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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工作效率日益提高，车辆管理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势在

必行；同时中央发布的机构改革、企业改制等政策影响，要求车辆部门精兵简政、

减少日常经费开支、充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社会对车辆管理部门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某公司对车辆管理提出的高要求，推进车辆管理体系

建设、提高车辆管理集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某公司的车辆管理系统应运而生，

帮助解决某公司车辆管理的实际问题，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本文探讨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相关技术，利用 GPS 全球定位

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对车辆进行定位、导航以及跟踪，通过 GPRS

实时传输到系统数据库中，采用 B/S（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架构进行部署，结

合 GIS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直观展示地图上的相关数据，实现了车辆准确实时定

位、动态分析应用、图形化展现的三位一体管理功能。本系统构建公司车辆从购

买到运行、监控及预警、保养及维护、处置及报废全过程、全业务的信息化管理，

实现公司车辆资源管理的全面统筹，实现公司车辆管理的可控、能控、在控，满

足车辆资源的集约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公司一般公务用车、生产

经营管理用车、送货用车的精益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车辆管理系统；GP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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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work efficiency is increasing, it 

is imperative to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vehicle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e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releas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other policy, asked the department to reduce the daily expenses, have better troops 

and simpler administration,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resources, the society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vehicle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 order to meet 

the high demands of vehicle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be created to help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f vehicle     

management reduce management costs and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This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a company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the use of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or vehicle position, navigation and tracking. Using GPRS and 

B/S (Browser / server mode) architecture to deploy the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latform to visually display the relevant data, re-

alize the vehicle accurate real-time positioning, dynamic analysis, graphics display of 

the trinity management functions. The system constructs the system from the  pur-

chase to the operatio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vehicle maintenance,   dis-

posal and scrap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whole busin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achieve the company's vehicle management and vehicle resources intensive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mprove the company general official vehicles,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vehicles, delivery vehicles lean management level. 

 

Key Words: Vehicle Management System; GPS;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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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信息时代，科技日益发达，车辆日益增加，企业对公务用车的管理需要从

传统的纸质管理转化为信息化管理，利用现代信息系统技术实现对企业公务用车

的有效安排和合理布置，从而降低用车成本，提高车辆使用率。 

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给传统的车辆管理方式带来较大的压

力。因此，机关单位、企业的管理层高度重视车辆管理工作，随着车辆资料价值

的积累和提升，政府以及社会都对车辆管理提出了高要求，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对

车辆管理的提出高要求，推进车辆管理体系建设、提高车辆管理集约化、规范化

和标准化是夯实车辆管理的客观需要。车辆管理工作标准化作为基本，信息化管

理为方式，着力构建科学规范、集约高效、保障有力、服务优质的车辆管理工作

新格局。同时中央推出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着力整治公务用车乱象，切实

有效的建立起车辆管理体系，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必须从自身出发，积极响应

政策，做好精兵简政、减少车辆开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的工作，确保企业车辆

管理有序、合法、高效的进行，塑造良好企业用车形象，提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1]。 

以车辆管理以系统功能全面覆盖和数据全面支撑为主线，以车辆管控为工作

重点，不断深化车辆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积极推进车辆管理体系建设，实现

信息化对车辆管理体系建设的支撑，充分利用公司信息化建设现有成果，结合单

位实际情况，全面建成横向覆盖车辆管理全业务、全过程的车辆管理系统，并实

现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数据与业务集成，实现对车辆管理全覆盖、运行全过程、安

全监控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形成车辆管理的综合服务应用，全面支撑某

公司车辆管理工作。 

构建公司车辆从购买到运行、监控及预警、保养及维护、处置及报废全过程、

全业务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公司车辆资源管理的全面统筹，实现公司车辆管

理的可控性、能控性，满足车辆资源的集约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

公司一般公务用车、生产经营管理用车、送货用车的精益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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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的车辆管理模式大多采用的是 C/S 结构，在传统的车辆管理模式

中，程序如果要访问本地数据库只能管理解决本地的车辆，无法实现其他地区所

有车辆信息的共享，并且车辆经常流动，地理位置不断变换，要想获得其他地区

的车辆信息地理位置不是传统模式能够胜任的。显然，这种传统的车辆管理模式

已不能适应当今汽车业的发展。国内车辆管理系统信息化的时间比较短，多数是

采用客户端应用程序访问本地数据库的方式，各个地区的数据库信息就无法实现

共享统一管理。  

国外车辆管理系统发展时间长，技术日趋成熟，能够对车辆进行有效管理，

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纸质的消耗，而且可靠性相当的高。国外车辆管理系

统采用的网络技术来实现各地之间的信息共享使得整个国家的车辆信息得到了

统一的管理，并且国外的信息采集也做到了快速高效。 

B/S 模式的车辆管理系统具有自身的特点：  

1. 方便性。通过浏览器，管理员可随时登录网站查询企业车辆的用车情况，

基本信息包括违章记录及处罚情况。 

2. 快捷性。企业车辆管理员不再需要搜索记录文档来查询车辆的相关信息，

只需在网站上搜索即可完成，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人力。 

3. 操作简易。只要有账户密码即可登录浏览器随时访问。进行相应的功能操

作。 

4．管理便捷。派车操作简便快捷，派车后有短信通知公出人员和出车司机，

随时做好派车准备。 

1.3 论文研究内容和结构 

本文首先通过对车辆管理系统现状分析，查阅相关参考文献，并对国内企业

车辆管理系统的发展现状，开发适合本企业的车辆管理系统帮助管理人员完成日

常工作中的车辆信息管理和数据统计，提高公务用车的工作效率，节省公共资源。

其次根据实际需求，对企业车辆管理系统进行分析，完成系统需求分析。在理解

和掌握企业用车需求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整体设计，分析系统架构，为系统的进

一步开发奠定基础。再次以企业用户的需求分析来制作流程图，充分的考虑可能

出现的各种情况，使系统能实现企业的需求。最后以一些具体的实例进行系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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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通过系统的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来对系统的可用性与稳定性等进行验证。本

文所述系统主要是基于 B/S 结构，采用 Java 语言，Oracle 数据库等技术实现某

公司车辆管理系统的研究与设计。本文介绍了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开发的背景及

意义，阐述了系统的需求分析、功能设计和系统应用环境等内容。 

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现状、论

文研究内容和论文的组织结构。 

第二章，系统分析阐述了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对车辆管理系统

的目标需求、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并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章，系统设计根据需求分析对系统的体系架构、系统核心功能模块、数

据库等设计。 

第四章，系统实现主要阐述车辆运行管理功能实现过程。 

第五章，对车辆管理系统设计的特点和优势进行总结，同时也指出了系统的

不足，需要后续加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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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分析 

本章将在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某公司实际用车需求、功能性需求及非功

能性需求进行深入分析，为后续设计实现提供数据支撑和实现要求。 

2.1 现行系统调查 

现行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以系统功能全面覆盖和数据全面支撑为主线，以车

辆管控为工作重点，不断深化车辆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积极推进车辆管理体

系建设，实现信息化对车辆管理体系建设的支撑，充分利用公司信息化建设现有

成果，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全面建成横向覆盖车辆管理全业务、全过程的车辆管

理系统，并实现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数据与业务集成，实现对车辆管理全覆盖、运

行全过程、安全监控的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形成车辆管理的综合服务应用，

全面支撑某公司车辆管理工作。 

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从购买到运行、监控及预警、保养及维护、处

置及报废全过程、全业务的信息化管理，实现公司车辆资源管理的全面统筹，实

现公司车辆管理的可控性、能控性，满足车辆资源的集约化、标准化、规范化管

理，全面提升公司一般公务用车、生产经营管理用车、送货用车的精益化管理水

平。 

2.1.1 系统用户群 

某公司车辆管理系统的总目标决定了本项目的主体服务对象是办公室领导

决策层、业务管理层和业务应用人员。车辆调度系统的建设初衷也是为了机关办

公室领导决策层可以利用该平台更科学的做决策、业务管理层通过该平台充分提

高管理效率、业务应用人员通过该平台可以更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

量，根据市局公司单位的组织架构以及车辆管理用户群组结构可以划分为：领导

决策层、业务管理层、业务执行层、运行保障层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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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系统用户群分析描述图 

 

不同层用户各自的职能各不相同，系统所呈现给不同用户层的功能和展示

的界面也各不相同，在每一个层次用户群中，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分工的不同，

又划分为各个用户组，每个用户组拥有与本工作职责相关功能。 

2.1.2 系统功能调查 

为确保系统功能满足日常用车需要，保证车辆管理高效到位，为此展开了系

统功能调查，以发现系统是否满足所需功能要求。 

1、软件操作界面要一目了然，简洁方便易用；  

软件功能操作将考虑各单位车辆管理使用习惯为原则，以方便某公司使用为

目标。 

2、车辆监控功能要精确实用，警示提醒功能要完善； 

对车辆超速、超区域行驶、车辆停放等车辆监控功能，警示和提醒要做到精

确达到实用。警示提醒功能可以在系统监控平台进行高亮显示，同时警示提醒记

录并有统计和导出等功能。 

3、统计分析功能要规范适用； 

车辆违规运行，加油、维修等成本数据可以实现分析统计，车辆基础资料、

运行保障层

领导决策层

业务管理层

业务执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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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费、维修费和保险费等记录导入。 

4、系统分级管理、使用、维护要形成规范、要及时到位。 

系统权限进行分级管理，所有信息维护分角色进行管理。系统的使用和维护

参照规范，保证系统稳定。 

该系统要实现车辆调度、车辆实时监控、地理基础数据建设、车辆基础管理、

车辆成本管控、系统分级管理和使用规范化管理六大功能。确保系统真正能用到

实处，用的有价值。 

2.2 数据采集需求 

车辆以及相关基础数据是车辆管理系统的基础，是系统最关键、最核心的

部分。我们既要求数据录入与处理要正确与及时，因为错误的数据会导致系统

输入错误或无法使用，使系统失去操作意义，同时要求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

性，还要求数据的共享性和独立性，能够使各个子系统独立的运行，若通过人

工手段进行数据交换，也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本系统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系统管理员初始化的基础数据，

可以从本车队资料库中调取数据(如车辆基本信息，用户信息，车辆费用信息

等。二是在系统的应用中，由车主，司机和管理员所提交的数据，是数据的主

要来源。该车辆管理系统因包含多个用户，各个用户的功能不同，因此不同用

户实现其具体功能需要不同的数据，首先对数据进行分类管理，调查数据可分

为： 

1、系统的输入数据：主要是车辆基本信息记录和派单状态信息等基础数

据，基础数据管理包括代码库、车辆信息数据、驾驶员数据管理，填写派单数

据；  

2、系统的输出数据类（主要是车辆、车主、违章信息、派车状态、地理信

息定位各种信息表）； 

3、本系统产生的数据类。然后进行数据整理，对每项数据按业务过程进行

分类编码，并理清数据的字长和精度，在从业务最终报表的输出数据开始，找

出表中每一项数据的来源，再找出其来源的来源，一直找到其原始数据、原始

统计数据或原始凭证。最后对数据属性进行静态特性分析和动态特性分析。静

态数据主要是用户编号，用户名称，车辆编号，车辆名称，车辆基本信息，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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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员基本信息等 动态数据有用户提交的反馈信息，管理员对车辆、用户申请以

及驾驶员信息修改的信息等内容[2]。 

2.3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车辆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主要是对车辆管理系统的不同层次的人员所

需要的功能进行分析。让系统的开发前能够充分的考虑到各个层次人员的需求，

使用户在使用系统时能根据用户的级别得到不同的信息。 

2.3.1 业务流程分析 

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分析车辆运行调度管理业务流程和 GPS 车辆实时监控

流程。 

1、 车辆调度管理 

车辆调度管理功能包括用车调派（调派流程）、用车调派查询，对单位用车

进行流程式审批，并可查看单位派车明细。同时支持短信审批与短信通知，方

便公司员工用车申请与审批。 

某公司本部车辆调度流程分为普通调度流程、快速通道流程(含派车单补录)

两大类。 

（1） 根据用户的需求，快速通道流程如图 2-2 所示 

图 2-2车辆调度管理快速通道流程图 

开始

填写用车单

分管领导审批

车辆调度

车辆回归

满意度评价

结束

是否通过

不通过，
重新申请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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