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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在国民经济中，铁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铁路企业的党建工作是企业管

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铁路企业来说，铁路具有线长、点多、人员散的特点，

造成了党员地域分布散、工作时间差异大、党组织设置呈高度分散状态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建立基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构建面向大众开放、满足个性化需求

的党建管理系统已成为现代铁路企业党建的趋势。一个设计合理、功能完善的铁

路党建管理系统，有助于铁路企业整合党建信息资源，强化组织建设，增强组织

活力和凝聚力，规避党建工作的随意性，增加党员的能动性，从而确保党建工作

的正规化和科学化建设。 

论文首先从系统目标、功能需求、性能需求、可行性这四个方面进行了需求

分析；其次，从设计原则、总体设计、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四个方面展开了系

统设计；然后，本文通过 ASP.NET 技术以及 SQL Server 数据库对系统进行了实

现；最后从四个方面对党建管理系统进行了测试。测试果表明，系统达到了设计

目标。 

 
关键词：铁路；党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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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Railw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s a key job in the railway company. For the railway company, 

it features long lines, many stations and scattered people, which lead to disperse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arties, large difference of work time, and highly 

decentralized 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par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can 

meet individual requirements by using the modern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re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ailway companies. A 

railway part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with a perfect function can b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use of the company information resource the motivation of party 

members. Meanwhile, it can improve the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of the party member, 

avoid the arbitrariness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standardization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The dissertation firstly carries out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from system goal, 

functional requiremen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and feasibility. Secondly, the system 

design is introduced from design principles, architecture design, functional design and 

database design. Thirdly, ASP.NET and MySQL database are used to realize the 

system. Lastly, system tests are done from two aspects, and test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ystem reach the design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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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信息化的概念[1]，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信息化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

地被丰富和扩展。在中国，信息化道路始于改革开放，其发展原则为：紧贴实际，

与时俱进。信息化建设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部分，还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以及改善民生的有效手段，由此可见，信息化对于增强国家实力，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改善民生都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2]。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也成为一种

重要的资产，如何有效地管理与使用数据才能够提高生产与管理效率以及改善服

务质量，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之一[3]。在这种背景下，即给党建工作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契机，同时也给其发展造成了新的难题 [4]。 

在 2014 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从全面严治党”做出了重要指示，并提

出了八个方面的具体任务要求，从而开启了党建工作的新纪元[5]。党建的全称为

党的建设，它是政党强化自身理论素养、加强队伍建设、履行自身使命、凝聚人

心，提升执行力的一项重要活动与工作[6]。在以往的党建活动以及党建课程学习

中，党组织往往采取集中培训和考试的形式，即党组织首先以培训班的形式把所

有的党员召集到指定的培训地点，接着进行集中授课，然后在培训结束后，统一

组织考试，最后，公布考试成绩，并责令成绩不合格者继续补课，直到考试通过

为止[7]。同时，在以往的党建管理中，对于上级精神传达、党组织管理、党员管

理、党费管理等，基本都以纸质形式来承载。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党建工作存

在着形式单一、效果不好、效率低下等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

[8]。 

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化逐渐地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不仅对教育、工

业、军事、农业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

与生活习惯。其中，作为信息化的重要产物的互联网具有低成本性、互动性、即

时性、海量性、全球性、多媒体性等特点，而把互联网与党建工作相结合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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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增加新的手段，还能够扩展党建工作的空间与深度[9]，因此，基于网络的党建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党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时期巩固社会意识形态的

重要手段，是增强党的凝聚力、执政力和影响力的有力保障。在此背景下，本文

展开对基于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党建管理系统的研究，以期望提高党

务工作的效率。 

在国民经济中，铁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铁路企业的党建工作是企业管

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0]。对于铁路企业来说，铁路具有线长、点多、人员散的特

点，造成了党员地域分布散、工作时间差异大、党组织设置呈高度分散状态的局

面。加之铁路企业一线生产经营任务繁重，有些工种常年在野外作业，从而使得

铁路企业党建工作具有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尤其对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的铁路段站，因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上级督促检查相对较少，党员容易产生麻痹

思想，疏于党建工作，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党建工作的推进。此外，在铁路企业中，

支部书记除了要负责党内事务以外，还兼有行政职务，参与经营运输的管理，这

样容易发生精力分配不均的问题，从而忽视了党建创新能力和意识的培养，造成

党建工作的落后[11]。 

在此背景下，建立基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构建面向大众开放、满足个性化

需求的党建管理系统已成为现代铁路企业党建的趋势。一个设计合理、功能完善

的铁路党建管理系统，有助于铁路企业整合党建信息资源，强化组织建设，增强

组织活力和凝聚力，规避党建工作的随意性，增加党员的能动性，确保党建工作

的正规化和科学化建设，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 

1.1.2 研究意义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党建工作的标准会更高，要求会更严[12]。

而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党建管理系统不仅能够有效地减轻管理人员的压力，还能够

正规化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效率与效果。同时，针对某铁路开发公司自身党建工

作的特点，通过考察调研，深入了解该公司的党建工作，所研制的党建管理系统

不仅有助于把各项党建管理工作的整合，还有助于党建互动平台的搭建。因此，

党建管理系统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党建管理系统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有： 

1、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党建管理工作的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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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党建管理系统，试图搭建一个可以覆盖党建工作的各级层

级和功能需求的业务框架和结构层次。它在借鉴体系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形

成“大党建”的格局。 

（1）党建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地管理、使用与共享资源。党建管理系统通过

信息化技术把党建工作中的各类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了管理的垂直化与扁平

化，从而更加有利于党建工作的开展。同时，党建管理系统可以轻松实现包括党

员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管理等常规工作的各项自动统计功能，实现对党员信息、

统计报表、党费缴纳等情况的实时在线查询和更新，实现工作、信息及时上报和

各党支部组织机构规范化，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管理人员的劳动强度，提升管理

水平和工作成效。 

（2）党建管理系统弥补了传统党建管理系统的不足。传统的党建管理系统

存在着总体规划缺失，技术标准不统一、业务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并且系统的可

移植性和可维护性都比较差。而本文所设计与实现的党建管理系统是立足于某铁

路开发公司的实际党建管理工作，采取统一的技术标准来进行系统实现，从而使

得系统具有较好的可维护性以及较强的可移植性。 

（3）党建管理系统提高了党建工作的成效。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党建管理系

统能够全面实现对党员信息、党内工作、党费收缴、各类文件等的统一管理，便

于党组织更好地管理党员，实现信息的双向流通，有利于党内团结以及战斗力的

提升。同时，党建管理系统具有当组织业务管理、党费管理、预备党员管理等功

能，从而有利于党务管理的透明、公开与公正。 

2、强化互联互通，促进党建管理工作创新 

互联网已逐步渗透于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信息媒介和政

治资源。各国政党、政治组织都在纷纷利用互联网并展各项工作和争夺政治资源。 

（1）促进了党建理论创新。党建管理系统不仅是集党员教育以及党务管理

和监督功能为一体的智能信息化平台，还成为了探索党建理论的新载体。党建管

理系统可以实现网上网下实时联动，及时收集网络舆情信息，直接解答普通群众

的疑问，提高普通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通过党建管理系统，党的理论工作者进

行理论研究时可以更清楚地抓住当前社会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及时地贴近实际问

题和实际情况，使理论研究更贴近群众，符合现实，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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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了党建教育宣传创新。党建管理系统有利于改进党的理论宣传形

式和手段，将传统的政治语言转化成生动的视频和图片，提供理论宣传的效果。

党建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或视频点播服

务，让更多的普通党员和干部有机会接受培训，也更自由方便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时间。 

（3）促进了党建组织活动创新。党建管理系统可以构建网络基层党支部，

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把分布在各地的党员通过网络集中起来，把单个孤

立的支部联系在一起，增强了支部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从而解决了基层党组织“边

缘化”倾向。党建管理系统可以通新的技术平台的支撑，把传统的党员活动转移

到网络上来，丰富党员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使组织活动推陈出新，活跃开放思维，

使党建工作生气盎然。 

3、体现时代需求和个性化需求，提升党建管理工作的正规化和科学化水平 

（1）符合党建发展趋势。党建工作科学化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而党建管理系统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复杂的和系统的过程，其把互联

网与党建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方法融入到党建的各个

部分，体现出了党建网络化与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提升党建管理工作的正规化和

科学化水平。 

（2）满足了个性化发展需求。在大数据时代下，“公众满意度”和“公众参与

度”已经成为衡量党建管理工作发展的重要方面，基于 Web 的党建管理系统建设

时可以充分考虑普通党员的多样化的需求，并根据党建工作特点和兴趣主动提供

必要的公共服务。党建管理系统可以以需求为导向，为普通党员量身定做个性化

的“自助服务”，满足多样化的个性需求。普通党员也可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定置

服务界面和服务内容模板，实现党建工作的科学管理和有效服务。 

从现实层面来看，本文基于某铁路开发公司党建工作的特点而开发了党建管

理系统，有助于该公司实现“大党建”的格局。该铁路开发公司负责的铁路全长

252 公里，7 个作业区、8 个中心站以及 18 个中间站分布在该铁路线上，并且该

公司有 500 名在职党员。针对这种情况，解决党员工作时间差异大、地域分散所

带来的难题，方面党建工作的开展，公司党委大力地推进党建管理系统的使用，

打造“大党建”的格局。该系统拥有组织管理、党员管理、党费管理、文档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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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功能模块，集党员管理、服务、教育、互动交流于一体，极大地促进了“大

党建”格局的形成。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 20世纪 70年代信息革命的兴起[13]以及 90年代互联网全方位的普及化，

通过互联网来加强政党建设已成为普遍现象。此时，互联网已成为民众获取各种

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了顺应这种趋势，引导民众的政治导向，西方政党不仅对政

治理念与行为方式进行了创新，还积极地探索网上党务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曾

晓。它们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建立独立的政党门户网站。政党通过本党的网站来向民众阐述自己的政

治理念、解释本党的组织架构、介绍联系方式、公布组织活动等，增加自身的“出

镜率”和“能见度”，从而使得公众与党员能够随时了解党的情况。德国社会民

主党是第一个在互联网上建立门户网站的政党。并且据相关资料显示，在美洲，

有 107 个政党建立自己的网站；在欧洲，有 262 个政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全

球，有 1300 个政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14]。 

2、推动电子党务建设。借助网络技术与信息化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

把政党活动以及各项功能搬移到网络上。比如，美国的共和党直接把党员登记表

放在网上，想入党的公民可以直接在网上填写入党登记表，完成入党手续，并在

网上缴纳党费；瑞典民主党经常举办网上见面会，使得政党的各级领导人能够与

普通党员以及支持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3、打造“网络化政党”。德国社民党通过互联网把不同地区的支部组织在一

起，构成“虚拟基层组织”。澳大利亚的工党为了能够及时地把本党信息传递给海

外党员，同时能够反馈海外党员的提案和意见，专门开设了海外网络组织。此外，

在 2008 年和 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竞选团队启动了网络竞选平台，利用 

face book、 Twitter 和 YouTube 等新媒体展开政治宣传。 

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式启动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而直到 1998 年，青

岛市所开通的政府网站成为国内首个政府网站，随后，各级政府陆续推出了自己

的政务网站，政务信息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党务信息化建设奠定了良好扎

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分别在 2002 年和 2003 年下发了文件，明确了党建信

息化建设的牵头单位和研究机关。并且在 2004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出了“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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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一平台”的发展方向[15]。来年，面向全国的党建网站“全国党建网络联盟”正

式上线。时至今日，党建管理系统正逐步地向多功能的、综合的党务平台演进。

从时间上来看，我国的党建管理系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6]： 

1、萌芽阶段。萌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众多的党建网站，占领网络阵地。

这一阶段涌现了一大批主流党建网站，更好地推动了党的思想、政策等方面的宣

传。这些主流网站并通过发布党政管理的相关公告政策等信息，传达党的方针政

策，展示组织的工作业绩，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并相互形成了有效链接。 

2、探索阶段。该阶段主要针对电子党务管理系统的研制与推广。在探索阶

段，党务管理软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出现了不少性能优良，功能完备的党务管

理软件。这些软件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党务管理的水平，推动了党风建设的创新。 

3、发展阶段。发展阶段主要是搭建基于 Web2.0 的党建管理系统，这一阶段

基于 Web2.0 的系统具有功能完备、通用性强和系统全性高的特点。人们通过党

建管理系统尝试在互联网上开展党务管理工作，这也是本文研究的课题。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结构 

党建管理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与方法实现了网上党建管理，明显地改善党建

管理的效率，推动了党建工作的信息化与规范化，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因此，论

文针对某铁路开发公司党建管理系统的需求展开分析，从而为系统设计提供参

考；同时，在系统设计时，需要确定系统所具备的功能，以及系统实现所用到的

框架、架构、数据库等计算机技术和网路技术。此外，还要对所实现的系统进行

测试，以发现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 

本文共七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首先对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了阐述，然后讨论了国内外研究

现状，最后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结构。 

第二章，相关技术介绍。首先对 WEB 实现技术进行了介绍，然后讨论了常

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最后对 B/S 架构进行了讨论。 

第三章，需求分析。首先对系统目标进行了介绍，接着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然后功能需求进行了讨论，最优进行了性能需求分析。 

第四章，系统设计。首先给出了设计原则，接着介绍了总体设计，然后设计

了系统的七个功能模块，最后对数据库进行了设计。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7 

第五章，系统实现。对硬件开发环境和软件开发环境进行了介绍，并给出了

七个功能模块的实现。 

第六章，系统测试。首先阐述了测试目的和原则，然后给出了测试方案，最

后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 

第七章，总结与展望。对论文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下步工作计划进行了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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