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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摘 要 

现代化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工操作和快递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良好的技术发展为快递企业等需要高科技技术作支撑的产业提

供了广阔的管理平台。当然，这些拥有快捷，高效优点的技术使得快递企业的工

作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快递管理系统是在开发平台、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上，设计的实用系统。该

系统能为快递企业提供丰富全面的信息。通过该系统，合理的整合资源，提高人

员管理效率，已达到 快速的货物配送。此次论文主要对系统的功能和结构进行

分析，强调了非功能性要求的重要性，并对其设计和实现进行了探讨， 后对此

系统进行实现和部分功能效果的展示。对快递管理系统的开发过程中的各种事项

和模块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其中包括对系统的需求分析，主要功能模块的设计，

具体数据库设计以及各模块的实现。在系统的设计中，结合系统本身的特点，本

文使用了一种基于 C/S 模式的系统设计思路，展示主要功能的效果图，并对其进

行了相应的改进使得其在有效性上、快速上都有所提升，基本上达到满足快递企

业的各方面功能性要求。 

 

关键词：快递管理 ；三层结构；JAVA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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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anual and expres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other high-tech industry 

provides a good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enterprise. At the same time, fast, efficient 

technology, greatly reduce the burde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on the basis of C/S based on this system, made 

some conforms to th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model, an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re discussed. Express management system goal, is in the computer 

network, database and development platform, design a set of application system 

reasonably, to provide accurate, fine for the enterpris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fast. 

The express management system, can be effective management, allocation of express 

delivery, achieve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xpress management system needs in the design idea, function module 

design, database design and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of each module and a variety of 

reusable in application, mad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In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thought 

based on the C/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 fast to it, basically meet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express enterprises in all aspects. 

Key Words：Express Management;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JAVA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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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与意义 

与其他物流比较来说，快递 的物品 运 输量与 其 相 比 存 在 货 运 量 非常知晓，货

物的重量由 100g 至 20kg 大小不等，但快递的在服务种类的多样性上占有更大的

优势，而同时在服务方式上也通常都是上门服务 ，即 上门收件和发件。其次，快

递相对于其他物流方式而言，时间 具有机动性和灵活性。根据快递的形式来分，

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家庭式快递、中小型制造业货物商品快递以及商务

快递。速度决定着快递行业的生死存亡，是快递行业存在的核心价 值 ，也是区 别

于 其 他 物 流 形 式 的 重 要 依 据 。就如目前在快递行业占有相对优势的联邦快 递，正

是其管理和高校的运作模式，再加之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有较 好的 交 通条 件和先 

进的信息 系 统，在 24-48 小 时内 ，邮 寄 的 快 递 可 以到 达全球各个 角 落 [1]。国 外的

快递 行业相对国内来说起步很早，发展时间较长，甚至有的 企业已 有几十年 的经 

验。80 年代末，中 国的快 递悄然兴起，经 过 10 几年的发 展，快递 行业的快速壮

大、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目 前，如 EMS 和中外 运，都纷纷涌现出很 多大 大小小

的快 递公司，同时，规模大小不一的民营快递企业也相继出现，发展到后期，资

金超过亿元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自 2001 年，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快递行业的春天到来了，国家对

快递行业是支持的。21 世纪初期，国外的快递公司大量的涌入国内，这就进一

步加剧了国内快递行业市场竞争的剧烈程度，国内快递行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

小，导致国内快递企业机遇和挑战并存。在上述时代背景和国际背景下，快递行 

业内的竞 争愈演愈 烈，而同时客户 对快递的要 求也在 逐 步 提 高 。高要求、高规格

的快递企业才能这个市场上立 足，高要求、高规格的快递企业所具有的特点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快递的时效 性、服 务类 别、快递的价格以及快递的服

务 质量和快递范围等[2]。快递的 时 限 性 和安全 保 密 的核心价 值特性决定 了其与 信

息技术息息相关的命运。现代化的快递企 业，都必须跟上信息化的步伐，即使该

快递公司拥有雄厚的财力以及较大的运营规模，搭建信息 系统平台都是必须必备

的。只有这样才能为 客户服务提供便捷、安全、快速的服务，否则 根本无 法在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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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市场生存。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时，快速发展 的 信息 技术也同样要求快递 业的

信 息流向 速度加 更加快递，客户可以实时的跟踪查看自己寄出的货物现在的寄送

流程以及到达位置，这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快

递行业提供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网络技 术和软件架构 技术的发 展。目前，互联网

的建设已在如火如荼的推进中，这使得所有的普通用户都能够通过接入 ADSL 网

络来查看快递企业公司对外的货物的运单信息[3]。互联网和软 件技术的 快 速 发

展，使得 历史悠久的、实用 的 C/S 这种模式，在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冲击下难以为

继，不得不做出改变。轻量级 的 数据连接 以及廉价 的互联网带宽使得应用系 统客

户 端在每一个中 小型的物理地 点都不再需要放置实 际 的 服 务器称为了可能，所有

的这些只要通过虚拟的网络就可以实现，这样就 大大降 低 了 系 统 的 设 计 成 本 ，

使得所有 营业点 都可以轻而 易举的与 所 有 营 业 点 相 连 接。 

现如 今的快递业现状：各快递 公司业务 的发展起步晚，都还处在初级阶段。

目前，在国内计算机的使用频率很高而且普及的程度也很广，然而让现 有 的用于

管理快递的系统的计算机水平只是仅仅限于替代手工作业的阶段，要想达到合

理、智能化的管理程度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现在这些技术体现出来的问题主

要有：不能 及时 解决车辆跟 踪、快件跟踪、基础运营 管理、订 单处理、业务分析、

费用处 理、客户结 算、仓储配送管 理等的功能的实现。同时，大多数国内的快递

企业都是从国外购买快递管理软件来对企业进行管理。所以，时事的发展也需要

我们具有完善的快递管理系统，专 心 于 对 快递 信息系统开发创新研 究，对快递系

统的创新开发研究符合我国国情同时快递企业的管理系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系统发展现状 

一些发达国家，如美日等，快递业的迅速发展取决于在快递管理方面的系统

发展很快，同时也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例如，日本在物

流方面的许多经验就具有世界的领先水平，尤其是它的集成化物流规划设计仿真

技艺精湛。这其中 体现这些技术的精髓的代表是 AIS 研究所研发的 RalC 系列

三维物流规划设计仿真软件具有人工技能技术；再如由美国物流公司Catepillar

所开发设计的 CLS 快递物流规划设计仿真软件。这个软件的优点在于利用其能够

模拟不同的快递仓储、库存、客户服务和仓库管理策略以及遇到的问题，同时对

这些管理和问题处理等相关性能基于成本的条件下进行评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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