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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的许多企事业单位都逐渐开始了从传

统的管理模式向信息化、自动化的新型管理模式过渡。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已经逐渐成为企事业单位开始现代化管理的标志。如今，银行

在日常的业务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种类繁多，法律事务处理复杂程度逐渐变

大。因此，创建一个适应当前银行法律事务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综合考虑了系统的功能要点、技术实现以及实际运营情况后，确定了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方案。系统设计与开发以 J2EE 框架为开发和运行平台，我结合

当前形势下应用 广泛的三层架构模式，采用 JSP 页面技术进行实现，选择 JDBC

技术进行数据库的基本连接和处理。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典型的三层架构模式有

利于提高系统开发过程中的代码逻辑性和系统可扩展性，高效的数据库连接技术

有利于提高系统的数据管理效率。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功能模块具体划分为：

法务人员管理、法律文件管理、业务合同管理、法律咨询管理以及系统管理，并

且在系统各个模块划分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模块内部设计与实现。 

后期的系统测试表明，系统已基本满足系统分析阶段的各种需求，并且可以

稳定持续地运行。总体来说，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施不仅完成了银

行内部法律事务的信息化管理、大大简化了法律事务的管理流程，而且银行工作

人员也可以通过系统中相关信息平台进行法律素质的培养，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能力和法律意识。 

 

关键词：银行法律事务；J2EE 框架；JDBC 技术；三层架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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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unty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many domestic 

enterprise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begin to turn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into 

informatization, automation management mode which is new type step by step. 

Digitize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symbol of enterprise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beginning 

modernization management. Nowadays, banks in daily business involve many 

complex law questions,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w transaction processing is increasing, 

therefore, building up a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dapting to present bank 

legal work is very necessary. 

After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function main points,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cases, confirming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system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system are regarded J2EE as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platform, combines applying three layers framework 

mode widely used at present, chooses JDBC technology to conduct the basic linkage 

and disposition of database. On the process of system design, typical three layers 

framework mode is good to improve the code logic and system expandability on the 

process of system development, efficient database linkage technology is favorable to 

improve the databas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system. Bank law work management 

system modes are specific divided into legal personnel management, legal document 

management, service company management, legal consulting management and 

system management, and it conducts specific mode interior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n the basic of dividing system codes. 

After later system test, system has fundamental satisfied all kinds of 

requirements at system analysis phase and can stability conduct. General speak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ank legal work management system not only 

complete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of bank interior legal work management 

simplifying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law work greatly, but also the personnel of 

bank can cultivate legal quality though system relevant information platfor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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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mprove their business ability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Bank legal work ；J2EE framework ；JDBC technology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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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系统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需求的不断变化，银行法

律事务管理体系架构也不断更新，不断地提高了银行日常法律事务管理的快捷

化、人性化程度。经过不断的探索与改进，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的架构模式

已初步成型，有效地改善了银行内部传统的法律事务管理方式与手段，使得法

律事务管理更加轻便自动化，大大提高了银行法律事务的管理效率，节省了银

行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1]。然而，国内银行目前的法律事务管理体系架构还存

在很多的不完善，例如法律事务信息不能实时更新与监控、银行部门内部数据

无法快速共享、银行企业法律事务信息不能全面地进行数据分析等[2,3]。 

在计算机科学与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到各行

各业的管理体系中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今，银行法律业务种类繁

多，法律事务规模逐渐扩大，而且法律知识资源的分发与普及需求十分迫切，创

建一个银行法律事务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显得尤为重要[4]。 

银行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是银行内部管理的核心之一法律事务的合理化管

理是提高银行业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只有在日常的金融业务中处理

好法律相关的问题，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业务才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此外，银行

企业内部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银行工作管理系统中相关信息平台进行法律素质

的培养，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法律意识[5]。 

对于银行而言，将金融业务上具有法律效力的信息进行专业化管理，有利于

规避银行的金融风险，并对银行日常的业务管理起到引导性的作用，这对于银行

整体的运转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主要是针对银行日常业务中具

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等信息进行专业化的管理，防止银行因为法律相关信息管理不

当而造成业务上的纠纷。 

目前，国内银行企业已经初步实现了有关管理的办公自动化，但是在法律事

务的管理上还是有所欠缺。银行中已存在的法律事务管理系统在设计与实现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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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设计规范不一致、实现技术上的限制等，这些问题都成为系

统的开发与应用过程非常大的困难。在这种特别复杂的情况下，银行法律部门与

其他部门无法及时进行交流，不能及时掌握银行金融业务的实时动态；与此同时，

银行其他部门也不能及时获取法律部门的一些管理动态；这样一来银行管理层就

很难将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贯彻到整个业务流程管理中，无法将银行的管理工作

做到尽善尽美。在这样的应用背景下，一个设计良好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对

于银行企业的日常运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也是今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银

行法律事务管理进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原因[6]。 

建立完善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体系不仅有利于银行企业内部法律事务信息

的管理，而且有利于推进银行金融管理的改革、更好地保障银行日常业务的合法

进行，以便提高银行的核心竞争力。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将针对银行各项法律

案件进行详细的信息存档管理，并在相关业务流程中进行法律环节的审核工作，

实现银行法律事务信息的数据共享以及相关信息的快速检索、统计等功能。这样

一种管理模式的变革将不仅使银行内部的法律事务实现信息化管理，还可以提高

银行法律部门的事务处理效率以及法律事务信息的管理水平[7]。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以及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的信息管理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快捷简便的操作，可以完成繁杂的管理操作。信息管理系

统的广泛应用代表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也标志着我们逐步跨入了一个全

新的信息时代[8]。特别是在银行企业中，信息化的管理可以使得银行企业日常的

业务管理过程变得简单化、准确化、科学化。随着银行信息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

进，银行法律事务管理也是其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银行法律事务管理将为银

行的日常业务管理带来法律保障，使得银行可以合法地进行日常的金融活动[9]。 

银行法律事务管理逐渐进入了信息化的轨道，并且发展十分迅速，随着银

行内部法律业务的不断变更也不断进行系统的升级与改革[10]。国内很多地区的

银行企业都开始进行法律事务管理模式的变革，例如：中国建设银行于 2006 年

11 月 8 日将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运行，此后，其他大中型银行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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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推出了法律事务管理系统[11]。  

西方国家的信息化进程开始于上个世纪中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信息化

管理体制已经十分健全成熟。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也是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

成熟起来，可以处理银行内部基本的法律事务并且与其他部门进行信息交流，

而且系统运行稳定可靠[12]。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对于银行的业务管理活动起到

了很核心的作用，然而在多年的银行法律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也还存在很多较

为明显的不足。比方说银行法律事务管理中对银行内部的业务法律监管力度不

够、法律监管目标不够明确等。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研究者们在后续的管理体系发

展中，一直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13]。 

国内的银行法律制度与国外的法律制度相差很大，因此，我国银行前期应

用国外的那些发展成熟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成效不是很明显，在法律事务

处理机制上也稍显欠缺。尽管国内的银行都实现了法律事务的信息化管理，能

够提供法律相关数据信息的共享平台，银行内部的法律事务人员可以通过系统

进行自动化的办公[14]，但是，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在实际应用上中效率还不

是很高，系统在处理法律事务相关业务时适应程度不高，只能针对一部分的法

律事务提供专业化的引导辅助功能[15,16]。与此同时，系统的使用情况上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律师队伍整体的操作水平参差不齐，而且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对

于法律事务的认知程度还有不全面的地方，因此，我国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

统需要继续进行模式上以及技术上的革新，以改变目前的现状[17]。 

1.3  论文研究内容及结构   

本文将首先分析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的应用背景、国内外发展历程以及其

主要特点，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系统的研究现状介绍开发设计本系统的目的和意

义。此外，将依据银行法律事务管理业务流程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 终分析设

计出一个基于 J2EE 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全文的结构安排大致可以分为如

下几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章为绪论，重点将会介绍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的开发背景、选题意义、

国内外同类系统建设的概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J2EE 的银行法律工作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 

第二章为系统关键技术部分，重点将会介绍系统需要用到的技术方法及开发

工具平台等。 

第三章为系统分析部分，将对系统的需求从理论上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说

明，首先介绍系统的需求概述、然后将重点介绍系统功能需求、非功能需求，此

外还包括系统的用例分析。 

第四章为系统的设计部分，按照软件工程管理中规范的步骤，将对系统进行

结构设计和模块设计，并在前期设计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详细功能模

块以及系统数据库的设计。 

第五章为系统的实现，将针对系统的几个主要功能的实现进行详细介绍。 

第六章主要给出系统的测试用例说明。 

第七章为总结和展望，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指出系统实现的设计特点和实

现特性，并对系统分析与研究工作进行下一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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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键技术介绍 

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系统是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高度成熟以后逐渐兴

起的，因此当前形势下的银行法律事务管理的设计与开发一定要充分利用现代

化的信息技术和日渐普及的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本章将主要针对银行法律事务

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实现的过程中所应用到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分别包括：

J2EE 开发平台、JSP 页面技术以及 JDBC 数据库连接技术。 

2.1  J2EE 开发平台 

J2EE 包含许多组件 ，它是一套在传统应用开发的技术架构上有了很大改

进的平台架构，首先它在技术规范这方面非常的全面可靠，对企业级应用系统

的支持特别的强大；其次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在几乎所有的硬

件和操作系统的平台上进行操作，这种特性使得系统相关的系统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对于操作系统以及系统硬件的选取范围上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从长远一

点的角度来说它能够帮助提升系统的可扩展性，相对来说系统使用后期对系统

进行维护费用较低廉；另外它还具有编写一次，可以随处运行的特点；它是一

种现有的标准，已经运行的非常的成熟，标准的设计相当的完善；综上所述它

非常的适合业务量比较大的系统业务。 

Java 是一种坚固、安全、易于理解的程序开发语言，可以实现多平台之间

的程序移植，而且兼容性良好[19]。J2EE 包含许多组件，它是一套在传统应用开

发的技术架构上有了很大改进的平台架构，首先它在技术规范这方面非常全面可

靠 [20,21]，对企业级应用系统的支持特别强大；其次它可以在几乎所有的硬件和

操作系统的平台上进行操作，这就使得系统的用户在选择操作系统以及系统硬件

的过程中具有很宽的范围[22]。 

J2EE 框架把一些通用的、使用频繁的功能进行封装，可以进行子类的继承

或是接口的实现，通过这些 Java 特有的一些特性，可以使得编码更加具有逻辑

性和重用性[23-25]。这样一来，开发人员就可以在系统的业务逻辑上进行关键的

设计与分析，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系统开发周期，提高了系统开发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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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此外，Java 提供了类的思想，这样的一种编码模式，可以让开发人员尽

可能的少写代码，系统流程更加清晰明确，更加快速高效地开发系统。 

综合来说，J2EE 具有如下几点优势： 

（1）J2EE 是统一的 JAVA 开发平台，具有良好支持性以及强大功能的开

发工具，在整个项目进程中降低了程序开发的复杂性，有效促进了程序的灵活

性和可维护性[28-30]。    

（2）J2EE 的通用版本具有可操作性强、支持性广、可伸缩性等特点，随

着 JAVA 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J2EE 的版本也不断更新，去除了开发平台中

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不断完善和补充了整个框架体系[31]。      

（3）J2EE 框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可用性，程序开发人员在开发机器中部

署好稳定的开发环境，配置好相关信息，可支持现有的应用程序以及开发人员的

长期稳定的开发使用[32]。  

2.2  JSP 页面技术 

JSP 是 Java 服务器页面技术， 初由 Sun 公司提出的 [33]。JSP 页面技术是在

传统的 HTML 网页开发标准的基础上，插入其特有的 Java 脚本程序段和有关标

记语言等，形成了如今被广泛使用的页面开技术，JSP 的文件后缀名是.jsp[34]。 

使用 JSP 页面技术，可以使得系统开发人员将页面的展示功能进行标准化、

规范化。JSP 页面技术实现了网站页面的动态结果，所有程序的数据操作绝大部

分都是在系统服务器端进行的，系统通过网络传输进行数据的传递[35]。JSP 页面

技术标准提供大量的页面标记语言，大大降低了页面编辑的代码量，技术的可操

作性较强。JSP 页面仅仅只是进行页面的数据展示功能，在用户和系统之间进行

交互，如此一来，JSP 页面技术的使用，大大降低了用户对浏览器的要求，仅仅

是将系统底层的数据在页面上进行展示，而并不参与系统的数据操作行为[36]。 

JSP（Java Server Pages）页面技术将 Servlet 设计进行简化和分离，实现了页

面嵌套 Java 程序段的功能。JSP 页面进行用户与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JSP 页面

接收用户的请求，然后将请求转发给服务器，程序在服务器端进行详细的业务处

理和数据处理，然后将请求处理的结果发送给 JSP 页面进行结果的呈现[37]。JSP

页面插入的 Java 程序脚本段可以进行简单的数据库操作和重定向页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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