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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逐渐成熟，网络办公自动化的兴起，

为企业及个体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方便，网络化办公作为新时代工作模式的一个发

展方向的代表，其成为了现代管理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事管理方面，传

统采用手工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数据的缺漏和误报等问题，给企业带来了

巨大损失。如何有效地结合企业人事管理具体现状，研发一套人事管理信息化系

统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论述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该系统采用 Java 语言，

基于 B/S 三层结构模式，以 MySQL.作为数据库开发。该系统从三个不同的权限

角色出发，具体包括人事管理员功能子系统、员工功能子系统、系统管理员功能

子系统。论文主要内容有：1、对系统的选题背景进行论述；2、对系统的功能需

求与非功能需求进行详细分析；3、对系统的功能设计与数据库设计过程进行详

细描述；4、对系统的实现过程与结果进行展示和论述；5、在系统正式应用实施

前对系统进行测试。、 

该系统具有伸缩性良好，易维护、兼容性高、界面美观，扩展性强，功能

实用强特点。系统实施应用将会促进企业无纸化办公，降低手工管理中出现各

种差错，提高企业及个体管理效率，让企业及个体内部人事状况能被管理者能

够更加方便的了解。 

 

关键词：关系数据库；Java；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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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Internet,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mature gradually,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office automation, management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for 

enterprise and individual, network office work mode as a new era of representatives 

of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management mode. The 

shortcoming of traditional personnel manual manage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causing data gaps because of inevitable human factors, false alarm, let 

companies have a very big loss cases are not uncommon.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system is implemented by Java language, based on B/S 

mode and MySQL. In this system, there are 3 subsystems,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or 

management function module, function module, system administrators.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s: 1, discusses on the system of the selected topic background; 2,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 of functional and non-functional; 3, the system function 

design and database design process in detail; 4,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process and result discuss; 5,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mal application testing 

system. 

The system has a good scalability, easy maintenance, high compatibility, 

interface aesthetics, strong scalability, strong func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 will promote the enterprise and the individual the paperless 

office, reducing various errors appear in the manual managemen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management, make enterprise managers and 

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internal personnel can be easier to understand. 

 

Keywords: Database, Java, Personn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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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伴随着丰富多彩的资源化社会带给我们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资源网络化已经

深入到我们生活的点滴，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与他人交流，还可

以通过上网来购物，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网络计算机来协助完成自己的复杂工

作。Internet 的迅速发展，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前的资源传播媒

体如广播、报纸、电视已经不再是大家上网的主要原因，人们大部分开始利用网

络来协助办公。 

人事管理是适应企业管理规模化的主要诉求，应运而生的现代企业管理工作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人事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传

统手工人事管理的缺点日益显现。人为因素是造成数据的缺失和遗漏的主要原

因，错误的信息给企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这种案例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互联

网以它方便快捷、快速、图文并茂、失误率低的特点占据了媒体传播中的重要地

位，通过互联网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变得触手可及，通过互联网我们获得人事信

息的方法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而企业人事管理系统软件的互联网优势日益突显。

在全球网络化、资源化的今天，企业人事管理系统迅速发展，使人们的工作更加

得心应手，生活更加轻松愉悦，在人们生活中它已经无形的成为了不能缺少的重

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源网络化所起作用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渐渐

将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启了人事管理系统的发展的历史。因为那个

时候计算机技术已经处于了实用阶段了，在这同一时间大型企业仍然保留着手工

录入式管理，不但非常容易出差错还费时费力，第一代的人事管理系统为了处理

这个矛盾也就应时而生了。但是因为当时的需求的限制和技术条件，用户十分少，

功能有限、多局限自动计算薪资。可是，因为这个系统的出现，人事管理软件将

有十分美好的未来。手工管理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将被计算机的自动化、智能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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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效代替，利用计算机的优质高效性，防止手工的误差和错误，这让大规模

的统一解决大型企业的人事管理成为可能。  

如今几乎所有的跨国企业和组织都已经实行对本企业或组织的人事进行数

字化管理，而他们所使用的人事管理系统几乎都是属于国际上排名靠前的软件公

司开发的。其软件的都是针对规范化管理模式，严格按照工作操作流程，按部就

班地进行操作和记录。通过软件流程化的管理可以极大的降低事务处理的错误

率，同时也能提高使用者的办公效率，方便组织内部人员相互配合协调，在面对

突发事件时也能以过去软件的操作流程作为指导范本进行及时处理。 

目前，国内也在逐步效仿国外的人事管理系统发展思路。但由于国情不同，

且大多数国内用户尚属中小型机构，不需要大型的人事管理系统，因为大型系统

既增加系统研发开支，又产生多余的不实用的功能。所以，基于国内的中小企业、

小规模用户群体的需求而开发的人事管理系统更能体现国内的人事管理系统定

位和发展方向。 

1.3 主要研究目的 

资源化、自动化时代已经到来，计算机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

尤其对企业而言，如果采用计算机来管理人力资源，企业的运行效率将会得到很

大的提高。 

资源化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经营的管理机制在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如何做

到有效地使用时间、人才还有资源结合的优势打造最大的价值，是每个企业面临

的问题。从现代企业发展经验来看，改善企业及个体管理的方法制度才是最好的

解决办法，企业及个体的科学管理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企业最宝贵的资

源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还可以说是各个企业的“命脉”，由此可见规范化、资

源化的人事管理多么的重要。然而，以前的人事管理方法一般要经过手工录入人

事资源，不仅繁杂而且很浪费时间和人力，也非常容易出错。所以，当今研发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软件是优化办公资源配置的的趋势。 

国有中小型企业人事管理系统将使企业及员工的人事管理模式把手工记录

变为资源管理，这让企业和个人人事管理人员有了方便的环境条件。为了让系统

软件的开发能迅速适应企业及个体的需要，开发必须围绕企业及员工人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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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即：首先需要调研企业人事管理的现实情况，然后做出仔细全面的需

求分析，再然后改进现在的管理模式，并做出一个新型的管理系统。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本文遵循软件工程规范，详细地描述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过程。系统采用 Java 语言，基于 B/S 三层结构模式，以 MySQL.作为数据库开发。

该系统从三个不同的权限角色出发，具体包括人事管理员功能子系统、员工功能

子系统、系统管理员功能子系统。 

围绕系统的开发，本文共分六章，组织结构描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系统开发背景，开发目的和开发意义内容等。 

第二章：系统分析。本章在分析系统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对业务进行调研，

详细分析了系统功能需求以及非功能需求。 

第三章：系统设计。本章在对系统进行结构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了能模块设

计，详细描述了数据库设计过程。 

第四章：系统实现。本章对系统实现做了论述介绍，包括给出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界面、系统部分代码。 

第五章：系统测试。本章对系统的具体使用效果做了测试，包括系统测试目

的以及以表格形式显示系统各模块运行结果。 

第六章：总结和展望。本章在对论文的总结基础上，对系统的发展和改善作

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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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分析 

    系统软件开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需求分析，需求分析为系

统软件的后续设计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一定程度上，需求分析的正确与否，

决定着软件产品未来。针对国有中小型企业人事管理系统软件，如何做到良好的

需求分析，尽最大化的满足用户对于系统软件的使用需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1 系统概述 

2.1.1 系统应用背景 

系统是针对某国有企业内部人事管理而分析定制的，该企业组织结构部门众

多，包含人事部门、财务部门、办公室等各种业务部门。对于该企业而言，不论

在工作的哪个方面进行记录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和精力，并且由于人事工作量

总是日渐增多的，加上企业员工工资的记录和发放任务非常复杂和耗时，数据相

对比较琐碎，在某种程度上给企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影响。与此同时，人事部门

和财务部门、用人单位等的资源交流并不算通畅，经常容易造成人事资源记录的

缺失和丢失，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人事管理。此外，管理上的不便也使企业

在查看人事统计、工资统计汇总时常常遇到困难。 

在这样的状况下，亟需开发人事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应拥有较好的兼容性、

可拓展性还有实用性，同时让界面友良好，操作简单，用语规范以及使用方便。 

2.1.2 系统建设目标 

建立以 WEB为基础的国有中小型企业人事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考勤、

工资、部门、简历、部门调动等资源的管理，此外，系统管理员也可以进行各种

后台管理，例如，管理人员，管理部门，管理简历，管理工资，管理考勤，管理

薪酬等操作，以确保人事管理的快速准确、减少失误。因此建立适应企业及个体

的发展要求的动态的人事管理系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国有中小型企业

人事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主要能够实现对人事信息的实时查看，了解最新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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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工资查看、方便管理等，也方便管理员对系统软件的快速维护。 

2.2 系统业务流程调研 

在日常的工作中，需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人事管理工作。在对自己的职工管理

过程中，需要对人员档案进行管理、对职工信息进行新增、删除、修改、查询。

国有中小型企业对其员工及部门进行管理需要有对部门信息的新增、修改、删除

以及查询部门信息功能。在职工的职位职务变动过程中，需要对其之前的职位职

务信息进行修改。此外，对职工平时出勤情况的考察中，需要对职工考勤记录进

行统计查询等功能。 

人事管理业务调研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人事管理业务流程 

 

2.3 可行性分析 

进行可行性分析在全面调查为基础，主要内容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针对系

统软件的开发是不是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围绕影响项目的各种因素，这样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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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投资失误，保证开发新系统软件成功，来论证项目是否可行。每个系统在进行

各方面的需求分析前，一定要先对系统软件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本系统的可

行性分析主要从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操作可行性进行解析。 

1、技术可行性 

   系统开发基于 B/S 三层的结构，采用 J2EE 平台，在硬件方面,软件开发的需

求现有的计算机硬件也完全能够满足。软件方面：处于比较稳定的单机模式中，

软件开发平台稳定可行，它们追求速度，可容纳量大，比较可靠，成本低廉，能

够很好地满足系统软件的需求。  

2、经济可行性 

应用并开发本系统软件，应对于它的投资成本和在以后可能够获得的经济利

益，来进行权衡。伴着计算机硬软件技术的快速发展，无论是计算机软件，硬件

的价格都在下降，系统软件所运行的 Web服务器及数据库软件也都是免费开源产

品，可以从各类网站上下载使用，不需要支付额外费用，且系统软件开发及运行

所需硬件设施要求不高，对于客户端的硬件配置要求也不高，在这样情况下开发

这样的国有中小型企业人事管理系统软件成本不会很高。同时通过周密详细的调

研，使用功能强大的软件，借鉴成熟的实际应用网站和科学的开发方法，能够使

开发成本下降，从而使经济高效的目的达到。 

3、操作可行性 

    具有良好的操作性的微软 Windows操作平台，本次的国有中小型企业人事管

理系统软件服务器可以放在 UNIX 平台，运行也可以基于 Windows 操作平台。由

于使用本软件的人员并不具备高素质的计算机专业知识，所以本系统软件在开发

时尽量做到操作简单，用户界面友善简洁大方，系统软件容易理解，便于上手并

较好的详细的操作说明和安全性设置，适合企业及员工的人事管理人员操做使

用。 

2.4 功能需求分析 

    系统软件按照功能划分为管理员、员工以及系统管理员三种权限用户，下面

分别介绍不同用户的功能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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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管理员功能分析 

（1）部门管理：管理员在系统软件中可以添加新的部门资源，添加后可以

查看其所有部门的列表资源，如部门名称、录入时间，同时可以删除已添加的部

门资源。 

（2）人员档案管理：管理员可以添加新的人事档案资源，如员工姓名、性

别、出生日期、所属部门、身份证号、登录密码、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备注一

些资源就可以完成对人事档案的添加；添加后可以按照人员编号进行人事档案的

搜索查看；同时可以对人事档案资源进行修改或是删除，系统软件支持分页的功

能。 

（3）考勤管理：管理员通过员工编号进行考勤资源的添加，如选择是奖金

或是罚薪，金额，考勤时间，备注一些就可以完成对员工考勤资源的添加；添加

后可以按照员工编号进行搜索查看；查看员工考勤列表资源，对其进行查看、修

改或是删除，此页面支持翻页功能。 

（4）工资管理：管理员在系统软件为员工发放工资，管理员只要点击“发

薪”即可完成对员工工资的发放；发放后可以按照人员编号或是发薪月份进行工

资资源的查询；同时可以对工资进行修改或是删除。 

（5）奖励管理：管理员添加员工的奖励资源，如员工编号、奖励原因、奖

励方法、奖励时间、备注一些资源就可完成对奖励资源的添加；添加下面可以查

看奖金资源列表中，可以具体查看，修改或删除资源。 

（6）人员调动管理：管理员添加人员调动资源，人员编号、原工作岗位、

新工作岗位、调动时间、备注一些就可以完成对人员调动资源的添加；添加后可

以查看其人员调动的列表资源，进行修改、删除一些操作，可以支持翻页功能。 

（7）简历资源管理：管理员添加员工的简历资源，如员工姓名、性别、出

生日期、学历、毕业院校、教育经历、入职时间、联系方法、工作经历一些资源

就可以完成对简历的添加；添加后可以查看简历资源列表，进行修改或是删除等

的操作，系统软件页面支持翻页；同时可以按照简历编号进行单个的简历查看。 

（8）修改密码：管理员登录可以修改自己的登录，只要原始密码以及新密

码还有新密码，确认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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