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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信息化管理已是企业发展和壮大的必然选择，

企业人事及财务的管理方式也因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率和社

会效益，使企业人事薪资管理高效、节省资源的运行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企业人事薪资管理系统通过局域网或 Internet，使管理者和员工通过客户端在

计算机上实现对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上的管理与沟通，解放了传统人事工作

人员需要查阅和登记大量人员信息和财务信息的繁琐事务，增强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

创造了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沟通的一个平台。 

本系统基于 B/S 体系结构开发应用，使用微软 SQL Server 2000 作为后台数据库。

在功能上分为四个主要模块：用户登陆、人事信息管理和档案储存、薪资管理、内部邮

件交流。其中以人事信息与档案管理模块为分析与设计的着重点。登陆模块主要定义了

身份识别和系统提示的操作；人事信息管理和档案储存模块主要用于部门人员信息登

记、查询部门人员资料、保存模板等人员维护功能；财务管理模块主要是财务软件的辅

助功能，包括考勤记录，公积金、养老保险、工资的计算等；内部信息交流模块主要是

通知板和电子邮箱的功能。在应用开发中遵循软件工程规范，此系统具有可用性高、可

移植性强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 

 

关键词：人事薪资；管理系统；B/S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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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up development pace of modern socie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s of enterprises have undergone enormous changes. 

Efficient payroll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as well as saving operating resourc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y which greater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benefits can be achieved.  

Payroll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of enterprise uses the LAN or the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staffs and employees on personne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client on the computer. Traditional personnel staffs are freed from tedious affairs such as 

inquiring and registr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in enterprises is enhanced.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staffs and employees is create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are based on B / S architecture. This system 

takes ASP as developing tool of foreground and uses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Database as 

database server of background. It consists of four main modules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nter module, personnel information and file management module, financial management 

module and internal communication module, of which personnel information and file 

management module is the focus of analysis and design. Enter module mainly defines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operation the system prompted; personnel information and file management 

module mainly defines adding personnel information, inquiring personnel information, saving 

module and other personnel maintenance functions; financial management module mainly 

assist financial software, including calculation of attendance records, provident funds, pension 

insurance and payroll and so o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module has the main functions of 

inform board and e-mail. During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his system followed software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s and has the features of high availability and portability, will have a 

good market prospect.  

 

Keywords：Personnel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B/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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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随着 Internet 和计算机在各个企业和单位管理中应用的普及，利用计算机来实现

人事薪资的管理势在必行。计算机应用有着十分广阔的范围,运用计算机来对各单位进

行人事、薪资等各种信息的有效管理,具有手工操作和管理所无法比拟的各项优点。例

如: 信息查找便捷、检索速度快、资料存储量大、保密性能好、管理成本低、使用寿命

长等。这些优点能够极大地提升单位对人事、薪资等财务信息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也是

金融企业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条件和平台。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当我们迈入这个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2014年，计算机在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中已经无处不在，它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和我们息息相关。它是一个以网

络为核心的信息时代。关于计算机网络比较通俗的解释是：一些通过网络互相连接的计

算机的大集合。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庞大的计算机网络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因特网

（Internet）。Internet 最早开始在1960年末的美国，它在近几年快速的在全世界各个

国家和每个地方，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拥有无法替代的方便、快捷的通信功能，不受时

间、地点、空间的约束，更因为它储存着巨大的信息和网络资源。因此，因特网是指由

分布在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网络按照约定的网络规范和通讯协议，通过光纤或网线相互

联接在一起后成为目前的国际互联网络。所以说，Internet 成为使用和建立所有网络的

各种信息资源、各个单位、社会团体、各类人群的大集合
[1]
 。 

在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中,要完成大量的职工情况及财务信息的查询、更新、计算

等工作，且有很多职工直接到办公室或通过电话查询自己各方面的人事及财务信息，使

人事工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在这些常规性的查询工作上。这种管理方式存在着许多缺点和

弊端，如:效率低下、保密性能差、而且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和文件,这些缺点对于查找数

据、更新和维护数据都带来了很多困难。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及人事管理研究等工作的

深入开展。 

人事薪资管理系统成为了一个企业单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通过为用户提供充足

的信息和快捷和查询手段，建立起内部通畅快捷的网络管理系统既可以实现对外部环境

变化的迅速适应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又能够不断降低自身经营管理成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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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薪资管理系统的运用对于企业的各级管理者和最终决策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人事薪资管理系统开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企业管理人员能够随时掌握单位

部门、员工的信息资料，加强单位人员管理；使人事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管理中能有效

科学管理人事、工资及财务信息和数据，对企业中每一位部门职工人事管理的所有基本

的信息情况、每一项工资明细条款的计算、应发额、扣缴数实发额，以及每个月工资报

表的自动生成、直接打印等能够有序开展工作，可以很便捷地进行人员情况的登记、查

询和统计当前和历史数据以及更新后的数据等各种问题和不同的情况，对所需要的部门

人员信息和数据将以各种表格的方式进行直观显示和具体应用，以自动生成的报表的来

记录和直接可以进行打印，克服了以往各个金融企业人事部门存在的使用人工记录时产

生的管理、人员统计与查询较为繁琐、效率比较低等各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使人事、

薪资等财务信息管理实现计算机的管理和广泛的应用，金融企业可以使用计算机管理方

式为企业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时间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为企业未来发展、扩充和完

善部门人事薪资管理系统更多更强大的功能奠定一定的基础，将人事工作与财务工作更

好的结合起来，方便企业管理。通过采取使用本金融企业人事薪资管理系统，将使金融

企业的人事工作及部分财务工作全面实现办公系统化、规范化以及自动化，可以达到预

定的提高金融企业人事财务管理效率的目标的要求和初衷。所以，此系统开发的总体任

务是为了使金融企业人事办公使用人员可以方便、轻松和快捷地进行各项人事薪资管理

方面的任务。  

1.2 国内外发展现状 

    人事薪资管理系统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末期。由于当时计算机技

术应用已经进入到实用阶段，同时各种大型金融企业用手工来记录、计算和发放薪资既

耗费大量工作人员又经常容易出现差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代的人事薪资管理系

统从而应运而生。但是当时由于技术条件和用户需求的各种限制，使用的用户非常少，

而且当时的人事薪资系统充其量只是一种能够自动计算薪资的电子工具，它不包含非财

务方面的各种信息，也不包括薪资的用户历史信息，也基本没有报表使用及生成的功能；

随着面向各种中小型用户的关系型数据库 Foxbase、Foxpro的出现和应用，第二代人

事薪资管理系统也随之产生和使用，它开始具有统计功能，及自动生成报表的功能；

第三代人事薪资管理系统在前二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典型的有以 Visual FoxProVisual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3 

Basic 为工具开发的系统。从人事薪资管理系统的发展过程来看，原有的管理使用模式

和计算机电子信息处理的简单相加，这种可有可无的操作不被各金融企业而重视，但是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广泛的应用使金融企业日常经营和管理必须要尽快的使用计算机

和应用软件。 

在目前大中型金融企业使用的各类的管理信息系统中，基本上都涵盖和包括了部门

人员工资管理模块。有些是作为企业的财务系统管理使用的一部分功能，但这些工资管

理使用功能，在很多时候还不适应中小金融企业，它和人事信息的联系被分割开来给人

事工作人员带来不便。 

人事薪资管理系统(MIS)的使用范围应用越来越广泛和具体，它的使用范围可以依

次表现为：工作组级应用；部门级应用；企业级应用。因为国内企业发展存在的部分原

因，以工作组级应用为主，工作组级应用向部门级和企业级应用过渡阶段成为了目前现

阶段大部分国内企业 MIS 应用及发展的现状。此阶段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应用集成困难，部门间使用相对独立。存在这种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是：在金

融企业里有的部门有计算机网络系统，有的则没有；有的部门的网络使用外网，有的部

门只是使用单机操作或使用单位内部局域网；有些部门通过内部局域网可以进行信息沟

通和交流，而另一些部门比较独立，业务上相互联系的较少；各部门有的是使用个企业

的公共网络资源，有的是部门将外网和内网相互混合使用。如果企业没有采取整个联网

的方式，其各个部门会根据各自工作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开发和购买相关的部门软件进

行工作。这样各个软件的应用就比较独立，不相容，资源不能共享，会形成浪费和重复

劳动。如：金融企业的财务部门只使用针对财务管理购买的财务方面的系统软件，而人

事部门使用的是人事管理方面的人事系统软件，而业务部门使用的是数据管理系统方面

软件，各部分不相互联系，各自开发或使用各部门的软件。 

2. 数据独立：因为各部门之间应用比较独立，所以各部门单位的数据也独立，没

有共享，也不交集。财务上的系统，人事管理上的系统，业务数据上的系统等都有各单

位形成的数据库系统，分别存放在每个相关部门的计算机上，各部门的数据存储格式不

一样，各部门的数据就不能在别的系统软件中查看，存在和形成大量的冗余数据，这样

造成很多数据处理基础工作重复而且不能相互验证。 

3. 操作不方便。因为各部门使用的相对独立性，各部门从不同的开发商和场家购

买软件应用系统，软件的操作界面不统一，风格也不统一，使用户不便于操作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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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同时使用各个软件就需要学习各种软件的应用，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1.3 系统应用前景 

本人事薪资管理系统将包括人事工作中涉及的职工的历史信息和各种人事信息，方

便金融企业对人员信息的掌握和使用，通过网络和使用权限的分配，可以实现职工的随

时查询，这对人事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金融企业系统的

内部建设也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本系统采用 B/S的结构设计，可以方便用户通过客户端

和网络来访问服务器，对金融企业的众多工作人员的各类信息进行动态的管理和操作，

非常方便地进行修改、添加、删除等操作；且采用计算机技术对财务数据进行管理和使

用，具有准确、安全、简易的许多优点；此外，为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空

间和平台，增进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员工与领导层的沟通与交流，使工

作人员能够方便地获得意见及反馈，提高金融企业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

系统设置使用用户的使用权限，防止非法用户的攻击和破坏，可以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 

1.4 论文研究内容 

人事薪资管理系统建立在系统后台的 SQL数据库的基础上，用户（包括金融企业的

普通员工、系统管理员）可以方便地通过 Internet 或局域网进行单位内部信息交流和

沟通。下面以图示方式将总体思路表示如图 1.1所示。 

 

图 1.1  总体思路图   

操作系统 

人事薪资

管理系统 

用户、管

理员 

 

Internet

和 局 域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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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设计中，考虑到目前许多公司的分支性，采用 Browser/Server 结构设计本

系统，使其能够具有分布式的特点。同时，添加了单位的信息交流版块用来代替口头通

知、开会讨论等效率低的常用工作模式，用来降低金融企业的运行和管理成本。本系统

实现既可以在局域网中实现，又可以在 Internet 中实现，为金融企业的人事管理部门

提供了一套操作简单、应用广泛、扩展性较强的人事薪资管理系统软件，用以提高工作

人员管理人事方面的能力及效率，实现了单位的信息化管理。本系统具备的功能主要包

括人事资料存储查询管理、部门交流沟通管理、工资管理等功能。本系统运用了数据库

技术，可以存储大量的人员及财务信息，可以实现了薪资的自动计算，能缩短薪资计算

的时间，且又避免传统人工方式下的计算错误。总而言之，该系统在人事薪资管理方面

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功能齐全，能够大力提高公司对员工人事、薪资等财务管理方面的

效率。 

1.5 论文组织结构 

本论文在章节上分为七章。具体结构内容如下： 

第一章 绪论，本章主要介绍金融企业人事薪资管理系统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目前

国内外金融企业人事薪资管理系统发展的现状，系统应用前景和论文构想研究的内容； 

第二章 基本概念及相关技术分析，本章节介绍开发中的基本概念，是进行软件设

计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 对金融人事薪资管理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根据金融企业人事用户的实际

情况进行功能性需求分析、非功能性需求分析和业务流程需求分析； 

第四章 系统设计，本章介绍了系统设计原则和框架设计及主要功能模块分析及数

据库的设计、安全性与完整性； 

第五章 系统实现，本章主要介绍了系统运行要求、员工管理子系统、薪资管理系

统 、创建内部信息交流子系统； 

第六章，进行了系统测试，通过采用一定的测试方法，必要的测试环境，制定系统

测试方案，对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检测系统功能；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对金融人事薪资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过程进行总结，展望系

统未来的设计与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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