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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公安部于 2004 年提出了全国公安信息化的建设规划，旨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通过信息化建设规范工作、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全国公安的战斗力，其中

公安绩效管理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根据规划精神，为进一步优化绩效考核体

系，提升绩效考核的效能，解决对民警量化考核的各种问题，各市公安机关都开

始尝试调整传统的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将以块为主的考核模式建设成为全方位的

立体型绩效考核体系，使民警的绩效考核实现精细化管理。 

课题研究通过当前各地公安机关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收集绩效考核管理

标准规范，结合某公安局的实际工作特点和详细需求，分析并设计了绩效考核系

统原型。设计的绩效考核系统贯穿了整个流程，提供考核指标管理、绩效考核、

考核结果管理等方面的支持。系统在构建过程中采用 B/S 结构，利用面向对象的

Java 语言开发，后台服务器采用 SQL Server 2005。按照 B/S 的结构模型，本着

实用、易操作的原则，对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说明、界面设计、数据对象等方面

进行阐述，详细介绍设计和实现过程。最终实现了包含有机构人员管理、考核体

系管理、工作台账管理等功能的绩效考核系统。 

最后，对实现的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测试。通过对功能模块测试的结果分析表

明系统具有实用性强、扩展性好、操作简单等特点，考核信息全面，对提高绩效

考核的工作效率以及方便公安局的决策都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绩效考核 ；B/S 结构；Java 语言；WEB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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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In 2004,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brought forward a proposal aiming to 

enhance combat capacity of all police force in the next few years by standardizing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Pol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 matter.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roposal and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generated from quantification-based management method,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of 

every City has been trying to revise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by changing 

the singl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meticulous management for examining the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police force. 

This research chooses public security organ of WenZhou Cit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in all parts of the City in current 

situation as the background. An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WEB technology and 

used for pol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as been designed on the purpose of 

satisfying all needs of political business and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public security 

system, plenty of works and researches has been implement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procedure and system before developing this new system. The new system 

fundamentally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 of WenZhou City to 

better enhance the management method, and it will give an enormous impetu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rewards and penalties system. 

This thesis analyzes and develops the main design proposal, ensures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olution of the system, namely to adopt a 3-tier 

construction and component developing technology which is based on the JAVA 

technology of WEB and the Browser/Server mode. In this thesis, according to users’ 

practical requirements, the procedure for managing process which also is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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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e database for designing the system has been extracted. Meanwhile the framework 

of designing the system and the procedure of designing the database of both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is presented respectively, including the division of the 

system modul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each module. In the end, a technical explanation 

regarding how to maintain the usability, consistency and the security of data has been 

stated and also a few further assumptions was put forward. 

 

Key Word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Assessment;Information 

Security ;Public Security ;WEB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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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项目开发背景及意义 

在本世纪，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快了竞争节奏、催化了竞争的程度，我国各大

公安机关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未知的挑战。所以，想要增强

这个公安机关各个方面的竞争能力，重点在于怎样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公安机

关已经存在的一些绩效考核信息，来打消或者是削弱公安机关中普通存在的工作

效率低下的状况。可见，这一项工作已经表现的刻不容缓了。绝大部分的公安机

关在这样一个良好环境的推动下，纷纷把绩效考核管理引入到日常的人事工作当

中。 

从起初在各地公安机关投入使用的人事绩效考核管理信息系统的统计结果

来看，大部分公安机关的使用情况都十分勉强，这样的原因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盲目跟风的现象泛滥。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管理软件的程序都存在着对

系统理解不全面彻底的情况。公安机关在进行考核的时候，从高层领导到普通民

警，他们参与其中却基本上都是不怎么理解这项工作的目的和任务，就更不用说

可以正确全面地从事这项工作了。从事绩效考核任务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仅仅

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才在先前的时候不能够认真地计划和策划方案，缺乏必要的

沟通交流，使得整个工作变得死气沉沉。然而，民警绩效工作的反馈信息和意见

也得不到单位领导的充分重视和认可，也让该工作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2 缺乏成熟的方案。最开始的方案没有人性化的设计，考核的内容呆板甚至

空洞，考核的实际效果更加不足，没有符合正常人们理解的程度，没有达到一定

的指导作用。 

3 技术实现上存在问题。国内公安机关的部门存在冗余，理清错综复杂的关

系网很困难，思考具体的量化指标也非常不容易，更不要说要制定出详尽的考核

方案了；另外，一般的国内公安机关的规模相对庞大，想要做到公安机关和公安

机关之间的考核标准一致化是难上加难的，故其人事绩效考核的结果具有主观

性，并且没有什么效果来说明；在研究和设想人事绩效考核管理软件的时候，程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WEB 的公安机关绩效考核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 

序开发人员没有一定的经验，在丰富该功能的优化性方面用户的要求不能够得以

满足，他们所获得的绩效考核数据不容易合理地处理，分析处理后的结果对公安

机关民警缺少很多鼓励作用和指导意义。 

公安机关民警绩效考核是整个公安机关教育评价的核心内容，是所有公安机

关对工作进行宏观调控和实现工作管理科学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保证和从根本

上实现提高工作质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措施[1-3]。随着大家对公安机关教育的重

视程度不断增加，注重工作质量管理是现代公安机关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工作管理中的工作质量，建立科学的民警绩效评价体系，是公

安机关教育发展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对只有十几年发展历

史的公安机关来说更是如此[4-6]。 

近些年来信息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其超级强大的功能已经广泛的被应

用，它已深入地进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并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公

安机关民警绩效考核系统是任何一所现代公安机关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系统

的应用对于公安机关的领导来说非常重要。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使用传

统人工的方式在管理在职的民警的绩效考核成绩，它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受人

际关系的影响而导致不公平考核[7,8]。因此民警绩效考核系统的应用非常的有必

要，它可以为系统用户提供非常丰富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相关操作的自动化，

除此之外推动公安机关民警绩效考核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更加方便了公安机关领

导对每个在职民警的工作情况形成更为准确的认识，为后续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

了最为可靠的依据[9,10]。因此，开发一套稳定、安全、高效率、能够满足公安机

关发展需求的民警绩效考核系统显得非常有必要，也非常重要。 

某公安机关的民警绩效考核方案从多年前实施以来，没有修订整改过，原方

案在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不合理的部分。因此，研究并建立一个信息化的科

学的民警绩效考核标准体系是公安机关发展对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的需要，也是

充分调动民警积极性的重要保障。为此，公安机关领导对正在试用的民警绩效考

核系统给予高度重视，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少数参评人员的打分不公正、在一个

部门内不同民警或不同部门民警评价同一名民警时认识不同形成评价尺度的差

异，不同学科组对同行评价尺度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影响能够在试用期得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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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从而达到完善制度、调动民警的积极性、真正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11-13]。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1.2.1  国外的相关研究 

从欧美国家民警绩效考核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启迪，大部分的欧

美国家在民警绩效考核发展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初步形成

的时期、紧接着则是惩罚性评价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发展性评价时期。民警绩

效考核的最早形成大概是在二十世纪前。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无系统、无规范，只

能从当时的教材、著作、报纸、杂志中看到有关对民警的简短评价 [14,15]。 

国外的奖惩性民警的评价制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步形成，并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尤其在美国，民警评价的标准已经发展得较为全面，其中包括了工作

技能等方面。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成立皇家督警团专门负责对民警晋升

的评价工作，这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评价机构[16,17]。这种评价体系把民

警的整体教育工作活动归结到一种程式化的规范体系当中来是它对整个民警评

价体系发展的最大贡献 [18-22]。虽说这种民警评价体系尚有许多争论，但这种体

系固有的规范化以及制度化，克服传统意义上“人治”的随意性。然而随着工作

活动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民警评价制度管理显示出其局限性，难以维持或充分调

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23-25]。 

随着个人计算机在家庭、办公室和公安机关的大面积普及，到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中期以后，发展性民警评价制度在西方许多国家得以倡导和推行，从而形成

了奖惩性民警评价制度同发展性评价制度两种制度相并存的局面[26-28]。发展性民

警评价的根本宗旨是在民警评价中，强调通过对民警的评价促成其发展的目标。

该制度是以立足当下、回顾历史、着眼明天、促进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民警工作需求，以民警工作的整体发展过程为核心内容，利

用电脑软件实行分层次评估[29-3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外大部分公安机关对民警的评价制度更多的还是采用

了两种评价方式相结合的方式[32-34]。他们越来越注重民警的工作过程评价以及自

我评价的内容，并将评价考核结果汇编成册，公开放在公安机关内部的网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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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的门户网站上，同时也是作为民警选课的重要参考资料[35]。 

1.2.2  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最早主要是受前苏联的影响比较大，在1955年前后就开始对民警绩效考

核和监控体系进行探索和研究，后来又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导致我国

在这方面的发展相对世界发达国家来说滞后了[36-38]。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

随着王斌华教授将发展性工作评价引入我国，并亲自撰写了《发展性民警评价制

度》一书（1998年版），该书首次详细介绍了发展性评价的内容，例如前期调查

研究、体系的基本原理、具体的操作步骤、推广方法与实施的具体实例等[39-41]。

我国教育界终于开始重视该项工作的研究。 

尤其是在近些年，国家对于工作质量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不断出台了一系

列促进工作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从而带动了我国公安机关的民警质量考核理论

和实践的发展，一些最新的理念以及新方法、新手段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新方

法包括经验法、数据挖掘技术中的聚类分析法、等。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公安机关

开始注重并突出民警的绩效考核[42,43]。 

目前，国内大量的公安机关都在研究发展适用于自身公安机关情况的民警工

作质量管理体系，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扎扎实实的工作[44]。但在对于民警绩

效考核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公安机关内不同类型的民警，在评价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如何能够得到合理

的区别对待； 

2 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以防止单一评价带来的负面影响； 

3 同一部门不同民警或不同部门民警评价同一民警时认识不同带来的差异

如何得到科学的弥补； 

4 测评数据如何能够得到快速处理。 

1.3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达到完善制度、调动民警的积极性、真正提高工作质

量。论文首先将会分析民警绩效考核管理系统的背景，然后介绍开发设计本系统

的目的意义，并根据某公安机关民警绩效考核管理流程的实际情况实际需求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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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设计出一个公安机关的民警绩效考核管理系统。文章具体的内容如下： 

1 论文首先将会介绍了课题的背景以及研究意义和民警绩效考核管理系统

的概述以及国内外外的发展历程并阐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2 然后结合某公安机关民警绩效考核管理业务流程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分

析之后，对本民警绩效考核管理系统的需求进行详细的需求分析； 

3 随后系统将会给出总体的设计思路，详细地介绍民警绩效考核管理系统的

架构及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过程； 

4 进一步将会对本民警绩效考核系统的各功能模块的操作和实现作详细的

介绍说明，并对本民警绩效考核系统的各功能模块进行测试用例编写以及测试结

果的展示分析； 

5 最后主要是对全文的简单总结以及系统今后的发展方向做一个简单的展

望。 

1.4 论文章节安排 

本论文总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以某市公安机关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某市公安机关传统

的绩效考核管理的弊病和不足，并阐述了设计与开发基于 WEB 的公安绩效考核

信息系统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最后，简要介绍了该绩效考核系统的优势。  

第二章是绩效管理系统的技术基础分析。主要描述了开发系统所需的几种网

络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一些特点。其中包含互联网技术的理论基础，几种网络

计算模式的对比与选择，几种连接数据库的技术的比较，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选择。 

第三章是绩效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首先对系统的用户进行了分类，根据用

户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系统的功能需求和数据需求，其次对系统的安全性需求提出

了要求，最后对系统运行的网络环境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第四章是绩效管理系统的设计。根据系统建设的实际需求，制定了系统的设

计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系统设计时应遵照的原则。在系统设计目标和原

则的基础上，设计了系统的体系架构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根据第三章的需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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