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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物资管理工作是企业进行正常运转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其进行科学

化的管理是保障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的最为基础的前提条件。由于物资管理工作本

身的复杂性，企业的物资管理部门都希望使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对物资的整个流程

状态进行实时掌握，从而提高物资的利用效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本文首先对课题产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对物资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随后，对物

资管理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和可行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物资管理系统的建

设目标、业务需求和非功能需求进行了描述。在完成需求分析后，提出了物资管

理系统的设计目标和原则，对物资管理系统的出入库管理、库存管理、账页管理、

采购业务管理、低值易耗管理以及系统维护管理等模块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对数

据库的表结构和概念结构进行了设计。最后，对运用 JAVA 技术、SQL Server 2010

数据库技术完成物资管理系统的实现，通过系统页面、代码和顺序图阐述了系统

的实现。同时对测试过程和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本物资管理系统已经进行了 2 个月的试运行，从运行的效果来看，系统对提

高单位的物资管理水平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物资管理；JAVA；SQL Serv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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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Materials manage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enterprise. Carrying on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materials is most basic prerequisite 

for guarante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itself, the materials management department wants to use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control the whole flow status of materials. It can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of material and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The dissertation expounds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subject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 exists in material management work. On these bases it propose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dissertation. Then it investigates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system. It analyze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goal, business requirement and non-function requirement. After completes 

requirement analysis, it proposes the design goal and principle of system design. It 

designs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access storage management, inventory management, 

leger-paper management, purchase business management, low-value consumption 

goods management and system maintenance detailed. It designs the database 

conception structure and database table structure. Finally, it utilizes JAVA technology, 

SQL Server 2010 database technology comple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Through the interface, codes and sequence diagram, it expoun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It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e system testing procedure and results.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run 2 months. From the effect of 

running, the system improves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manager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Material Management; JAVA; SQL Serv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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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使用信息化技术改变生活方式和

工作方式已逐渐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各种应用信息化技术改进工作方式、工作

方法的案例层出不穷[1]。在现代企业中，对物资管理工作进行信息化的管理是提

升企业形象、管理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本文在通过对物资管理部门的走访后，发现物资管理部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如下： 

1、现有的物资管理系统属于单机版的管理系统，该物资管理系统是从网上

免费下载的同时使用的次数有限，其功能也不符合单位的物资管理现状。物资管

理部门只是使用它来对物资的信息进行录入。 

2、虽然制定了一些物资管理工作条例，同时这些条例也都被公布在单位的

通知公告栏下，但是并没有在实际的物资管理工作中发挥太大的作用。 

3、没有制定长远的采购计划，每年的物资采购计划都是由各个部门统一上

报到物资管理部门，然后物资管理部门根据这些上报的计划进行采购，在物资采

购中存在着盲目采购的情况。 

4、库存管理不科学，库房中存放了大量的物资，有些物资甚至达到了报废

年限，却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5、缺乏专业的物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学历、知识结构层次不齐，有些

人对计算机的基本操作能力有限，对信息技术领悟的较为缓慢。这些都会阻碍发

展物资管理信息化工作的进程。 

课题的成功完成，对于提高物资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加速物资的流通能够

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2 课题研究现状 

物资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资料，在人们对生产、生活方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2]。国外对物资的管理最初是使用了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后来逐渐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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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早期的物资管理工作也是主要采用手工的管理方式对物

资进行管理，到了上个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使得国外这些经

济发达的国家的物资管理工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经过将近 50 多年的发

展，国外信息技术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物资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物资管理系统的

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以及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地方[4]。 

在国外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通常都建立了良好的信息化环境，运用信息化

技术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家的共识[5]。此外，这些国家具

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以及完善的供应链网络和先进的物资管理手段，这些都为物资

管理工作朝着更深层次的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6]。在物资管理软件的推

广反面，日本广泛的推行 JIT，而美国则大力推广 ERP,、SCM 系统[7]。 

国内的大型企的物资管理工作，总体上讲和这些发达国家对比而言是有着一

定的差距。实际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 

1、很多的企业还不能适应快速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物资管理工作中思想

保守，管理理念落后，这些不足已经成为企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8]。 

2、在物资管理的理论方面研究还不够，以物资管理工作为重点的研究理论、

方法很少，在高校中也没有专门设置物资管理课程[9]。 

3、没有健全的物理管理制度和体制，也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手段。在一

些国有企业中，存在着内物质账户混乱、库存过剩的现象[10]。 

4、在大中型的企业中，使用物资管理软件进行物资管理的企业的数量较少。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在 2014 年对国内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现状进行了一次调查，

从调查的内容来看，国内的大中型企业使用物资管理软件不超过 40%[11]。 

国内和国外的在物资管理工作中存在差异为： 

1、重视程度不同 

国发的企业非常重视物资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大物资管理工作当做是产

生经济效益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国内，还没有把物资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摆在重要

议程上来[12]。 

2、理论研究和应用 

国外非常重视对物资管理工作的理论研究，可以对物资管理工作进行理论上

的指导[13]。如 ABC 分类法、采购经济批量法等，而国内在物资管理理论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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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报道却很少。即使有些关于物资管理的理论研究，也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和宏

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细节性的研究报道很少[14]。 

3、管理水平 

国外在物资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的运用程度上非常高，如 ERP、SCM 软件

在企业的物资管理工作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而国内大多数的企业在物资管理工

作中的信息化投入力度还不够，在加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整体在物资管理水平

上相对落后[15]。 

4、环境差异 

国内在物流环境、信息环境、信用环境、标准建设等方面和国外还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逐步解决[16]。 

1.3 主要研究内容 

本课题开始于 2015 年 1 月，在领导的关心下，成立了物资管理系统开发小

组。小组成员都是由熟悉物资管理工作和具有一定计算机运用能力的人员构成。

通过长达 3 个月的调研，确定了物资管理系统的设计目标和任务。本文的主要研

究内容如下： 

1、需求分析 

通过查阅文献、面谈、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物业管理部门的业务流程作了详细

的分析，整理出物资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绘制了业务流程图以及用例图，对物

资管理系统进行了非功能方面的分析。 

2、系统设计 

在获取了用户的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对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式的具体功能进行

了设计，对实体类、数据处理类、业务逻辑类、控制类进行了设计，在完成了类

的设计后，对其的概念结构和数据库的表结构进行了设计。 

3、系统实现 

结合代码和系统界面，对运用 JAVA 技术、SQL Server 2010 数据库技术，完

成物资管理系统的实现过程进行了描述。 

4、系统测试 

运用黑盒的测试方法，完成了物资管理系统的设计过程，对测试结论做出了

相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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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结构安排 

论文的主要结构安排如下： 

第 1 章 绪论。对课题产生的背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对课题的研究现状进

行了分析和对比，对其主体内容作了概述。 

第 2 章 系统需求分析。对物资管理系统进行了总体上的分析，在此基础上

完成了业务需求和功能需求。 

第 3 章 总体设计。对系统的设计目标和体系结构、各个功能模块、类图、

数据库做了设计。 

第 4 章 详细设计与实现。简单介绍了物资管理系统的开发环境和框架配置，

重点对其各个功能模块的实现过程做了介绍，具体包含出入库管理、库存管理、

账页管理、采购业务管理、低值易耗管理以及系统维护管理等模块等。 

第 5 章 系统测试。对测试方法、测试计划进行了简单的介绍，重点对功能

性测试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描述。 

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对课题产生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对完成课题期间所做

工作做了介绍，对课题未来要做的工作做了展望。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5 

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在开展软件开发中，需求分析是第一个主要步骤，在这个阶段重点要掌握用

户的业务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功能需求分析以及非功能需求分析

展开。 

2.1 总体需求 

某单位各个部门对本院物资管理的现状都不满意，各个部分纷纷提出需要采

用先进的信息系统管理，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要。 

1、单位规模以及业务不断的扩大，给各个部门和物资管理部门带来了很多

的问题。 

2、原有的物资管理流程过于复杂，工作效率低下。减少物资领取、发放流

程，减轻各个部门的工作压力。 

3、物资数据混乱，为单位提供清楚的物资入库出库的数据，掌握单位各类

物资的实际数据。 

4、为单位的采购提供数据支持，保证单位所需物资不会出现短缺的现象。 

5、提供工作效率，提供各个部门工作质量，提升单位对外的形象。 

6、提升本单位与其他同行业单位的竞争力。 

2.2 业务需求 

2.2.1 人员结构与职责 

本系统预定对单位所有的物资进行统一管理，其会涉及到单位的各个部门，

各个部门需要设置一个专门的物资管理人员，负责上报本部门需要的物资、领取

物资等事务。物资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专门物资的出入库和物资信息数据的管理和

盘点。信息管理办有专门的人员对系统进行维护管理。 

1、部门物资管理员 

（1）对本部门的物资进行入库和出库请求，将本部门的物资提交至系统进

行统一的管理； 

（2）各个部门对物资进行申请领用，领用的物资存在问题时进行退货处理； 

（3）各个部门领用物资后，存在不能使用完的情况，可以将剩余的物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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