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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本文根据水利工程行业的招投标管理的需求对用户的需求进行了调研，重点

对招标工作管理、投标工作管理、招投标档案管理等模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设

计。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1）进行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主要是通过与水利工程行业的招投标工作

人员、管理人员进行交流，获得了招投标日常管理的工作流程、制度以及工作的

具体内容，获取了用户对招投标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及非功能性需求。 

（2）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需求分析工作，主要是整理和总结

水利工程行业招投标管理系统的最终系统需求，然后使用流程图工具进行系统的

业务需求流程分析；使用 UML 工具进行系统功能需求分析和用例分析；使用 E-R

图工具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 

（3）进行系统的设计工作，在系统需求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系统体系

架构设计、系统功能结构设计、功能模块的详细设计以及系统的后台数据库设计

工作。其中功能模块的详细设计主要使用 UML 的时序图；数据库设计主要是完

成系统表结构设计。 

（4）进行系统的实现和测试工作，实现过程中主要使用了 Web 技术和数据

库技术，基于.NET 平台使用 ASP.NET、JavaScript 和 HTML5 完成系统前台的设

计；使用 C#和 ADO.NET 接口技术完成系统的后台设计；在系统的测试工作中，

主要使用黑盒测试法进行系统的功能性验证和数据的输入输出验证。 

 

关键词：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NE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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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idding manage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dustry needs 

to the needs of users for the investigation, this dissertation focus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and design of bidding management work, tender  management work, 

bidding archives management. 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performing the project preliminary research work, mainly to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bidding staff and manager, to obtain specific contents of 

daily management work flow system and the bidding, obtaining use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bidd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system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non-functional demand. 

Secondly, performing the requirements analysis of th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early research, mainly is the final system requirements to organize and summarize of 

bidd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n use the flow chart tool to analyze the system 

needs of the business process; the use of UML tools system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alysis and use case diagram; use the E-R tool to analyze the system data. 

Thirdly, performing design work of th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 further complete the design work of the backstage database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system function structure design, function module detailed 

design and system. The timing diagram in which the detailed design of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main use of UML; database design is mainly to complete table design. 

Fourth, performing the realization of system and test work,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Web technology and database technology is mainly used to design 

the.NET platform, using ASP.NET, JavaScript and HTML5 to complete the system 

based on C# and ADO.NET interface technology; using the complete desig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system; in the test system, the main input and output validation 

function verification and data of the system using the black box testing method. 

 

Key Words：Hydraulic Engineering; Bidding Management; .NE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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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开发背景及意义 

水利工程招投标制度作为水利工程建设四项制度之一，是成熟、科学合理的

工程承发包方式，也是保证水利工程质量、合理有效控制投资的最佳办法。多年

来，水利工程实施招标投标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招投标机制、制度

建设仍在不断完善中，当前水利工程招投标实际还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1]。

目前武警水电工程部门还需要负责水利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审计评估等工作，期

间经常要处理大量的工程招投标工作,而目前的这些工作都是处于手工或者半自

动化处理方式，招投标工作周期较长，业务量一旦加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错误

和返工情况，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个工程招标过程都是人工化过程。从预算立项、项目报备、项目审批、

专家论证、公示、专家抽取、专家评标、中标通知、合同签订、验收、报表等等

各个步骤，几乎都需要工作人员以人工的方式进行完成。这样，不同部门的工作

人员需要在不同的部门（特别是在地理位置非常分散的各个部门）之间进行频繁

的完成各个业务步骤[2]。 

2、效率低下。由于几乎都是人工作业，所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讲，

工作效率非常的低。特别是对一些历史招投标数据信息的查询和检索方面，因为

大部分数据都是通过 Word、Excel 存储，查询和检索起来都非常困难，一些宝贵

的历史数据资料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3、数据的不一致性经常发生。由于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统计失误、业务

部门之间沟通错位等原因，经常导致不同业务人员或部门处的数据之间出现差

异。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高效的软件管理平台，没有一

个统一的业务数据中心。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慧城市的普及以及发改委最近公布的《电子招标投标办

法》，越来越多的工程建筑部门倾向于通过科技的手段来方便自身的评估功能和

决策功能，从而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提高工作

效率，建立一套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将会为用户提供科学、开放和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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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信息化平台，使得整个水利工程的招投标过程更加智能化、规范化和合理化[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几年，我国国内的水利工程建设遵守招投标法，出台了相应的制度来管理

招投标，相关的水利工程负责人不断的强化招投标责任意识，对招投标管理加大

了管理力度与监督力度，规范了工程建设市场招投标工作的流程，提供了一个公

平公正的招投标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水利工程承包企业的责任意识，从而

保证了工程的施工质量[4]。上述的这些工作是从基本源头上来控制水利工程招投

标的管理，避免一些不合格工程的发生。虽然目前的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已

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某些建设单位采取不正当手段省略招标工作、水利工程的虚假招投标问题、在招

投标过程中不正当竞争、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预过多、水利工程评标的标准不规范、

对工程投标资质的管理失误、水利工程招投标的制度不完善、存在监督失察等，

这些问题导致现在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的现状不容乐观。 

2014 年水利部下发了《关于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进入公共资源

交易市场的指导意见》 [5]。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电子招标投标奠定了基础，

电子招标投标能够达到传统媒介信息受地理、人员、空间分割限制的传统特性，

符合招标投标市场公开公平的特征要求，利用电子招标有望解决或遏制目前投标

领域存在的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串通投标、项目法人代表暗示操纵评标专家、

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等问题。 

近些年来美国、德国、加拿大和韩国等均在公共采购领域中成功运行和推广

了电子招标技术。2005 年起世界银行也在巴西、印尼等国家的贷款项目中引入

了电子招标模式，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些现象都说明电子招标技术在全球的应用

范围越来越广[6]。美国联邦总务署在政府采购项目中多次应用了电子化采购平

台，在该平台上对电子采购信息进行统一公示和管理，并指派专人负责发布、更

新、维护各种信息和流程，保证采购活动中所有流程的公开透明。并且保存好相

关采购人信息，方便政府监管部门随时进行检查。在电子化采购平台上进行的采

购活动均采用了统一标准的流程：供应商资格确认→供应商录入产品→采购人询

价→供应商报价→采购人确认结果。韩国电子化采购基本流程为：提交采购需求，

然后公布招标通告，接着根据各投标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自动打分，最后在线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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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合同[7]。整个过程都是在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中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的，

防止了招投标工作中过多地去人为干预。 

1.3 主要研究内容 

（1）收集水利工程项目针对招投标管理的相关资料，了解其他各个地方水

利项目招投标信息化管理的状况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分析进行水利工程招投标管

理信息系统研发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作用。  

（2）通过与项目的招投标人员、部门领导和相关员工进行招投标信息化管

理工作交流，获取他们对招投标信息化管理的最终需求，然后基于软件工程的需

求工程理论进行系统需求分析工作，将用户需求转化为软件工程需求图表、文档

等。 

（3）依据招投标信息化管理的需求分析内容，进行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信

息系统的系统总体设计工作，包括系统开发框架的选择和设计，招投标管理信息

系统所涉及的主要功能模块的设计，系统后台数据库逻辑设计和库表设计。 

（4）使用 B/S 网络模式、.NET 开发平台、C#编程语言、ASP.NET 进行水

利工程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现工作，其中使用 C#和 ADO.NET 接口技术完

成系统的后台业务逻辑和数据库操作的工作；使用 ASP.NET 网页编程语言和

JavaScript 语言完成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的前台页面设计和开发工作。 

1.4 论文章节安排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进行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这个课题开发的初衷，系统研

发的作用、意义，然后收集国内外对于招投标管理的资料，研讨目前国内对于水

利工程的招投标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章关键技术介绍，介绍进行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使用的系统平台、

开发框架、运行模式以及数据库技术等。 

第三章系统需求分析，介绍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工作，首先介绍

了系统当前的应用背景，梳理了客户对于招投标管理的目标需求和流程，然后对

系统的核心功能模块使用 UML 工具完成用例分析，最后介绍了系统对于扩展性、

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的需求。 

第四章系统设计，该章节是本文的核心章节，重点介绍了进行招投标管理信

息系统开发使用的软件系统框架，以及系统框架与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的结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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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后依据系统的框架技术进行系统各个模块及其功能的业务逻辑设计。  

第五章系统实现，该章描述的是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具体的实现工作，重点

介绍了怎样通过编程语言调用数据库接口完成数据库的管理操作，详细介绍了招

投标管理信息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界面实现和核心代码实现。 

第六章是系统测试，基于黑盒测试法进行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的测试工作，

完成测试环境的搭建、测试方案设计和测试用例的设计。 

第七章总结与展望，对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的完成、运行情况进行介绍，分

析目前系统遗留的问题、待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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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键技术介绍 

2.1 .NET 开发平台 

.NET 是 Microsoft 公司针对第三代 Internet 推出的一种设计思想，是为了在

将来.NET 取代 COM，成为 WEB 和 Windows 应该的主流开发模型。与其他框架

结构相比，.NET 的优势在于可以独立于特定的语言或平台，在一个开发项目

中，不同程序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VB.NET、VC++ .NET、C#等多种兼容语言进

行组合进行编写创建一个.NET 应用程序，不再只能使用一种特定的开发语言进

行创建.NET 应用程序[8]。.NET 平台旨在实现下列目标：  

1、提高了程序设计师的生产力，.NET 平台的.NET Framework 为程序员提

供大量易用控件，通过拖拽的方式就能够轻松、方便的完成系统软件界面的设

计。另外.NET 平台的自动交易机制、自动内存管理机制也为程序员节省了大量

时间，从而将精力投入到系统业务的实现中。 

2、高性能，.NET 平台内置的垃圾收集器可以自动的、及时的清理内容，

自动回收托管堆上不再使用的对象，该特性能够很好的提高.NET 平台下的软件

系统的运行性能，另外.NET 平台提供的 ADO.NET 接口技术能够无缝地于平台

下的编程语言集成高效地进行后台数据库连接和操作[9]。 

3、拥有强大的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 是微软公司针对.NET

平台的开发工具包，其实一个完整的开发工具集，集成了软件系统设计开发的

各个阶段的工具，如 UML 工具、界面设计工具、代码设计工具、集成开发环境

等等，大大的提高了基于.NET 平台的软件系统的开发效率。 

2.2 MVC 框架模式 

本文设计的系统使用 ASP.NET 技术进行开发，为了使系统方便后期维护与

扩展，在程序开发中使用了 MVC 框架。MVC 是模型、视图、控制器的简称，

是一种典型实用的软件设计框架的典范。从字面意思上看，这种技术是将应用程

序分离成：模型、视图和控制器三个核心部分，即将输入、处理和输出三个部分

分离开来，使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和程序代码分别执行[10]。这样使得当界面和数

据交互有改动时，就不需要改动业务逻辑；同时，当业务逻辑或业务规则改动时，

只需改动模型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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