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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摘要 

 

随着我国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管理软件的现状可说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巨大的市场需求给信息发展技术提供了机遇，同时相对薄弱的信息基础，

与国外管理水平进一步拉大了水平差距。传统的合同管理，多采用手工的形式，

繁琐且容易出差错，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合同管理开始进入了信息化管理时代，

从而做到了准确、快捷。现在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合同管理，企业的合同

管理应该永远全面的管理。合同管理制度，从而成为企业信息化建设，合同的审

批流程化，查询和信息技术，标准支持合同相关业务的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足管理和执行合同的要求，提高合同管理的工作效率、统一合同管理体系，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分析合同管理的各个功能模块的基础上，在详细设计的过程中着重于

合同管理的各个模块的功能和实现。结合 B/S 结构使用 ACCESS 数据库和

ASP.NET 技术也使统管理更加智能化，同时设计并实现了合同管理和合同统计

等功能。企业合同管理系统是统一信息平台的重要一部分，它把合同审批平台转

换为一个可以与其他系统交互的平台，且具有整个合同周期的管理系统，同时也

为今后由于业务发展而进行需要的系统扩展功能奠定了基础。 

这个合同管理系统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基本内容，链接到其它相关合同中起

着基础性的作用。使用本系统，管理员可以利用网络，在线管理、查询各类合同，

方便快捷。突破了以往以纸质的方式管理合同的限制，是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有

效工具。 

 

关键词：合同管理 ；数据库；B/S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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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can be said to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management software i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huge market dem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 

opportunities, also relatively weak information base, and the level of foreign 

management and further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contract 

management, the use of manual form, tedious and prone to erro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ntract management has begun to enter the 

era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o as to achieve accurate and fast. Now an important 

part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s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should always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become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ontract approval process, 

que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 suppor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ntract related busines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of contract management, unifie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I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of the various functional 

modules, each module focuses on the fun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tract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tailed design. With the B/S structure using ACCESS 

database and ASP.NET technology also makes the system mor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realize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contract design and statistical 

functions. Enterprise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ified 

information platform, it is the contract approval platform into a can and other 

interactive system platform, and has a cycle of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due to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system expansion func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as a basic part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links 

to other related contract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Using this system, the administrator 

can use the Internet, online management; query all kinds of contracts, convenient and 

quick. The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ontract management,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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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too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 Contract Management; Database; B/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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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在的企业管理，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就是合同管理，合同的管

理、查询、更新等工作对于企业的人事管理、市场调研、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产品生产、企业规划等工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集生产质量管

理、资产管理、信息管理同样重要。近年来，企业交易数量不断增加，合同信息

日益增多。随着我国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管理软件的现状可说是机遇与挑

战并存，巨大的市场需求给信息发展技术提供了机遇，同时相对薄弱的信息基础，

与国外管理水平进一步拉大了水平差距。 

传统的合同管理，多采用手工的形式，繁琐且容易出差错，随着电子技术的

发展，合同管理开始进入了信息化管理时代，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对于合同的内

容和进度都进行了及时有效 的监控,从而做到了准确、快捷。但是现在很多合同

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合同参数和档案，有的合同信息不完整，甚至出现原文

件丢失，各部门协调不足，没有深入的监督履行合同，往往导致合同执行不到位，

有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的情况，将一定程度的干扰正常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给企业决策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企业形象和利益受损。因此合同管理，为企

业获得经济利益进行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合同管理系统是信息化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企业运营和管理的一个基本内容，在合同审批流程，信

息和性能监控的信息管理、标准支持合同相关的业务，满足执行部门和合同管理

部门的金融需求与合同相关的业务、财务的要求，加大合同管理的有效性，建立

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合同管理系统起着支撑作用。所以根据企业合同管理的实际

需要，设计一个既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又能轻松管理复杂的合同管理平台，对企

业合同管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信息化将成为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外，从 20 世纪七

十年代初开始，更多的人开始研究合同管理。在许多发达国家，80 年代之前，

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合同较多；在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更多地研究合同事务的管

理；从 80 年代中后期以后，[1]企业更多的角度来研究合同管理问题。由于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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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合同信息化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企业数据资源，很难单纯的依靠人工管理。

如果合同的管理操作完全靠人工进行跟踪，任务繁重且难度大，合同管理的工作

一般都是由专门的部门来管理，通常专门设的这个部门无法掌握财务状况，很难

对合同进行检查和监督，这样的管理模式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发展。 

手工管理合同，因为有多个部门参与其中，不同种类的合同都需要同时进行

管理，从而使信息没有设置，实现不强，导致协作和业务流程的速度缓慢，监督

控制力度不够，实现低效，耗时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面： 

1、困难的文件管理：因为电子版合同与传统纸质合同共同存在，所以不同

的员工想查阅合同时，特别需要了解合同的详细信息，这样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2、信息汇总困难：使用 Excel或者当你手动管理由于采集不能及时继续处

理时，不同领域的管理造成不统一的数据格式，总结工作要大量的时间。对企业

的发展，有一些影响领导的决定。 

3、进度控制困难：手工合同进度控制和 Word、Excel管理已经难以满足企

业发展需要。由于参与人员多，合同数目多，缺乏合同进展、节点等关键节点的

警告，不能帮助财务规划和控制现金流，更好的利用资金。 

合同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在国内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

实施合同管理系统，企业有效地统一数据，改变现状的信息分布分散，使各方面

能够共享企业内部数据，能够辅助于企业的运作。系统提供的自定义字段功能，

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支持可以实现完整的、标准的数据管理[2]。 

合同管理系统作为企业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改变了合同审查和批准手

续，把关不严等问题。系统进程除以合同寄主范围，专业地位，确定的功能部门

审查和批准权限的功能，使管理层次清晰，宿主范围是固定的，经济和商业，技

术和管理人员参与，从人的角度体现了责任的有机统一，实现管理之前，期间和

之后的合同签订，有效地控制了公司的损失，延长合同管理系统的使用，使管理，

合同生效显著改善。合同评审人员在操作上更透明，公开，清晰，审核控制。 

合同管理系统通过信息系统的运作最大化合同管理许可要求，严格执行合

同，标准化的严格管理，有效的促进标准和科学的合同管理和目标管理，建设平

稳的业务发展及相关的后续系统有影响。表现在： 

1、合同数据统计更精确、快速，实时反馈给企业领导，便于及时做出合理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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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著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业务效率，同时使客户满意度得到提高。 

3、企业的合同数据管理更加准确，每日来自有关部门收集的数据到不同部

门管理计算机的数据，大大提高效率。 

1.3 合同管理概述 

目前合同已经在企业管理事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合同管理的内容是订制、

履行、变更、转让、解除、终止；合同管理的手段是监督、审查。合同管理必须

制度化、全过程的、动态性的[3]。 

1.3.1 合同管理优点  

 社会信息化的推进，内容信息量呈现出急速膨胀的趋势，良好的合同管理

解决方案是现代企业实施信息化战略的一个重要保障。因此合同管理为现代企业

提供了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合同管理快速的响应客户需求导向型发挥独立的

作用，使企业通过直接实施有效的合同管理来增值"合同金额"，同时也为在合作

业务中实现有效的关系管理。 

1、合同管理内容的广泛性 

合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民事行为，企业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全面管

理，其管理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对合同过程的管理、对合同人员的管理、对合同

职责的管理等，是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管理。 

2、自律行为 

企业合同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契约，企业对契约的管理也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

行为。企业需要定期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保证合同履行完成，最终实现企业的

发展，其实是一种当代典型的自律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合同管理中需要

遵循企业内部现有的规则制度，同时也需要依据国内相关法律。 

3、企业合同是生存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同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产出，也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成果之一。对于企业而言，

合同管理体现了企业经营管理的组成部分。合同管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需要在

企业运行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完成合同相关环节工作。 

1.3.2 合同管理理论应用 

对于企业合同管理过程中，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合同数量大，对于很多企

业而言，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合同，同时对于现有需要管理

的合同数量也非常大；第二，合同类型多，目前企业所涉及的合同包括技术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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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合同、人事合同、广告代理合同、采购合同、分包合同等；第三，周期较长，

对于企业经营合同而言，其往往所持续的经营周期较长，特别是企业项目合同，

所持续的周期都会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 

目前常见的合同管理方式大多以手工管理为主，该方式就目前而言其存在很

多问题，包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合同文档查找困难；对于合同的进度控制相对

较难，合同数量较多，对于数据收集的实时行不足，合同管理员进度监控无法满

足需求；手工模式下的合同信息收集困难，同时可能由于收集信息格式和单位不

一致，导致汇总消耗大量的时间。而合同管理系统是利用现代合同管理理论和信

息化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最终目标是简化合同管理，有效控制合同的进度和执行

情况。对于合同管理理论而言，其应用包括： 

1、合同管理、企业合同管理制度的统一管理的所有合同。 

2、合同文本归档，长时间的保持合同信息，并提供方便的查询功能，可以

实现合同信息的随时调取查看。 

3、合同文本管理，对合同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合同基本信息、合同资金计

划、合同条款、合同审查、合同附近信息等进行汇总，形成统一管理平台，方便

具体的合同信息管理。 

4、合同监控，及时了解合同执行情况，方便合同管理人员和企业领导对合

同执行进度、合同资金情况和合同完成进度等相关信息进行监督把控。 

1.4 论文组织结构 

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介绍了合同管理系统发展背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国内外相关

课题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详细的介绍合同管理理论和 B/S 构架模式，使用 ASP.NET 和 Access 

2000 数据库等开发工具。 

第三章分析了企业对合同管理的整体需求，根据需求实现了管理部门对风险

功能范围与数据范围的确定，从而制定相应的功能需求与数据需求，并识别出系

统的安全需求。 

第四章提出了总体设计目标、总体设计思路和总体架构设计，并对该系统的

应用技术和数据构架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第五章描述系统核心功能模块的详细设计与实现方法，设计系统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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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统测试结果。 

第六章对本论文的一个结论和展望。总结了项目取得的成果，并展望未来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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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ccess 数据库概述 

Access 是 Office 系列应用软件之一同时也是微软推出的基于 Windows 操作

下的集成环境开发的。在办公软件中，Word 和 Excel是最为人们所知道的，因

为他们容易操作的同时不仅可以办公，还可以用于个人和家庭账户金融等。同样

所属 Office 的一部分，Access 使用访问相对较少，不像 Word 和 Excel那么熟悉。

利用向导创建数据库、直接创建空数据库，在两种常用的创建数据库的方法中，

利用模版向导创建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快捷,可以让用户快速创建一个现成的数据

库，然后在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创建空数据的优势在于灵活，可以让用户

任意在数据库中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表、窗体、查询或报表信息[4]。 

Access 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使用事件驱动机制新型的面向对象关系

数据库管理系统，使用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系统的各种特性，各类对象被封装在数

据库管理的各种功能中。在 Access 中用户可以使用互联网标准 XML/XSL 将数

据快速的发布出去，用户可以导出一个访问报告[5]，或查询 XML 文档，该文档

包含演示中使用的 XSL 文件。Access 具有和 Word、Excel等相同的操作界面和

环境，这使 Access 更容易学习和应用。 

2.2 ASP.NET 概述 

当今是一个小型的信息网络为中心的世界，网络信息的出现和发展迎来了一

个网络时代的新形势，基于信息显示 HTML，HTML 信息增强的可编程，是我

们开发新一代数据库管理软件的功能强大的工具。 

ASP.NET 是一个用普通语言构建的程序框架，提供了很多优势强大的网络

开发模式。Web 服务器可以用来构建应用程序。ASP.NET 是创建动态交互 Web

页面和一个在 IIS 运行程序的有力工具。ASP.NET 只是一种环境而非语言。所有

Web 页面上的ASP.NET对象都能被 ASP.NET代码处理，点击可以使用代码处理，

加载和更改事件使得编程更有条理、更容易。 

ASP.NET 优点如下： 

1、简单性：ASP.NET 从常见客户端身份验证和简单的窗体提交到站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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