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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的监督机关，是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的职能机关，是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机关，是对党员进行党风党纪教育的机关。在信息技术

及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界大背景以及国内反腐新形势下，积极并充分利

用信息化手段促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有效推进，是必需和迫切的。某区纪委从实际

工作需要出发，以纪检监察工作高效化和信息化建设高度化为目标，提出了该区

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本文首先阐述了某区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综合国

内外研究现状，确定了本研究的研究内容，介绍了系统开发方法与相关技术。其

次，运用面向对象开发方法，结合 UML 建模技术，分别从业务需求、功能需求、

数据需求、非功能需求与环境需求角度对系统进行了需求分析，给出了系统主要

业务流程活动图、功能用例图和数据缩略图。再次，从总体设计、功能模块设计、

数据库设计角度对系统进行了系统设计，并给出了系统模块设计的功能包图、类

图、顺序图和活动图，对设计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对本研究的研究内容

进行了总结，提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进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纪检监察；面向对象；UML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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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organs is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within the party, is 

to assist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ty style construction authorities,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to protect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is to educate Party 

members Conduct and Discipline organ.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situation, actively and fully promote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s to promote discipline inspection work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he A District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from the actual work needs, in order 

to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work efficienc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the goal height propos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 District discipline inspe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irstly,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n the basis 

for A District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tatus, determined contents of the study, 

presented the system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Secondly, the use of 

object-oriented development methods, combined with UML modeling technology 

from the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data requirements,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needs of the system point of view of 

the demand analysis, the system gives the main business processes activity diagrams, 

function Examples and Data thumbnails. Again, from the overall design, module 

design, database design point of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system, and it gives the 

system features modular design package diagrams, class diagrams, sequence diagrams 

and activity diagrams to design content in detail. Finally, the conten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nd put forward the outlook for furth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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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纪检监察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障，十八大召开

以来，新一届领导核心更是把党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作为突出工作来抓[1]。从

2010 年起，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便把信息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强了信息

系统建设和开发利用，加强了信息技术利用创新，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利用效果，

建立有效工作机制[2]。 

传统纪检监察信息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管理效率低下、

信息化水平落后、信息规范化水平不高和查阅难度大等。运用纪检监察信息管理

系统则具有快速响应、有效处理、管理规范化、易于查询统计等优势，因此，在

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利用先进科技手段，结合信息化、网络化办公模式，

建立一套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促进纪检监察工作适应新形势，是纪检监察机

关信息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1.1.2 研究的意义 

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可以为某区纪检监察机关实现管理信息化、网络化建

设，有效规范纪检监察信息管理流程，帮助建立干部廉政档案信息、信访信息、

案件信息等电子化信息仓库，可以有效提高某区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效率及管理

效率，降低管理支出，优化资源配置等。 

1.2 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央纪委多次将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工作提到了工作任务的突出位

置，在中央纪委的高度重视下，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工作进展迅速，成效显著。

在中央纪委的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大力推进自身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在

良好的形势下，也取得了初步成效[3]。与此同时，全国纪检监察信息网络在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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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初步建成，它的建立为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信息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了基

础条件，使各机关建立各自的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成为可能。于是，各级机关

积极调配资源，结合自身管理与发展特点，部署各自的信息化网络，开发纪检监

察信息管理系统[4]。到 2014 年底，全国有 365 个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现了相互

连通、信息同步与共享，但由于各自使用的信息管理系统在结构功能以及其他方

面的不一致，以及有些系统存在的问题，制约了信息管理系统中具有满足各自特

殊需要的特有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原因主要存在于两点，一是各地各级纪检机

关硬件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二是软件应用不能有效在各地各级之间推广[5]。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结构 

1.3.1 研究内容 

本课题探讨某区纪检监察机关纪检监察管理信息化建设问题，通过实际调研

与分析研究，为该机关单位的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方

案。该系统是一套基于三层 B/S 结构的管理系统，以网页的形式呈现，方便用户

使用，可实现随时随地网上办公与电子政务，提供廉政档案管理等功能，提供人

性化的信息查询与报表统计，实现纪检监察信息规范化管理。系统保证数据的安

全性，并达到方便维护和易于扩展的要求，实现与其他系统的信息交互与共享。

界面上达到用户操作简单、界面友好等要求。 

1.3.2 论文结构 

本文一共划分为五个章节，其结构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论述了研究的背景，阐述了研究的意义，介绍了国内外研究

现状，提出了研究内容。 

第二章为系统开发方法及关键技术：介绍了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介绍了

三层 B/S 结构，以及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 

第三章为需求分析：从业务、功能、数据和环境需求等角度对系统进行分析，

给出了业务流程活动图、功能类图和数据缩略图。 

第四章为系统设计：通过 UML 建模中的包图、类图等工具描述了系统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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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功能模块上和数据上的设计。 

第五章为总结与展望：总结研究过程，指出了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

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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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开发方法及相关技术 

本系统将采用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采用三层 B/S 结构，分别是表现层、

应用层和数据层，使用 jsp 技术实现表现层，使用 java 语言开发应用逻辑层，并

使用 SQL Server 2008 实现数据层。本章主要介绍系统开发方法即面向对象开发

方法，以及使用到的系统架构技术和数据库平台。 

2.1 面向对象开发方法 

当下，软件开发方法归结起来包括两种，一是面向结构化的软件开发方法，

另一种是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6]。由于面向对象语言的发展，以及软件跨平

台、易扩张方面的需求日渐凸显，面向对象开发方法成为了近年来较为普遍的设

计方法。面向对象的思想在于“对象”这个概念，它是以对象为中心，通过类与

继承而构造使用的，对象继承性是对具有继承关系的各层次之间的类的属性与操

作进行共享的一种方式，在软件开发上能减少很多重复性的工作[7]。在面向对象

开发过程中，对象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刻画来设计而产生的，是数据与对

这些数据能进行的操作所组成的封装体，一个对象定义具有类似性质的一组对

象，可以直接对应到客观实体上。以“对象”指导开发活动的过程就是面向对象

软件开发过程。面向对象除了在程序设计以外，也作为一种新的思维应用到了信

息系统各个领域，如用户界面、分布式系统、面向对象数据库、网络管理结构等；

在一些工业领域也有了成熟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并发工程等[8]。面向对象方法

在系统开发中的优势有[9,10]： 

（1）认识问题与构造系统的角度是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使系统开发

者更容易理解问题，从而使开发出的系统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问题。 

（2）遵循人类惯有思维方式，通过抽象、封装、继承、多态等设计原则产

生系统开发所需对象，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出人类思考问题的能力，使问题更加有

结构性与条理性，避免系统复杂性。 

（3）系统各个阶段的开发都贯穿着对象概念，能显著提高系统的开发效率，

对象之间的相对独立使系统处于较低的耦合度，提高了可扩展性，降低了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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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4）对象类与类之间的相对独立，因此稳定性比较高，构建的系统自然具

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5）对象类与类之间的继承性，可以减少重复性的工作，有效提高软件的

复用能力。 

（6）系统开发者对对象概念认识理解的一致性，使开发人员之间具有共同

语言，有利于开发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相互之间的合作。 

根据对某区纪检监察机关实际业务需要的分析，某区纪检监察系统的开发需

要满足的几个条件包括： 

（1）系统能稳定运行，管理成本不宜过高，介于该机关信息技术人才的不

足，系统不能太过于复杂、难操作； 

（2）考虑到制度改革等情况，业务工作流程发生变化的频率可能不低，因

此，系统需要满足一定的应变能力； 

（3）系统质量需要达标，需要易维护等。 

基于以上需求及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的优势，本系统将使用面向对象软件

开发方法开发系统功能。 

2.2 三层 B/S 结构 

在近十年 Web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浏览器/服务器模式（B/S）已经成为了应

用非常广泛的网络结构模式[11]。相对于传统的 C/S 软件结构，很重要的一点便是

系统的发布与维护变得特别简便，部署时不再需要在不同的客户端上安装客户端

应用程序，取而代之的是每台客户端 pc 上都带有的浏览器，而系统的升级扩展，

只需要在服务端处理即可以实现，因此，当系统更新升级时，便不再需要对没一

个客户端的应用程序进行更新，使得更具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这种软件结构的

设计，不仅使得系统的表现形式变得丰富，而且使系统管理的管理成本与运行效

率提升了质变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用户与系统的交流便捷，更快更及时地

向所有用户推广系统。 

B/S 结构最初只包括两层结构，即服务器与浏览器，这里的浏览器就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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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服务器端将应用逻辑处理与数据逻辑处理集成在一起，浏览器与系统的交互

都由服务器来处理。三层结构相对于两层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业务逻辑处理不再

与数据逻辑处理结合在一块，业务逻辑处理与数据逻辑处理的分离，可以提高业

务处理与数据处理的协作效率，业务逻辑不再掺入数据，可以降低系统的耦合度，

各层之间的修改变化不会干涉其他层级的作用。虽然多了层级，理论上是增加了

控制各层级之间相互协调工作的难度，但由于有中间件技术的存在，可以很好地

管理客户端与服务器端、服务器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联合与交互，因此三层 B/S

结构可以很稳定地运行工作[12]。 

在运用 B/S 结构开发的软件系统中，用户与系统的交互是通过浏览器实现

的，用户在浏览器中进行的操作请求，如数据请求，都会发送到在网络上的服务

器端，服务器接收这些请求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返回到浏览器。

Windows 操作系统将浏览器技术嵌入其中，随着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广泛运用，

B/S 结构的应用便显得非常简单了[13]，因此，B/S 结构的应用得到了非常快速的

发展。 

某区纪检监察系统的开发是在全国纪检监察网络互通背景下提出的，系统需

要与中央纪检以及各级纪检机关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系统需要通过接入

外部网络才能实现与各地各级机关的互通，因此，本系统使用 B/S 结构架构系统

体系结构。 

2.3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技术 

系统的运行离不开数据的支持，系统的最终目的是对数据的有效管理，因此，

系统的开发离不开数据存储平台——数据库，某区纪检监察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

存储将使用关系型数据库进行存储。目前，在关系数据库的应用中，使用较多的

数据库有 MYSQL、SQL Server 系列、Oracle 等，从性能、处理能力、费用等方

面考虑这几个数据库，可以得到 Oracle 具备最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功能强大与

完善，但 Oracle 数据库服务费用非常高，对于非特殊的政府机关，高昂的服务

费用是不允许的，因此，Oracle 数据库相对于某区纪检监察机关而言，成本太高。

MYSQL 数据库是中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虽然功能与数据处理能力不及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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