结构 

 

2.2 MVC 设计模式 

MVC 是一个设计模式，其中 M、V、C 分别表示模型(Model)、视图(View)

和控制器(Controller)，它实现了业务逻辑、数据和界面显示的分离。这三个部

分相互分离，但有彼此联系，相比较而言，模型中的处理任务量最大，但是在

实际的编程中，这样也有好处，一个模型可以被多个视图重用，这就可以大大

减少代码量，避免了重复代码的不必要编写。 

视图就是用户在需要时与计算机进行相互交互时看到的界面。对于网站来

说，视图就是用户看到的网页，这些网页呈现出来的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它本

身的属性可能是不同的，有可能是 html 格式的，也有可能是 jsp 格式的，甚至

还有可能是属于某个开发框架专用的格式。在 MVC 的视图处理中，只处理在

视图上进行的数据的采集和用户的请求，不会在该模块进行业务逻辑的处理。

业务逻辑交给模型处理，视图只接受来自模型的数据并在页面显示，以及将页

面输入的数据和请求传递给其他两个模块。 

模型主要负责业务流程的处理，模型的工作对于其他两层来说是黑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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