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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作为投资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项目的策划、规划生

成和储备工作，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后劲做出贡献。但目前项目储备工作比较分

散，未统一部署，省发展改革委各业务处室出于工作需要，各自部署地方发改部

门上报或通过业主、规划等其它渠道收集相关领域项目，大多以 EXCEL 表格方式，

格式却是五花八门，项目包含的信息各有侧重，需要对各领域项目进行汇总时，

往往无法汇总全面，质量和效率都受到影响，也不便于分类、查询、制作分析报

表等功能的使用及信息共享。因此，利用现代网络及数据库技术，尽快开发全新

的适合发展改革系统的项目储备管理系统，对储备项目科学有效管理，简化储备

项目申报、数据上报流程，优化项目储备环节，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通过建设

全省各行业的省、市、县三级项目储备库及各专题数据库，可为各级管理部门制

定年度重点建设计划、中长期规划提供有力的依据和基础数据，为中央和省级预

算内专项资金安排提供项目信息资源。 

为此，本论文设计开发了省市县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本系统采用的技术

框架为.NET Framework 和 MVC 技术框架，JavaScript、ASP.NET、HTML 等技术在

系统前台得到使用，后台使用的技术为 C#、ADO.NET 和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

本系统实现了储备项目信息上报、项目分类管理、项目跟踪管理、领导查询管

理、报表查询分析、系统设置管理、其他辅助管理等七大功能。根据软件工程

一般设计开发流程，本论文在对项目储备业务需求充分分析基础上，完成了系

统软件结构设计、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以及系统实现。目前，这一系统已在

省发改系统及省直、市直相关单位应用，系统功能、性能均能符合各级单位用户

的使用要求，系统界面友好，功能实用，运行稳定、可靠，系统的运行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系统不仅实现了业务系统本身的应用需求，而且充分利用了基础平台

的功能，为今后应用系统的开发提供了架构标准，保证了系统的扩展性、延续性

和可用性。 

 

关键词：项目管理；储备系统；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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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As the investmental administration, the Developmental & Reform units hav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lanning and reserve of the project to sus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But the work of project reserve was scattered and 

not unified planned. For the operational convenience, departments of the Provincial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 respectively deploy local Development & 

Reform units to submit projects, or collect projects related form business entrepreneur, 

planning and others, but mostly by various EXCEL sheet format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oject focused on various areas. That results to uncomprehensive 

summarizing, unsatisfactor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uneasy classifying, querying, 

analysis, reporting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new 

system of reserve manag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by modern network and database 

technologies, in regard to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reserve projects, 

simplifying reserve project reporting, data reporting processes, and optimizing word 

of project reserving. At the same time, buildding the Three-Leve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 projects reserve database and various thematic database 

will provide a strong basis and foundation data for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to draw up annual plans for key construction, middle & long-term planning, and 

will provide project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al arrangements of central and provincial 

budget funds. 

For this reason, the project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of province,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is developped. The system uses the .NET Framework and MVC technical 

framework, JavaScript, ASP.NET, HTML and other technologies used in the system 

foreground and C #, ADO.NET and SQL Server 2005 databas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used in the system background. The system is provided with seven functions: the 

reserve project information reporting, project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project 

tracking and management, leadership query management, reporting query &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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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system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and other auxiliary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he paper carry 

out the system software architecture design, functional design, database design,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full analysis of business requirements of project 

reserving. At present, this system has been in 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 Reform 

units and other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units. The system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users at all levels, with the friendly interface, practical 

functional, stabl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achieving good results. The system not only 

achieves the business application needs of the system itself, but also makes full us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basic platform, that provides a framework standar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pplication system, and ensures system scalability, continuity and 

availability. 

Keywords：Project Management; Reserve System; Func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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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与意义 

1.1.1 项目储备工作现状 

发展改革部门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经济和社会发展

相关领域的统筹、规划等工作，同时作为投资主管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的主管单位，负责项目的策划、评估、审批（或核准、备案）及跟踪后

评价。其中，加强全省项目策划、规划生成和储备工作，对保持本省持续的发展

后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项目储备工作一直是省发展改革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且延续多年。但是，项目储备工作比较分散，未统一部署，省发展改革委各业务

处室出于工作需要，各自部署地方发改部门上报或通过业主、规划等其它渠道收

集相关领域项目，大多以 EXCEL 表格方式，格式却是五花八门，项目包含的信息

各有侧重，需要对各领域项目进行汇总时，往往无法汇总全面，质量和效率都受

到影响，也不便于分类、查询、制作分析报表等功能的使用及信息共享。由于省

发展改革委各业务处室管理的项目类型不同、针对具体项目关心的侧重点也不

同，同时既要满足省发展改革委各业务处室管理全省各级项目的日常工作需要，

也要满足设区市/县发展改革委（局）所属项目管理的需要，项目储备管理也存

在一定的难度。 

1.1.2 项目储备系统开发意义 

为建设高效的项目工作管理体系，实现全省项目的动态管理及项目信息共建

共享，促进项目实施，解决省、市、县三级各类项目的生成、储备、策划和项目

动态维护的工作效率，满足本系统部门各级、各业务处室的日常项目管理工作，

必须制定全省发展改革系统统一的安全、高效的项目信息综合储备管理系统，利

用网络及数据库对储备项目进行管理，简化储备项目申报、数据上报流程，优化

项目储备环节。这是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调动

基层部门策划生成和储备项目的积极性和便利性，又有利于省委省政府高层及各

级各部门单位领导直接掌握储备项目动态，以及具体落实的单位加强储备项目管

理工作，发挥储备项目在本省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和社会效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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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建设全省各行业的省、市、县三级项目储备库及各专题数据库，可为各

级管理部门制定年度重点建设计划、中长期规划提供有力的依据和基础数据，为

中央和省级预算内专项资金安排提供项目信息资源。 

1.1.3 项目储备系统开发的准备 

省发展改革委领导对开发项目储备管理系统高度重视，为推动系统的建设，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召开相关会议，落实组织机构和建设队伍，就储备管

理系统建设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为系统的设计、开发做了丰厚的前期积累，

大大加快了系统开发建设速度。业务处室提出项目规划，建立项目预备库，业

主单位提交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以省发展改革委已有的

省发改系统专网为依托，充分应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手段，促成覆盖全省的项

目储备、项目动态维护基本数据库平台的构成，并配合该单位日常工作重点，对

建设内容的不同性质，逐层逐步地展开详细规划设计，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实施，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完毕，早一些让人感受到系统给储备工作带来的便利。 

1.2 课题研究目标和内容 

1.研究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的业务需求、业务特点和应用场景，结合软件工程

理论将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的业务需求转换为软件工程系统功能和非功能需求。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研究软件工程 UML 用例图等工具的使用方法。 

2.基于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研究系统的设计工作，包括：系统

的总体架构设计、系统软件结构设计、软件功能模块设计，以及根据不同的数据

库软件而进行的数据库设计。在这个设计工作过程中，需要研究软件的功能模块

图、UML 时序图和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3.研究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的实现，主要包括：怎样将软件需求转换为程

序代码；怎样使用 Microsoft .net 和 SQL Server 2005 技术形成系统软件界面。 

1.3 相关技术简介  

本论文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等采用了 UML2.0 模型，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

采用了 Microsoft 的.NET、SQL Server 2005 的开发技术。本节主要介绍这些设计

开发技术及相关知识，为后续进行需求分析、结构设计等工作奠定技术基础。 

1.3.1  UML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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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许多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方法术语不统一、无共同标准的问题， 

Grady Booeh、Ivar Jaeobson、Jim Rumbaugh 等 3 位专家共同开发了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1]，从 1996 年发布 UML0.9 开始逐渐成为了可视化建模语言

的工业标准。UML 版本一再更新，目前已推出了 2.0 版本[2]。UML 主要用于软

件分析和设计，适用于数据建模、对象建模和组件建模等多方面的建模和设计。

UML 为软件开发提供了一个标准，有效促进软件开发团队的内部交流，提高软

件开发效率。 

UML2.0 包含 4 个部分内容：基础结构、上层结构、对象约束语言、图交换

标准。其中，需求的主体部分是基础结构和上层结构，在基础结构部分定义出核

心库，从核心库进一步扩展后，可定义出各种各样的元模型，在上层结构中复制

应用基础结构定义和扩展出来的成果。UML2.0 支持 6 种结构图和 7 种行为图，

结构图中常用的有类图和对象图，行为图中常用的有用例图、时序图、状态图和

活动图[3]。UML 的对象约束语言(Object Constraint Language，OCL)用于表达对

模型元素的约束，其表达式以条件和限制的形式附加在模型元素上[4]。 

1.3.2 .NET 开发平台 

Microsoft 的.NET，因它的易用性，高性能和高效率等特点，受到了众多软

件开发者的亲睐，成为目前主流的软件开发平台，已被广泛应用[5]。依靠 XML

等技术平台，Microsoft 的.NET 能够较好地解决实际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比如：系统的互操作性、集成性和应用程序的可扩展性实现难、代价高的

问题；软件系统的数据共享和软件集成的障碍问题 [6]。一些常用的流行的编程语

言，如 java、C#、C、C++、VB 等都被包含在.NET 平台内。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常常碰到不同软件之间数据共享及数据操作不便的问

题，导致客户体验差，而 XML 技术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一问题（XML 为电子数

据交换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格式[7]），终端用户一得到数据即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这是.NET 基于 XML 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8]。“为了使来自于各个站点和

企业的数据信息或服务能够整合到一起”是 Microsoft.NET 的设计宗旨[9]。因

为.NET 技术的出现，XML Web Services 将发展成为今后的主流计算模式。XML 

Web Services 是建立在 XML 规范数据交换基础上的软件技术模型，它们彼此之

间是独立，但同时它们又可以松耦合地联系到一个执行某特定任务的合作进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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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3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即结构化查询语言，其主要功能是建立不

同数据库的联系，并实现相互之间的沟通。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平台能够满

足各种类型的单位构建网络数据库的需求[11]。数据库中的数据更新、数据提取等

操作都可以通过 SQL 语句来实现。ANSI(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将 SQL 定义为关系

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标准语言。目前， Access,Oracle,Microsoft SQL Server, 

Sybase 等均采用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定义的结构化查询语言这一语言标准[12]。 

作为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平台，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使用集成的商业智

能 (BI)工具，可以为用户提供企业级数据管理解决方案[13]。数据引擎是方案的

核心，它的存储功能非常安全可靠，可以保证企业业务的高可用性和数据应用程

序的高性能。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还综合了分析、集成、报表和通知等功

能，便于企业构建和部署经济有效的 BI 解决方案，通过 Dashboard、记分卡、

Web services 及移动设备将数据应用推向业务的各个领域[1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具有以下特点[15]： 

1.可支持 XML 技术。Microsoft SQL Server2005 可以自动支持查询和存储可

扩展标记语言(XML)文件。 

2.具有很好的安全性。Microsoft SQL Server2005 采用了一个新安全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对象之间是能够分开的，并提供 fine-grainAccess 存取等

功能，且将所有系统表格当作视图处理。 

3.Transact-SQL 可再开发和升级。用户可以在 Microsoft SQL Server2005 基

础上进行技术开发或升级。Microsoft SQL Server2005 为这些软件开发者的行为

提供了许多新的语言功能。 

4.可供开发 Web 服务。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在数据

库层开发 Web 服务（SQL Server 就相当于一个 HTTP 侦听器），而且能够为网

络服务中心应用软件提供数据存取功能。 

5.提供报表服务功能。利用 Microsoft SQL Server2005 的报表服务功能，可

以提供报表控制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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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组织结构 

第一章，绪论。分析了本课题开发时的背景以及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在现

阶段的必要性和意义。对整个系统开发中所用到的核心技术进行总体概要性的阐

述，并对关键技术环节进行说明。 

第二章，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需求分析，论述系统要实现的功能模块。一

是介绍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的系统需求概述，二是详细地进行系统功能需求分

析（使用 UML 用例图等方式），三是分析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 

第三章，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的设计，总体介绍系统开发的流程和对系统

的主要功能模块进行设计和分析，包括功能模块设计和数据库设计，文字和图表

相结合。  

第四章，三级储备项目系统的实现部分，首先介绍了系统的建设环境，然后

详细描述系统的各个模块的功能实现，包括：界面设计和核心程序代码。 

第五章，论文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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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软件系统需求分析是软件工程项目最困难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

程，直接影响整个系统开发的质量。需求分析涉及功能、性能、运行环境、用户

界面、系统安全性、可兼容性以及容错能力等多个方面，软件开发人员需要通过

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取需求，识别、分析后建立目标系统的逻辑模型，并进

行文档化，最后再加以验证。如果能够较全面、准确地掌握用户需求将使软件工

程项目事半功倍，降低后续开发的难度，减小开发时长，节约成本。反之，一个

模糊、不准确的需求分析将严重影响软件工程项目系统后续实现、修补困难。因

此，在软件工程开发过程中，一定要十分重视系统的需求分析这一环节，回答好

“系统做什么”问题。以下将对三级项目储备管理系统进行具体的需求分析。 

2.1 业务过程分析 

2.1.1 业务需求概述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要求，经过研究论证，全省需要设立省级、市级、县级等

三级项目储备库。项目储备库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构建，由三级项目储备库逐级、

择优生成二级项目储备库和一级项目储备库。每级项目储备库分别按项目属性不

同划分为不同的专项储备库，还可根据不同的需求从专项储备库中提取组合成为

专题项目库。项目储备库需要省发改委相关业务处室、各级发改部门、项目业主

单位提供与项目前期、建设以及后评价相关的资料。 

这种分级管理的关系及项目的生命周期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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