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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随着近几年中共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员数量的增加带来了管理工作上的

繁重和复杂。在原有人工管理无法满足现有党员管理工作需求的情况下，信息化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党员信息的高效管理带来了新的可能。通过使用信息化的技

术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人工难以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降低管理的成本，提高工

作的效率。如何对信息化的手段充分利用，从而有效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加强工作的效率，提升管理的水平，促进沟通，从而更好的完成党员管理等工作

任务，是目前党员管理发展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 

 本文通过对现有党员管理工作的需求进行分析，并结合系统实际的开发需求，

设计和实现了一套 C/S 架构的党员信息管理系统。论文首先介绍了党员信息管理

系统的开发背景，当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开发的内容和意义；针对系统的开发需求，

阐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论基础；然后，论文对党员管理的实际业务进行了需求分

析，以及系统开发所涉及的性能要求，根据这些分析，对系统的总体功能进行详

细的设计，包括对业务的流程和系统的逻辑模型以及数据库进行研究和分析；

后描述了系统的实现，给出了系统的界面展示。系统 终包含了系统管理、党员

信息管理、党费缴纳管理、奖惩管理、党员活动管理、文件管理六个主要功能模

块，这些功能模块能够帮助党组织内部的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和有效。 

 

关键词：党员信息，管理系统，C/S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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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growing rank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has made the management more 

heavy and complex.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nual management just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existing member manage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 the effici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possibl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solve some artificial 

difficultmanagementproblems, which reduces the cost of management and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It is a focal point of the work to try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means of 

inform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management such as to strengthen the efficiency of work, enhance the level of 

management,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thus better fulfill party management 

tasks. 

This article makes the needs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Communist Party member 

management,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Par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C/S. The thesis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ing background of the par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and the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stem development.The relevant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is describ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system; then, the thesisanalyzes the actual 

business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and the system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Based on these analysis, the details of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the system are designed, including the logic model business processes and 

database. The thesis finally describ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displays 

the system interfaces. The system eventually contains six major functional blocks: 

system management, Par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ues payment management, 

incentive management, Party event management, file management. These block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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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help to make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l party organization work more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Keywords:Party Memb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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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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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论 

1.1 党员信息管理的开发研究背景 

近几年，随着中共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各个镇党支部也开始了党员的扩增，

党员数量的增加使得当前的党员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繁重。随着区、

县、乡以及镇等党支部的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原先对党员信息的人工管理已经

渐渐地无法再满足新形势的需求的，信息化管理的引入势在必行。当前社会，信

息技术的持续发展，促使了信息化逐渐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各种类

型、各种方式的信息化技术被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服务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

面。它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人工难以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降低管理的成本，提

高工作的效率。如何对信息化的手段充分利用，从而有效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加强工作的效率，提升管理的水平，促进沟通，从而更好的完成党员管理

等工作任务，是目前党员管理发展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 

1.2 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现状 

信息管理系统，英文全称为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简称 IMS，是

通过计算机和其他的外围设备等构成的能够对信息进行收集、存储、传输、维护、

加工和使用的系统。这个新科学兴起于上个世纪 60 年达的美国，利用了当时开

始流行的计算机和网络通讯等技术，通过加强信息管理，调查资源，建立准确数

据，再经过数据的加工处理， 后提供给管理者，管理者首先对这些数据进行系

统计分析，通过分析的结果来对对下一步的管理计划进行决策，从而达到调高管

理水平和实际工作效率的目的。 

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也开始了大规模的信息化管理发展，相比于西方国家，

国内的发展要晚了大约 10 年到 20 年左右。在沿海地区以及一些较发达的地区，

依靠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科技优势，其信息化建设的进程相对的也比较迅速。相反

的，在西部那些比较欠发达的地区，其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比较薄弱，发展也就相

对缓慢。客观讲，国内的整体信息化建设是开始的较晚，起步和发展都比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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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由于各自需求的不同，在地域性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以及各地区自身的信

息化水平的不同，因此，很难在短期内为各个地区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信息化的

建设。国内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尤其是省市级的党组织，一方面投资购买各种计

算机硬件和软件，构建网络，另一方面又对各类党员的信息管理和办公系统进行

开发和实施，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规模的信息化建设体系了。然而，在其他

的一些地区，特别是西部偏远落后的地区，由于实际信息化建设环境的制约限制，

其党员信息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还有待提高。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党员信息化建

设还存在着整体发展水平不足、总体建设发展时间短等问题，在成熟度方面依然

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纵观目前国内关于信息化建设的研究现状，在信息利用、信息更新以及数据

的互动等方法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此外，现有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资料往往都

是单独建立的，其共享性差，很容易使该系统形成一个信息的孤岛，从而造成了

信息的更新和传输困难，难以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各地区的党组织，虽

然其整体的信息管理是处在统一的标准下，但是由于地域、历史等一些客观原因，

以及组织、行政机构内容的差别，所以很难形成一套通用的、可以完全满足所有

的需求的解决方案，这也给数据的互动带来了困难。大部分的党员信息管理系统，

其利用程度多数只是提留在了日常业务的办理上，还未对数据的采集、统计、分

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应用，在这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系统的扩展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应该充分利用党政

机关内部的信息网络，实现党员信息的集中管理、信息分享以及分散操作等，让

传统的党员管理工作从人工处理向数字化、智能化、综合化、无纸化的方向发展，

并为进一步的系统功能完善打下良好基础[3]。 

1.3 系统研究开发的内容和意义 

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究是为了解决党务人员在实际的党员管理工作

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通过对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充分利用，有效采用信息化的

手段，提升整体的管理效率，是党务相关管理的工作更加地高效和有质量，从而

促进完善党组织建设的工作。 

党员信息管理系统是目前各级党委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个简洁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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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齐全的党员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有效地降低党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减轻工作

负担，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根据党员信息管理实际工作中的需要，利用相关的计算机开发技术、网络技

术以及数据库开发技术等对其进行系统建设。需要为党员管理中涉及到的信息建

立一个信息数据库，并提供给党务工作人员查询、修改、录入、统计和管理等操

作。所有与党员相关的管理操作都是围绕这个信息库而展开的包括对党员信息的

记录，工作的记录，关系调动的记录等。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目的就是为了

对这些信息记录进行数字化及自动化的管理实现。系统需要实现对党员身份和活

动的记录管理，要求实现电子化办公、无纸化办公，真正地为党员管理提供一个

有效的电子平台，以减轻党务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系统需要能提供查询检索、

统计分析等功能，此外还必须能对系统自身的用户权限进行管理，在技术的层面

保证信息的安全控制。 

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设计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 信息的维护 

对党员相关信息的的操作（管理以及维护），包括信息的录入、修改、查

询等功能。这些信息既包括了党员的身份信息，也包含了他们在工作调

度，组织关系流动等方面的信息。系统需要能够实现对这些所有的信息

的登记，识别和有效利用。 

2. 组织关系的管理 

组织关系的流动转接是党员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员数量的增加，

入党积极分子的增多，使得每年的党务工作上都会有频度较高的党员组

织关系转接，在传统的办理过程中会有纸质文档过多的问题，信息的维

护也变的比较麻烦或难以维护，因此，通过电子化的组织关系管理能够

有效地提高这方面工作的执行效率和可靠性。 

3. 信息的发布 

信息的实时发布、及时发布在党员信息化管理的整体工作流程中是及其

重要的一项内容。党内部的会议、组织的活动往往需要及时地发布到各

个党员或党支部手里，同时还需要统计具体参加活动的人员数量等；此

外，在一些集体活动中没能完成任务的党员也需要对其进行及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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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如党费的缴纳等。信息的发布可以有多种渠道，可以是在公告栏

上的新闻发布，也可以是对一部分固定群体的一对一通知发送。 

4. 数据的统计分析 

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分析有利于上级的决策支持。系统需要提供数据的统

计功能，对党务人员录入的数据信息进行自动的统计，并形成图表结果

等。对一些工作，如明主评议等将会非常有效。 

 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开发，能够有效提高党务工作的效率，结合各级党

政机关的实际，通过信息化管理的手段促进党建的工作，信息化与实践工作相结

合，为党和国家输送优秀的党员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研水平，对党和国

建的发展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1.4 论文结构 

本论主要分为六章。 

第一章讲述了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研究开发的背景、现状以及它的主要概念内

容以及研究开发的意义。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开发党员信息管理系统所需要使用到各类技术。 

第三章给出了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包括了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

需求。 

第四章主要阐述了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详细设计过程，包括总体框架结构的

介绍，各个功能模块的详细设计和数据库的设计等。 

第五章对系统的实现过程做了图文的介绍，给出了实现的具体过程以及代码

展示。 

第六章是总结和展望。总结当前已经完成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对后续的开

发工作给出了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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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相关技术介绍 

本章介绍了本系统使用到的及时，系统总体结构使用了 C/S 结构，客户端的

编写采用 Qt 技术进行编写。服务器使用 C++语言编写后台的功能逻辑，系统数

据库采用关系数据库系统 MySQL。 

2.1 C/S 结构 

C/S 分别指代 Client 端和 Server 端，顾名思义，也就是客户和服务器结构。

通过 C/S 结构，在客户端只需要简单的逻辑处理和界面响应操作，保证了 Client

端的执行效率。Server 端的独立有助于数据的安全性。 

本论文所描述的系统中，所采用的 C/S 结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C/S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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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的Server和Client分别有自己的处理任务，两者之间通过网络连接通信。

数据库的使用和管理在 Server 端中完成，在 Client 端只需要提供给用户数据输入

的界面（或接口），然后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用固定的形式对处理后的

数据进行表示并发送给服务器（Server）端。客户端（Client）和服务器端（Server）

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一般 Server 端部署在一个或多个固定的计算机上，用户在

自己或则某个独立的电脑上按照客户端（Client）并通过客户端（Client）对服务

器端发出请求。服务端在接收到请求后经过相应的处理， 后把结果反馈到客户

端，供用户查看。C/S 结构主要有以下优缺点： 

（1）应用程序端运行数据负荷较轻，响应快，客户运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

程序分开处理，当客户运用程序接受用户的操作请求后，再向数据服务程序发送

数据库操作命令，之后操作都在后台进行， 后返回数据到客户运行程序端，应

用服务器。 

（2）数据的存储管理功能透明，前台程序不能直接地操作后台数据库，后

台数据库封装了自己的操作逻辑，规避前台的一些误操作和非法操作。后台数据

库对于前台来说是透明的，前台不用去关心。 

（3）每个客户端都需要独立的安装，现有使用的系统比较多，在开发过程

中要考虑不同系统的兼容性，或者直接针对不同的平台编译不同的版本。 

与 B/S 系统对比，C/S 系统存在的问题确实较多，但是对于内部使用的系统

平台，并不存在大量访问的情况，从数据安全角度来说，内部系统一般优先选择

C/S 系统。 

2.2 Qt框架 

Qt 是一个提供给用户进行图形界面开发的架构，它主要与 C++进行结合应

用，可以在多种平台（操作系统）上进行引用，主要应用于开发 GUI 程序、控

制台工具和服务器等。Qt 具有自己独立定义的特殊代码，具有自定义的宏，易

于扩展，可以通过拖拉组件进行界面的编译。Qt 给程序界面的开发人员提供了

相当友好的图形编辑界面，而且很容易扩展，允许用户对其所有的组件进行编程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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