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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IT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呈现

出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信息化已然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竞争力要素。作为企

业信息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OA 系统建设同样越发受到重视，其开发的前景性和

紧迫性日益突显。研究如何利用一系列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和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

基于工作流概念，建成全面、高效、安全的信息处理和使用系统（即 OA 系统），

打破“信息孤岛”模式引发的内部协同管理的瓶颈，帮助企业切实提高科学管理

和决策服务的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某基层地质勘查单位内部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在可行性分析的基

础上，应用成熟的计算机技术和 Internet 技术，为该单位开发 OA 系统。该系统

基于 J2EE 体系结构，采用目前较为成熟的 Internet/Intranet 方式，即 B/S

（Browser/Server，B/S）架构，最终实现公告通知、公文管理、申请审批管理、

人事管理、项目管理、档案资料管理、即时通讯、网络课堂、个人日程安排管理、

系统管理等十项功能模块。此外，还将采用 Axure RP 软件完成该系统原型设计工

作，为后续系统搭建提供可视化参考。 

本文从课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着手，在对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进行综述的基

础上，详尽分析课题设计的用户需求和总体设计，阐述了系统详细设计、实现与

测试过程。 

 

关键词：OA 系统；J2EE；地质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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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IT technology,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were surging forward with great momentum.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enterprises’ competitiveness.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enterprises’ informatization process, the OA system 

construction also ge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prospect of its development and 

urgency i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how to make 

use of a series of modern office equipments and advanced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fficient, and secur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system (i.e. the OA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orkflow. In this 

way, we are able to break the bottlenecks of internal coordinated management caused 

by "information isolated island" model, and help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ervice.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meet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needs 

of a certai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e are going to apply mature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OA system for the unit. Based on J2EE Structure, 

the system adopts a comparatively mature Internet/Intranet –B/S Structure, in order to 

finally accomplish ten function modules, including notice, document management, 

application for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archives management, instant messaging, network classroom, 

personal schedule management, and system management. In addition, it will be done 

with Axure RP software achieving prototype design, thus providing a visual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es both from home and abroad,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this thesis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user requirements and the overall design, and elaborates on the system’s 

specific design and testing. 

 

Keywords: OA System；J2EE；Geological Prosp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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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特别是在“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的战略决策以来，我国的网络通讯技术、IT 技术、多媒体应用技术等呈现出跨越

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

的加剧，全球性的网络化、信息化正改变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也正影响着每个

国家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

基础和关键[2]。 

企业信息化是指企业在生产和经营、管理和决策、研究和开发、市场和销售

等各方面全面应用信息技术，建立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通过对信息和知识资源

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调整或重组企业组织结构与业务模式，不断提高生产、经营、

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竞争力的过程[3]。所以，

企业能否及时获取、掌握信息，能否高效、准确的对信息作出反应，已经越来越

成为企业决胜市场的重要竞争能力之一。而作为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一个基础性、

关键性环节，办公自动化系统（Office Automation, OA）的兴起、发展及演变不仅

是企业信息化管理理念在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更是企业信息化建

设的历史必然，发展前进道路上的强劲助动力。 

此外，自个人计算机诞生以来，围绕其蓬勃发展起来的 Internet 技术、多媒体

技术、诸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语言处理系统等系统软件技术以及诸如

图文处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考勤管理系统等应用软件技

术等的大力推广应用，成为成功帮助企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信息处理效

率，降低人工出错几率，优化环节流程，节约费用成本，提高管理品质的“有功

之臣”。故此，内外部发展潮流的驱使，管理者思维模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更新

换代，无不为探索、研究并推广 OA 系统创造了一个良好而舒适的立体环境。 

以本课题所研究的某基层地质勘查单位为例：该单位作为属地化管理的，国

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在专业技术、装备及人才等方

面得以长足发展，自动化办公设备普及率、文档图件矢量化率及内部局域网的覆

盖率、文字处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针对单一管理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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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使用率等均达 100%，但其内部协同管理的技术、方式、方法依然停留在

较为保守的“纯人工”阶段，仍采用“信息孤岛”模式处理日常管理工作中产生

的大量数据信息，从而导致办公效率低、效果差，而且难以突破时间、空间上的

局限，降低并控制人为主观因素造成的错误和延时，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实时有

效的决策、执行、监督与反馈等管理行为，这也无形中成为制约该单位健康长远

发展的瓶颈。虽然，目前市场上国内外成熟的 OA 系统产品非常丰富，但专门针

对该类型单位的实际需求而单独开发的产品较少，再者该类单位对信息保密与安

全具有较高要求，导致无法直接在市场上购买现成成熟的产品。所以，依据此类

单位的工作特点及发展实际，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研究设计

一套有针对性的 OA 系统，促使该单位真正实现办公自动，切实提高办公效率和

决策质量，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将为其他地质勘查兄弟单位

建立并推行 OA 系统提供一定的借鉴。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办公自动化系统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基于工作流，使企业内部人员

高效协同工作，提高办公效率，进而实现办公自动化处理的系统。我国在第一次

全国办公自动化规划讨论会上对 OA 系统的定义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部

分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各种现代化办公设备中，由人与技术设备构成服

务于某种办公业务目的的人—机信息处理系统[4]。 

自 20世纪 50 年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并兴起，到 70年

代后期逐步演变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以来，OA 系统在国际上的发展大致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50年代初——80年代中期，第一代 OA 系统主要以数据为主要处

理内容，实现个体办公自动化。国际上大型计算机企业的激烈竞争，大大推动了

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升，操作系统的更新换代及相关办公软件的升级，诸如文字

处理软件、电子表格软件、数据库软件在功能上的开发创新，为该阶段 OA 系统

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软件环境。第一代 OA 系统的主要特征为：以个人电脑

和相关办公套件为工具，以结构化数据为处理和存储对象，主要强调对数据的计

算及统计能力，主要实现数据统计和文档协作的数字化，使得办公信息载体从传

统的纸质逐渐过渡到电子介质，以此实现个体办公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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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 80 年代末——90 年代中期，第二代 OA 系统主要以 Internet 为中

心，以非结构化数据的信息流或工作流为主要处理内容，实现工作流程自动化。

自 TCP/IP 协议被作为全球网络互联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将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计算

机相联接，采用“瘦”客户端、“胖”服务器的模式，利用浏览器、电子邮箱及个

人即时通讯软件实现快速、准确查询和交换信息数据后，彻底冲破第一代 OA 系

统所形成的“信息孤岛”的束缚，真正让群体协同办公成为可能。第二代 OA 系

统的主要特征为：围绕 Internet 为中心，以非结构化数据的信息流或工作流为主要

存储和处理对象，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综合性、规范化、开放性及拓展性的基础管

理平台，大大提升了办公的效率和质量，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得到了一定增强。

但是，这一时期的 OA 系统操作复杂，开发投资成本较高，并且缺少对知识的管

理。 

第三阶段为 90 年代末期至今，第三代 OA 系统依然围绕 Internet 为中心，但

是集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存储和加工、使用和提炼为一体，以知识为主要

处理内容，实现对知识的管理。全球经济一体化雏形的形成预示着知识经济时代

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企业办公的主要内容悄然地从对简单文件

处理和行政事务管理，快速拓展到为了实现整个企业最终战略目标所需要开展的

各项活动上，这就促使 OA 系统具备知识管理的功能，即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提

取正确有效的管理信息，同时在恰当的时间，将这部分管理信息快速准确地传递

给需要它的人并加以高效利用，避免重复工作，最终产生经济效益。第三代 OA

系统的主要特征为：以企业的基本信息作为底层支撑环境，通过设计构建 Web 应

用等各种方式，获取、存储、提炼和更新知识，帮助企业利用外部有效信息管理

内部经营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实时动态跟踪反馈的管理目标。此外，企业

里每位职工都能够在协作办公中获得所需信息并据此提升自我综合技能水平，进

而帮助企业完成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目标，最终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自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之后，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模式、技术以及

与之相配套的软硬件设备被快速引入国内并得以推广应用。正因如此，我国自七

十年代末提出办公自动化概念以来，办公自动化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办公自动化

新产品不断的出现，办公自动化的内涵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5]。总结分析我国 OA

系统的发展历史，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80 年代初期——90年代末，主要以文件型 OA 系统为代表。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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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时间的认识、摸索及试验，以 1985 年全多第一次办公自动化规划会议的召

开为时间节点，我国的 OA 系统才开始得以起步发展。这一阶段的 OA 系统主要关

注个人的工作行为，利用计算机及较为简单的文字、数据处理应用软件完成文档

数字化工作，即所谓的“无纸化办公”。此外，随着国内网络经济的到来，政府、

科研院校和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事业单位开始尝试搭建网络并建立起专属的邮

件系统，同时借助 Lotus Notes 等平台进行初步的应用开发，简单的工作审批及流

转得以初步实现。 

第二阶段为 2000 年——2005年左右，主要以流程型 OA 系统为代表。全球化

的这一趋势无疑将对现有的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产生巨大影响，也将

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6]。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国家确立了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政府部门加快推进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国内企业对外不断

寻求合作伙伴的同时，对内挖掘管理潜力，优化管理流程，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管理效率，等等这些利好因素不仅促使国内 OA 系统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而且

加快了国内 OA 系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这一阶段的 OA 系统以工作流为中

心，初步实现了以文件流转、新闻发布、文档管理、制度管理、会务管理等众多

使用的功能。但是，OA 系统知识产权、数据安全保密性及稳定性、易用性及易维

护升级性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 

第三阶段为 2006 年至今，主要以知识型 OA 系统为代表。随着国内信息软硬

件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一阶段的 OA 系统基本上完成了从工作流型向知识型演变

的过程。以知识管理为核心思想，以协同办公为工作方式，基于 B/S 架构，整合

企业内部的资源发展起来的新一代 OA 系统正成为企业管理的支撑平台，并具备

了信息数字化、资源共享化、感知智能化、工作协同化、应用联动化、使用简单

化、维护升级便捷化、容量扩充多元化等八重“功力”，真正帮助企业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知识管理正是新一代的 OA 区别

与传统 OA 的应用之一[7]。 

此外，OA系统的开发技术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从过去的办公软件如 Office、

WPS 等开始，到 Fortran、Visual Basic、Delphi +Access、SQL Server 等中小型数据

库进行开发的 C/S 系统，到目前基本形成了两大主流技术，分别是基于 J2EE标准

和基于 Microsoft.NET 框架的开发技术[8]。其中，J2EE 作为一种成熟的、健壮的、

功能强大的分布式政府机关级应用开发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有相当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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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也拥有大量的客户，其优势在大型项目开发中体现尤为突出[9]。同时，该技

术在国内外各大开发平台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在应用开发时已经

可以较好地协调长远设计与短期需求之间的矛盾，受到国内 OA 系统开发者的青

睐。 

1.3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 

本文从课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着手，在对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进行综述的基

础上，依据该单位内部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详尽分析课题设计的用户需求和总

体设计，研究采用基于 J2EE 体系结构，工作流技术，利用 Internet/Internet 方式，

即 B/S（Browser/Server，B/S）架构，使用 MyEclipse 2013 企业级工作平台，开源

的 Tomcat8.0 服务器、Java Development Kit 1.6(JDK)开发工具包及 MySQL 关系

型数据库及身份认证技术完成系统设计，实现公告通知、公文管理、申请审批管

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档案资料管理、即时通讯、网络课堂、个人日程安排

管理、系统管理等十项功能模块，最后通过系统测试完善系统。此外，还将采用

美国 Axure Software Solution 公司出品的 Axure RP 软件完成该系统原型设计工作，

为后续系统搭建提供可视化参考。 

本文分为六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引言。这部分主要从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入手，阐述了全文的内

容结构及研究方法，同时对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第二章：系统需求分析。这部分主要从该单位基本情况的介绍入手，在对 OA

系统应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详尽研究用户系统需求。 

第三章：系统设计。这部分主要研究系统的功能设计和数据库设计。 

第四章：系统实现。这部分先从系统的开发环境入手，主要完成系统的原型

实现。 

第五章：系统测试。这部分主要对系统的登录模块及功能模块进行测试，并

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这部分主要对课题研究进行总结，在指出课题研究有

待完善之处的同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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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整个系统建设的中枢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之一。在系统建设

过程中，如果需求分析工作做得不到位，则可能会产生较高的建设费用或出现“半

拉子”工程，甚至可能导致整套系统的失败。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在软件开发

过程中的需求分析工作[10]。 

2.1 可行性分析 

2.1.1 单位基本情况 

该单位组建于 1978年，是一家某省属国家公益一类，综合性地质勘查事业单

位，现有在岗职工 300 多人，90%以上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且专业技术人员占 80%以

上，中高级职称占 50%以上。 

 

 

图 2-1  单位组织结构图 

 

该单位下辖 9 个机关职能科室及 8 家二级生产经营单位（无独立法人资格），

其组织结构图如图 2-1 所示。其拥有地质勘查、环境地质、工程勘察施工、测量

测绘、水文及水资源调查及空气检测等六大类共计二十余项资质，在全力服务于

国家资源战略的同时，紧密围绕地方政府需求，不断加强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海洋地质、矿山地质服务工作，主要从事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调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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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矿产勘查、农业地质、城市地质、旅游地质、矿山地质、水文与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灾害防治、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检测和监测、测绘测试、桩

基工程、土石方及爆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经营服务业务，基本上形成了以地

质勘查业为主，地质服务业、地勘延伸业、基地物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2013

年实现产值达 4亿多元。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该单位虽然在专业技术、装备及人才等方面取得长足

发展，自动化办公设备普及率、文档图件矢量化率、内部局域网覆盖率、图文处

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针对单一管理环节的软件系统使用

率等均达 100%。但是，其内部协同管理的技术、方式、方法依然停留在较为保守

的“纯人工”阶段，仍采用“信息孤岛”模式处理日常管理工作中产生的大量数

据信息。例如：内部日常公文的流转阅批仍然停留在依靠人工方式进行传递阶段；

内部下发公文仍然停留在使用纸介质为主要载体阶段；内部公告、公示及通知仍

然停留在通过户外粘贴纸介质通知或利用手机短信群发功能等两种渠道阶段；内

部非涉密文件资料的共享仍然停留在通过到档案室、资料室人工查阅或利用第三

方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箱传递阶段；项目施工进度、质量及安全监督反馈、内

部人事管理相关信息等报表数据仍然停留在单单使用 Office 办公套件各自统计，

逐级上报后再由人工统一汇总阶段；人事考勤仍然停留在到班签字阶段；内部日

常非“三重一大”事项的申请审批仍然难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审批权

限的相关责任领导出差或下班后，紧急审批申请事项则无法及时处理；虽然单位

已经建立门户网站，但因其登载的信息量少，更新不及时且与日常办公联系不紧

密，导致内部职工访问点击率极低，企业文化宣传第一窗口的作用难以最大限度

的发挥；缺失对大量非结构化文档资料进行有效检索和管理的手段；缺失统一架

构、标准规范的底层通讯支持，工作流程复杂繁琐。这种处于国内第一代 OA 系

统水平的传统办公模式造成整体办公效率低、效果差、安全性低，而且难以突破

时间、空间上的局限以及降低并控制人为主观因素造成的错误和延时，无法最大

限度地实现实时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与反馈等管理行为，这也无形中成为制

约该单位长远发展的瓶颈。 

2.1.2可行性分析 

1、技术可行性。该系统拟基于 J2EE 体系结构，如图 2-2 所示，主要包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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