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______ 密级______ 

学号：X2013231852 UDC______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高职院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gistic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杨武杰 

指 导 教 师 ： 廖 明 宏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 软 件 工 程

论文提交日期： 2 0 1 5 年 9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 0 1 5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 0 1   年 月

 

指 导 教 师：＿＿＿＿＿＿ 

答辩委员会主席：＿＿＿＿＿＿ 

2015 年 9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84991772?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

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

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

（组）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

实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

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

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

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

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

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

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

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

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

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

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要 

I 

 

摘要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逐渐深入。高职院校人

力资源管理与高校中行政、教学以及科研等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为了提高高

校人力资源效率，非常有必要开发和实施一些人力资源管理软件。本文在对国

内外人力资源系统开发研究现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了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管理的实际需求情况，设计开发了一个先进而实用的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 ADO.NET 技术、ASP.NET 技术、B/S 开发框架以及数

据库开发等相关技术。然后分析了某高职院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在此

基础上，根据至顶向下的设计原则，从系统的总体结构、功能结构、数据库设

计，再到系统各功能模块的详细需求分析与设计等对系统进行设计与开发。 

完整地实现了高职院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本系统首先实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功能，其中涉及了档案，合同，薪

资等方面的管理功能。此外，本系统还实现了系统管理的功能。 后本文对高

职院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各个模块进行单元测试以及整体测试，测试通

过之后，本文根据提出的系统实施步骤进行相应的实施，并得到实施结果。 

目前高职院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已正式上线开始运行，运行效果基本

良好。初步达到了高职院校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需要，较大的提高人力资

源管理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 AD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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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ampus gradually in-dept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any aspects ，  such as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m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very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softwar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summary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system，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actual demand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n advanced 

and practical log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ADO.NET， ASP.NET， B/S structure and SQL 

Server database，  and then analyzes so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ogistics 

demand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op-down， from the system's overall structure， function structure， 

database design， each function module design and other aspects has carried on the 

detailed design of the system. Fully implement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logistic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the system main functions include personnel 

file management，  contra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alary 

management and system management， and other functions. Finally in this paper，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logistics module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for 

unit testing as well as the overall test， after the test pas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of steps forward ，  and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At pres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ogistic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officially launched began to run， 

running effect is good. 

Preliminary to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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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次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对应用于高校中的后勤人力资源系统的研究与

具体的开发实现。其中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本系统开发与管理所

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只有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架构下，其自身的生存

和发展会越来越好。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完善，高校中涌来越来越多

的第三产业，高校内外资源的整合，以及高校后勤自行拓展校外市场等举措，

都需要高校后勤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向着高效、科学、专业化方向发展。高

校后勤应积极引入人，加强员工培训，迅速提升自身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管理

水平的同时，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 

现在，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匾乏的现象在高校后勤管理人员中普遍存在，

传统的人事和劳资管理受到重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束缚了对员工的管理，这

种束缚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来说是很不利的。在现有的高

校人力资源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员工年龄结构不合理，人员整体素质良萎不齐，

岗位设置不科学，机构臃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思维模式还禁锢着员工，

造成员工的工作热情不高，部门内部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等问题险。因此，为

了适应高等学校后勤部门社会化改革的发展趋势，高校的后勤工作中也需要导

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与此同时，受高校后勤服务组织机构的性质所限，既非纯盈利机构(首先要

服务于教学工作，但也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也不是政府组织。因此，将现代人

力资源管理模式导入到高等学校后勤管理工作中时，既不可以照搬现代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方式，也不能套用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结合高校后

勤组织机构的实情，考虑高校后勤 HR (Human Resourc，HR)管理工作的特点，

构建适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体系。因此，本文研究的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

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中的后勤管理等工作虽然不处在教育事业的 前线，但仍是其发展所

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高效中教学，科研工作等的发展需要依赖于后勤工作的

保障。后勤工作实际上关乎高校的稳定与快速发展。只有确保了学校的后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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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作的高效高质，高等教育事业的高效高质才有了保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高等院校中教育事业的发展效率与发展质量与其后勤工作的发展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随着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社会化改革，要求高校后勤工作中导

入先进适用的 HR 管理理论，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对高校后勤 HR 管理方面的

研究，充分调动了后勤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发出高校后勤 HR

的 大潜能，这都关系到高校后勤事业未来的发展，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的意义： 

（1）有利于高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市场化改革前，高校后勤 HR 管理模式大都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

式，服务质量差、组织运行效率低、人员编制超额、组织机构臃肿等突出问

题，给社会和高校造成了较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此计划经济下的模式已不

能适应高校的发展需求。这种不适应深深的阻碍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在高

校后勤工作中导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能显著提高高校后勤保障的效率与

质量，为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有利于高校后勤实现服务育人的目标 

服务和管理两方面能够充分体现高校后勤的服务育人职能，即在高校后勤

这一环境和条件下，高校后勤员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用良好的职业道

德来影响学生，以优质服务来感染学生、以无私奉献来教育学生、以优雅的服

务环境来熏陶学生，在受到具体的服务和管理过程中，使学生得到潜移默化的

教育，进而实现育人的目标。因此，高校后勤 HR 管理对于改进高校后勤服务

育人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有利于深化高校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 

将现代 HR 的思想导入高校后勤人事管理工作中，一方面高校后勤现代 HR

管理研究领域得到了丰富，另一方面又有利于高校后勤部门由传统的人事行政

模式转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本文的研

究成果对于未来启示我国高校后勤工作，深化后勤部门内部体制改革都具有一

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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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内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对高校后勤 HR 的研究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

引入现代管理理论，通过调查法等具体研究方法解决问题，企事业的案例较多

[1]；第二，集中从管理的角度切入来研究高校后勤 HR 管理的社会化改革。经过

近些年的研究，我国高校后勤在 HR 管理方面制定一些可行的方法，如：关于

高校后勤人员的激励政策及竞争上岗办法等。己有的实践表明，应用这些手段

和方法往往会由于高校后勤人员整体水平偏低以及管理层综合能力不足，不能

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领域，在我国，1999 年政府就将高校

后勤部门的社会化改革提上日程，至今在高校后勤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

就。高校后勤人力资源队伍大体由原后勤职工、学校内其他部门划入转入或分

流来的职工和后勤部门自己招聘录用的人员这三部分人员构成。后勤队伍存在

着“四多、四少”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结构，认为低学历员工多，高学历的员工

少；“接班顶替”的员工多，受过专业培训的员工少；普通工人员上多，技术

人员少；一线岗位上临时工多，在编职工员工少。后勤部门大部分员工的整体

文化素质偏低，且现阶段后勤的领导干部大多数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大部

分员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员工的业务、技术素质也有待提高，后勤人员的

年龄结构也趋于老化[2]。针对存在的多种问题，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加强高

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认为应注重员工的培训并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

强调要加大后勤人引进力度，搞好后勤队伍建设。提出了为适应社会化需要，

高校后勤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从用人制度、激励机制、职工培训几个方面论述

了后勤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4]。 

纵观以上国内在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我国在研究探索高校

后勤部门社会化改革的根本源泉及其驱动力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上已经有了

一些不错的成果。然而，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多数有

关的研究仅停留在高校后勤部门改革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 HR 管理理论在高校

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中作用和应用现状等方面的探讨上，尽管形成了多种关于

加强对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HR 管理的认识，但是针对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HR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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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对症下药的专项研究较少；对加强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的

HR 管理所应采取的措施方面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

较为系统的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HR 方面管理的管理理论研究体系。因此，本文

系统研究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HR 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结合 A

高职院校后勤集团的实例进行分析，验证了本文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说明本文

研究内容兼具较高的现实意义[5]。 

（2）国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国外高等学校后勤部门的管理模式社会化水平较高，大量运用现代企业

HR 管理方法管理和开发高校后勤部门的 HR，因此通过研究分析国外人力资源

HR 管理现状对于研究其高校后勤人力资源 HR 管理理论、方法具有一定的帮助

和启发。目前，国外针对 HR 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内容[6]： 

(l)人力资源管理正在逐步向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向过渡。所谓战略性

方向，即是指将其地位提高到组织的战略贡献者的地位。改变人资管理的战略

地位，其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并且能为战略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

执行行政和管理等事务功能； 

(2)经济全球化和管理国际化使得国家和区域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转向国

际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形成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实现

人力资源管理的国际化； 

(3)人与岗位匹配的研究。岗位匹配对企业来说十分重要，对高等院校来说

更是如此。具体到每一个细化的岗位来说，其需要有着有别于其他岗位的特定

职能需求和与之相对应的薪资水平。而同时，对于每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或者

竞聘者来说，其都应该具有符合该岗位要求的能力。工作的薪酬也应该与员工

个人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所匹配。好的岗位匹配方法与制度，不仅可以起到吸引

应聘者的效果，功能提高每个员工的积极性，甚至于提供整个企业或是机构的

效率与效益； 

 (4)工作激励理论的应用与开发，企业以人的需求为核心，以企业文化为支

撑，以评估体系为保障，建立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将极大提

升员工的积极性及组织效率，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的升级，从而保

护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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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外的高等教育发展起步较早，而且市场经济制度发展较为完善，都

为其高等院校的社会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体制保障，所以外国高等院校都

能通过较完善和稳定的运营系统开展后勤服务部门的管理工作。所以，国外的

专家学者都集中研究“教育成本的变化、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减、高校组织架构

和人力资本的优化”等微观问题，而我国则较为关注高校后勤的体制建设等宏

观问题。 

综上，在国外，将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导入高校后勤的 HR 中，

成绩已相当显著，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则相对滞后。 

 

1.3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次论文的主要工作是对用于高等院校的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与

开发。本文以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发展情况入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结合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发展成果，深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现方法

和关键技术，基于人事管理的主要内容及实现原则，建立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

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框架结构，实现一个具有通用性的、分布式的、

支持用户个性化的、基于 B/S 技术框架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此次开发主要采

用 ASP 技术，建立一套完整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服务系统具有开放性、可扩展

性、安全性、可靠性、易用性；提供针对人事管理、薪酬福利管理、绩效、职

工档案管理等信息、采集、分析、统计、共享、发布和反馈、工作流程、数据

资源、文档管理等功能。 

本系统的正常工作与使用需要依赖于互联网以及高等院校内部的校园网。

它能够实现基本的后勤管理服务。实现高等院校后勤管理服务的信息化，轻便

化的发展。除了基本功能之外，本系统还将为高效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以满足不

同高校的不同需求。 

1.4 论文结构安排 

综合上述内容，全文的内容与章节结构如下所述。 

第 1 章：介绍论文提出的背景及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现状和研究内

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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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本章将简述本系统开发所应用的的技术及其理论支持等。 

第 3 章：本章通过讨论和分析，提出建立高校后勤人力资源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的模型及系统需求。 

第 4 章：简要介绍本系统功能模块的总体划分，介绍系统的总体框架设

计、数据库设计、界面设计和系统优化设计。 

第 5 章：本章将讨论与介绍本系统的具体设计及其实现细节。 

第 6 章：系统测试的相关论述，并且提出了安全性的解决方案。 

第 7 章：结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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