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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校发展非常迅速。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师生人数

越来越多，新建教学、科研和住宿楼宇向规模大型化、结构复杂化、设施设备智能化方

向发展。传统的以手工管理、部分信息化管理为特征的高校物业管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

高校发展的需求。与社会化物业管理相比，高校的物业管理具有范围广、目标多元性、

管理难度大等本质特点。由于受行业性质、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等的制约，目前高校物

业管理与社会物业管理相比相对滞后，还存在观念转变不到位、盈利能力低、责权不清、

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的发展。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设计、开

发一个能满足高校物业管理需求，能实现高校物业管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高校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非常有必要。 

本系统是为了规范某高校物业管理工作流程、提高该高校物业管理效率而设计。在

设计过程中，采用了 ASP .NET 开发平台，构建了一个包括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

表示层三层架构的、基于 B/S 模式的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包括校园房产管理，

物业收费管理、水电动力管理、报修维修管理、环境绿化管理、环境卫生管理、校园安

保管理、校园停车管理、业主投诉管理、公告信息管理等功能模块。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不仅能够提高高校物业管理效率，还能够使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学校资源，达到资源共享

的目的。 

 

关键词：高校；物业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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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very quickly.It is embodied in that the scale of university is more and more big，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eacher is more and more huge，and the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ing and accommadiating buildings new created are to the large scale, complex 

structure, intelligent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It makes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s traditional manual or par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lready could not satisfy with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mpared with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i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wide range, 

target diversity, and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so on. Because restricted by the nature of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current property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s the idea transformation is not in place, the realty 

service enterprise profit ability is low, the right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enterprise are not clear, 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s 

low,and so on. This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proper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charaterized by 

digital,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t.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work flow,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iy,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een designed. In the system, ASP.NET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is based on B/S model and including the data access layer, business logic lay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laye. The functiones of system includes campus estate management, charge 

management, hydroelectric power management, repair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greening health management, security management, parking management, 

complaints management, publ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and so on. 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 not only improve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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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s the campus resources sharing.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perty management; 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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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校发展也非常迅速。主要体现在高校的规模越来

越大，师生人数越来越多，学校新建教学、科研和住宿楼宇正在向规模大型化、结构复

杂化、设施设备智能化方向发展。以手工管理、部分信息化管理为特征的传统高校后勤

物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高校物业管理的需求 ]1[ 。为了实现高校校园的规范化管

理、提高基础设施管理效率和延长基础设施使用寿命，我国各大高校纷纷加强后勤管理

改革，想方设法提高后勤管理效率。一些高校后勤管理处成立了房产管理中心、水电管

理中心、环境管理中心、安保中心等职能部门，一些高校甚至引进第三方物业管理，由

专业物业公司实施校园物业管理。我国高校的物业管理正在从传统的后勤自管自营模式

向专业化、社会化模式转变。 

然而，高校物业管理与社会化物业管理相比有其特殊性，具有范围广、目标多元性、

管理难度大等区别于社会物业管理的本质特点 ]2[ 。受行业性质、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的

制约，目前高校物业管理与社会物业管理相比相对滞后，在改革和实施上还存在不少问

题。如观念转变不到位，服务意识、水平欠佳；物业服务队伍知识老化、年龄老化问题

严重；高校物业服务企业盈利能力低，缺乏造血功能；政企不分，责权不清
]3[
；物业管

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等等。这些问题导致高校物业管理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广大师生日

益增长的物业管理需求，直接导致广大教职工及学生对学校相关管理部门意见较大，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的发展。 

要想解决高校物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减少高校后勤管理部门与广大教职工和学生

之间不必要的矛盾，除了相关管理人员转变观念、加强服务意识，建立健全高校物业管

理相关制度，大力建设管理人才队伍、明确责权、提高物业服务人员素质、规范化物业

管理等手段以外，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一个能满足高校物业管理需求，提高高校物业

管理效率，实现高校物业管理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管理的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管理

系统也非常重要。 

本系统是专门针对贵州师范大学物业管理而设计。目的在于提高物业管理效率和服

务质量。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采用了较先进的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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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平台，构建了一个包括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表示层三层架构的、基于B/S模

式的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不仅能够使贵州师范大学物业管理

人员从繁琐的手工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能够使相关部门及人员及时了解业主各种

需求，达到各种信息的及时共享，进而向广大师生员工提供准确的、及时的服务。本系

统将师生员工信息纳入管理，师生员工可以在第一时间查询与自己有关的物业管理费

用，可以实时向物业管理部门提交报修，也可以对物业管理部门进行投诉等。不像以前

需要亲自到后勤管理处相关管理部门填写申请表，接下来就是等待。物业相关管理部门

也可以通过本系统了解师生员工需求，处理报修和投诉、发布相关信息等。 

总之，本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很多问题都通过系统在网络上进行处理。给广大师生

带来了方便，提高了物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减少了业主与高校管理部门间很多不必要

纠纷和矛盾。同时，也便于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了解广大师生的动态和想法，发现自身服

务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依据。真正实现高校物业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

自动化和网络化，为高校健康和谐发展提供助力。 

1.2  研究现状 

1.2.1 物业管理现状 

当前，物业管理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管理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由

于起步较早，目前国外物业管理相对比较规范、物业管理服务分类比较细致、信息化实

施过程比较早，物业管理系统整体实施情况比较先进。 ]5[  

我国物业管理产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物业管理在推动我国城

市化和工业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目前，我国在物业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如物业管理企业资质水平差异较大，物业管理相关法律体系有待完善，管理水平有

待进一步提高等。 

1.2.2 高校物业管理现状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校在物业管理方面越来越重视，不少高校都建立

了自己的物业管理信息化平台，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目前高校物业管理与社会物

业管理相比相对滞后，在改革和实施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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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1）观念转变不到位，服务意识、水平欠佳； 

（2）物业服务队伍知识老化、年龄老化问题严重； 

（3）高校物业服务企业盈利能力低，缺乏造血功能； 

（4）政企不分，责权不清； 

（5）物业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 

1.3  研究内容 

鉴于各高校的差异性和高校物业管理的复杂性和目标多元性，设计一个能满足所有

高校需求的、适合所有高校使用的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几乎不太可能。本文将立足贵州师

范大学物业管理现状和实际需求来研究高校物业管理。 

本文设计的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拟达到如下目标：在分析、了解我国物业管理现

状和国内高校物业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以贵州师范大学物业管理为背景，深入调查贵州

师范大学物业管理需求，应用软件工程思想和信息化技术，研究与设计一个高校物业管

理信息系统。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将重点研究如下内容： 

（1）研究我国物业管理现状，了解我国物业管理目前的经验、模式、涉及到的技

术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为设计功能完备、适合高校使用的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做准备。 

（2）研究我国高校物业管理现状，了解目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以笔者工

作的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的物业管理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了解目前贵州师范大学物业

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系统分析和设计做准备。 

（3）研究典型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架构和功能，找出它们的优势与不足，作

为本文设计的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借鉴。 

（4）从高校业主、高校物业、高校物业服务机构的需求出发，对高校物业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分析。分教职工、学生、相关职能部门对校园物业管理的需求，分析高校物

业管理的对象，分析高校物业管理需要提供的服务及相关业务流程等等。为设计高校物

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以及技术实现策略提供支持。 

（5）对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和功能模块设计，研究系统的网络架

构和应用程序架构及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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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组织结构 

本文在介绍了“某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物业管

理现状、我国高校物业管理现状及主要工作后，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 “某高校物业

管理信息系统”的具体设计过程。具体组织结构介绍如下： 

第一章 绪论。主要介绍某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的背景、意义以及国内

外研究现状，阐述了论文的主要工作及组织结构。 

第二章 相关技术简介。对系统开发中所涉及的主要技术进行介绍。 

第三章 系统分析。主要对“某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可行性分析、业务流

程分析和功能需求分析以及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第四章 系统设计。首先简要介绍了贵州师范大学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原则，

接下来介绍了系统的网络架构、软件结构、整体功能的概要设计，介绍了主要功能模块

的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性能设计等。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对工作进行总结，指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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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系统相关技术 

本章将简要介绍系统开发所涉及到的主要技术，重点介绍软件架构，开发语言，和

数据库管理系统。 

2.1  软件架构 

信息系统开发模式先后经历了主机终端模式、文件服务器模式、客户机/服务器模

式(Client/Server C/S 模式)和浏览器/服务器模式(Browser/Server B/S 模式)。
]10[
目前使用

较多的是 C/S 模式和 B/S 模式。 

B/S 模式的软件系统通常采用如图 2-1 的架构。 

 

Internet

客户机1

Web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客户机N

…

客户机2
 

图 2-1 B/S 模式软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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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发语言 

ASP.NET 是 ASP 之后的版本，是一种基于通用语言的编译运行程序，具有强大

的可伸缩性和多种开发工具的支持，语言灵活，可管理性高，执行效率高，是目前最流

行的 Web 开发技术之一。 ]11[  

2.3  数据库管理系统 

从数据库工具的发展来看，目前主流的主要有 Oracle、Sybase、DB2 以及 SQLServer

四种。在系统设计中，我们拟使用 SQLServer 数据库管理系统。 

SQL Server 数据库是 Microsoft 公司推出的一种关系型数据库系统，目前较为流行

的版本是 SQL Server 2005 ]12[ 。 

SQL Server 2005 是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平台，使用集成的商业智能工具提供了企业

级的数据管理。目前在信息化系统开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4  建模工具 

在系统设计阶段，需要对系统进行建模。如在系统数据库概念结构阶段就需要建立

实体管理模型。在普遍使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的今天，统一建模语言 UML 使用较

为普遍 ]13[ 。 

2.5  本章小结 

本章简要介绍了设计高校物业管理信息系统所涉及到的主要技术，分别介绍常见的

软件架构，开发平台、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建模工具。在系统分析和设计中拟选用 B/S 模

式作为系统软件架构，ASP.NET 作为系统前端网站开发工具，SQL Server 2005 作为后

台数据库存储与管理工具。 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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