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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步入数字化校园建设的行

列。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多样化、扩大化。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的采集与应

用越来越重要。本论文以“选才、育才、用才、留才”为核心设计思想，设计

一套为教职工、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可以不断完善的、教职工真

正关心的、有实用价值的、便捷的信息服务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提高服

务的管理效率和水平，监控和优化服务的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在深入调研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需求的基础上，基于 J2EE 框

架，论文采用 MySQL 作为数据库，Eclipse作为开发环境，Tomcat作为服务器等，

针对厦门某高校特点，设计了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系统可实现高校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中的大部分功能，如机教职工信息，招聘管理及薪酬管理等。论文遵循

软件工程的规范，详细地描述地系统的分析、设计和实现过程。论文的主要内容

有： 

1、深入地调研了系统的建设背景和开发意义，在分析国内外建设系统的基

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建设目标和建设主要内容； 

2、采用面向对象分析技术，对系统进行业务分析、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

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物理结构、逻辑架构和软件架构等方面阐述了系统的总体

架构设计；并遵循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对系统的若干功能模块进行分析和设计。 

3、基于 Eclipse 平台，对系统进行开发，并采用流程图和界面截图的形式

做了系统的展示。 

目前本系统已运行在厦门某高校，系统稳定、准确、可靠，可以达到很好效

果，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和潜在推广价值。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J2EE；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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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entered the ranks of digital campus. Along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scales, the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university 

personne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dissertation uses “choosing person, cultivating person, using person, staying person” 

as the main design ideas, designing a set of university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for faculties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s to provide full life cycle, continued 

improvement, staffs really cared, practical value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which can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the service, monitor and 

optimize quality of the service.  

Based on J2EE framework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knowledge, 

using MySQL as the database, Eclipse a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omcat as 

the Web server and other related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university in Xiamen, this dissertation designs a set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The system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niversity personnel department’s business 

processes, involving most of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work, such as 

the staff information, recruitment management and salary administration. Following 

the specification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analysi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in detail.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ing: 

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truction system,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deeply were researched, then 

system construction goal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content were proposed; 

2. The object-oriented analysis technolog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busines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On this basis,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design of the system is expounded from the phys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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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logical structure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up to 

down, a number of functional modules are used for analysis and design. 

3. Based on the Eclipse platform, the system was developed, and the use of flow 

charts and interface screenshots are in the form of a system show. 

At present the system has been running in a university in Xiamen. The test 

results prove that the system is stable,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can achieve great 

effects, having some practical value and potential promotional value. 

 

Key Word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2EE;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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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和意义 

1.1.1 系统开发背景 

计算机及网络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迅速加速了世界经济人文信息化的进程，也带来

了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1]。若能在信息爆炸的世界经济时代掌握最先进的信息管理技

术，谁就能掌握行业乃至全球经济的风向标。对于现在的高校而言，可充分利用现代的

信息管理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高校内部通信手段，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内部机

构和教职工间沟通纽带。放眼国内，为了满足当下国内事业单位改革的需求，逐步使人

力资源管理趋于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以及人性化，所有高校都有必要建立起人事信

息管理系统。放眼国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高校通过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来处理内部

人事信息。利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进行信息管理可取得多方面的效果，包括最大程度的

节约需要投入到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力，财力及物力。通过内部信息数据的宏观统计

为高校重大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2]是指人力资源管理业务信息化，基于高速、超大容量的硬软件

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建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适应高校无纸化办公发展需求，使

人力资源管理各项事务逐步科学化和规范化，并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从原始复杂的人

工管理高劳动强度中解脱出来。 

    随着不断改革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多样化，高等学校不断加强在教育方面的力度，

更多的高校合并调整，办学规模逐渐做大，师资建设在当前高校教学竞争的形式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错综复杂特点。以往的高校管理中的人事管理在效率方面，

都不能适应目前人事改革。所以，迫切需从向人力资源开发转型，于此同时，管理手段

转变为数字化模式。互联网的发展为这一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高校进入数字化建设势

在必行，信息化时代将迎来人力资源管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依据学校特点作出适

当改变。建设敬业爱岗，提升教职工业务能力，高校结构调整，是完成高校各项工作的

任务，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和对教学水平的强力保障。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集全校教

职员工信息管理、薪酬的部分，这两个部分的管理在目前为止在每个高校当中都是重中

之重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结合特定的学校作出调整。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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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职员工信息管理、薪酬管理、数据统计、数据查询等为整体，并随着教学规模的扩

大而凸显重要。利用计算机，来提升工作效率，高校便捷的为各相关部门及时提供科学

的决策数据。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需要结合本校人事管理的特色，同时

以高校作为背景，来促进高校校园的数字化建设为终极目标。在因特网、硬软件等技术

的基础之上建设数字化校园平台，构建一个便捷、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能够实现

教职工基本信息的共享与高效的利用，把高校各职能部门的人事信息数据库和业务需求

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以适应学校教育改革的要求，

提升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 

1.2.1 系统开发的意义 

本次项目的建设将充分考虑学校的现状和对信息化建设的预期，在解决现有矛盾

的情况下，满足学校对人力资源业务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建设以“选才、育才、用

才、留才”为核心设计思想，在不断的完善的功能中，该系统真正入得了教职工的

眼、是个便捷信息服务系统。并且在信息化手段的提高，支撑服务的管理效率和管理

水平和监控、优化服务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围绕核心建设思想，将建设内容划分为三

个阶段： 

1、搭建人事基础资源平台，提供高效率的业务支撑 

以人力资源职能部门为主视角，覆盖教职工从招聘、入职、人事信息、职称、考

核、离校的全生命周期的业务管理，为人事业务的基础数据与资源、业务流程、协同

过程提供统一的平台，为上层的应用服务提供可靠的数据来源和业务支撑。 

我校已经构建了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包括：人事考核管理系统，形成了

良好的信息化意识，并积累了大量权威数据源，为后续的服务和决策提供了良好的数

据支撑。 

2、面向师生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打造服务中心 

突破业务部门与应用系统的管理边界，按照教职工的需求和业务特点对服务内容

进行重新组织，摆脱了教职工使用枯燥又乏味的的系统，增加了系统的实用性，而是

一站式、全生命周期、主动式、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各类用户能够便捷的获取到

各类系统深层的资源和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并充分考虑对未来移动终端的

支持等。 

3、支撑学校发展战略，提升信息化决策支持能力，建立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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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依赖于对服务与管理过程的数据分析。以选人、育人、留

人为主导思想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通过对各类业务数据的捕获，以及即时查询、分

析、综合报表、对数据进行预测和相关要的预警、评估等应用模型实时监控，了解办

理进度、业务负荷量，以跟踪、度量管理与服务的过程，提供决策支持。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多年来，大多高校在管理文件档案都是使用传统的人工方式的，这种方式存在很多

难以避免的弊端，如工作效率低、保密性差、差错性高等。长此以往，堆积大量的数据

和文件会带来很多麻烦，不仅仅在空间的存在不便，同时对于往后数据的更新和维护都

带来相当麻烦的操作[3]。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便捷性，人类已经意识到了其强大的

数据处理的高效和保密性，管理系统在人们的大多数领域上无可厚非，显著的作用让人

们越来越喜爱。而应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不但可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结构化、系

统化、而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促使高校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

的作用，从其萌芽到如今，更多的高校开始致力于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应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发达国家已经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人力资源管理及其配套系统

的幵发经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最早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4]，当时高校进行管理

是通过手工记录文档的方式进行人事档案及工资发放的。科技水平在当时不发达的情形

下，这样做费时费力。因此为解决这一难题，随即产生了结合计算机技术的第一代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然而，由于计算机技术和硬件条件和需求的限制，所以用户非常少，而

当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主要任务就是计算职工薪水等操作。第一代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处理的数据还不包括非财务信息，诸如，教职工基本信息、人事调整信息等。而且，

也没有薪酬管理的历史信息，更没有报表的自动生成以及统计分析数据的功能。但是，

它的出现为后来的人事信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直至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第二代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才发展起来[5]，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的推广和应用主要是因为近年来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此同时数据库技术也随之而

上，在操作和存储上的可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第二代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更多的考虑

到了人力资源管理对于非财务信息以及报表打印的需求，从而加入了可以支持非财务信

息的操作，在这可执行性的操作上，对于报表的自动生成还有数据的全方面的分析都有

很大的成果。由于在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开发者都是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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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专业的特点使他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和理念没有过多的考虑，因此在非财务数

据信息的整理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重大变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6]，第三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已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信息系统，针对在管理方面上的思想和理念有相对应比较高的

要求。从实际角度看，面对市场竞争的需求，充分考虑了人为因素，如何吸引留住人才，

鼓励教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事关高校办学的成败。因此实现功能完善、可靠

实用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目前所有高校追求的目标。 

    国外的专家学者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一方面上的专研相对于国内来说比较早[7]，

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的高校是很看重自己学校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研发。在一些

名校重，他们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来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一个

开放性的系统，能多信息流、多数据流以及多业务流融合的一些功能要点，充分的体现

出人力资源管理目标。一些常青藤高校己经这样做了，比如哈弗大学等。 

    国内差不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高校人事资源管理系统进行研发，在对国外先

进的管理思想及理论知识进行学习和消化后，结合国内高校特点展开了一定的研究[8]。

但是国内的水平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一些关键性的研发和应用还落后于一些发达的国

家。其主要表现在应用的领域比较有局限性、水平较差、应用层次较低、效果不甚理想

等诸方面。尽管目前存在这些问题，然而，更多的高校还是看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优势，它们结合高校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始引入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以加强和深

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利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可以为使用者提供便捷的查询方式和

充足的信息，幵发并应用一套既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又能满足实际环境要求的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则是实施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重要途径，能够使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

注于人事资源的发展和规划。国内高校的管理系统模式正在从以物力为中心的管理转向

以人力为中心的管理，他们已经发现和认识到人力资源才是所有资源的关键。结合这些

现状，国内出现了一批软件公司，它们相继幵发出独具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

东软、用友、奇正、金蝶。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软件公司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也是借

鉴国外比较高端的管理理念，再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开发出相对应的管理软件。根据不

一样的需求还有一类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为定制化的产品，这一类的产品在国内的软件公

司或者大型的公司都很是需要的[9,10]。 

    当前人事资源管理信息化情况可以概括如下：大部分高校人事资源管理部门都使用

计算机管理日常事务，而其软件使用质量差别很大。单位上编写的小软件占了一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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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购买了通用的人事或者人力资源的相关软件产品；还有一种是专门委托计算机

软件公司为其定制开发相对应需求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运用计算机软件来进行人力资

源管理，在新新时代的前提下很少公司企业是没有采用的。随着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上

越来越重视，一些高校要求使用或正在使用具备人事资源管理思维的软件，利用“互联

网+”的发展，想进一步提高人事资源管理的水平。而且目前高校对人事资源的需求能

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在人事资源信息管理实现数字化模式，提升人事资源管理部门的效率。人事

资源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管理员工的信息、薪酬管理、培训招聘、奖惩测评以及人

事调动等。这些事务往往需要占用人事管理人员很大的精力来完成。手工操作及其低下，

另一方面也容易出错。 

    第二，规范并进行业务流程的完善，并实现人事部门与高校教工的交互和协调。当

把管理者从复杂的事件中解救出来后，他们期待再进行人事管理业务流程的规范。如何

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时，把人力资源管理的先进思想融合到系统中去，已成为评判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的重要参数。 

    第三，人力资源管理者为高校和教职工供给增值服务和相对应的服务。从发达国家

的成型的管理模式来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经历了从“人事管理”向高校人事的决策支

持和资源战略规划的发展历程。未来对于人事部门来说，如何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是人

事部门的工作，同时这一样也是未来要发展趋势。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本系统主要是针对目前高校的基于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缺点提出了新的基于浏览器/服务器模式（B/S）的架构的系统。在系统的分析和实现过

程中，釆用基于的可视化建模技术，同时参考的软件开发过程相关方法，使用 Tomcat

为服务器，MySQL 作为数据库服务，Eclipse 作为开发环境。系统主要提供高校教师基

本信息、薪酬、入职、招聘、调动、退休管理等功能。 

论文遵循软件工程规范，详细地描述了系统分析，设计及实现过程。论文的主要内

容有： 

1、深入地调研了系统的建设背景和开发意义，在分析国内外建设系统的基础上，

提出了系统的建设目标和建设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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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面向对象分析技术，对系统进行业务分析、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分析；

在此基础上，从物理结构、逻辑架构和软件架构等方面阐述了系统的总体架构设计；并

遵循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对系统的若干功能模块进行分析和设计。 

3、基于 Eclipse 平台，对系统进行开发，并采用流程图和界面截图的形式做了系统

的展示。 

1.4 论文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五章，各章内容描述如下： 

第一章主要是在介绍系统的开发背景和意义，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的发展动态，同时对该系统也进行了比较简洁的描述。 

第二章主要结合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需求，从各个方面对本系统进行分析，

包括系统功能需求分析、系统非功能需求分析等。 

第三章是系统设计，在阐述系统设计原则基础上，从物理架构、逻辑架构和软件架

构等方面描述了系统的总体设计，并遵循自顶向下的原则，阐述了核心功能模块设计，

主要包括教工信息的管理、考勤管理、招聘管理、薪酬管理等。 

第四章是系统的具体实现，通过页面截图、数据分析等描述系统若干模块的详细设

计及实现。 

第五章主要是对本系统进行总结和未来趋势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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