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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对先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多高校在自身发展中也

开始了数字化的建设，逐步地进入到数字化校园的行列，很大程度提升了高校

管理与教学工作的便捷性。其中高校人事管理作为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

对于确保高校管理与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针对某

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特点，研发出了适合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管理系统，在很

大程度上能够提升某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从而实现某高校管理决

策的时效性、可靠性、有效性、共享性，不断提升人事管理工作效率。 

本文在分析当前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理论与思想的前提下，根据某高校人事

管理工作需求，结合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技术等，详细设计与实现了高校人

事管理系统，该系统采用三层开发框架，基于 B/S模型，使用 Java开发语言及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实现了系统管理员身份角色管理、人事信息的录取、

编辑、统计等功能。 

本文根据具体的需求分析得出系统设计的总体结构，从实际需求出发架构

物理框架和逻辑框架。保证高校人事管理系统具有可开发的价值，本文考虑了

该系统的可行性、安全性、可移植性和扩展性等多个方面的性能需求，配合正

确的逻辑框架，按照分层模型的逻辑框架构建各层的功能，对其功能加以分析。

在系统的详细设计中，本文利用状态图、类图以及交互图对系统的各个功能模

块进行设计分析，在对系统的详细设计的基础上，对该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的

实现进行介绍，并给出了系统的界面截图，最后本文还给出了系统测试及修改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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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uild digital campuse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key li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rsonnel sector to work out a digital 

managemen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chool’s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The the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work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es out with the design of a new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database technologies.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three-layer 

framework, the B/S model, the Java language and SQL Server 2008 database, 

functions like the role management of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s, as well as the input, 

edit and counting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can be realized.  

In the thesis, the design of the platform’s overall structure has been based on the 

specific needs analysis, and that of the physical framework and logical framework on 

the actual needs. To ensure its development value, the feasibility, safety, portability 

and scalability requirements have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ts functions have 

been analy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hierarchical model. In 

addition, statechart diagrams, class diagrams and interaction diagrams have been 

used to analyze and introduce the desig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modules, with the 

interface screen-captures provided meanwhile. And the final part is about the system 

test and how to improve in the future.  

Keywords：Personnel Management; MIS; B/S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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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某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水平仍旧较为低下，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方法陈

旧、滞后，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与措施并没有全面的实施到其人事管理工作中去，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效率，从提升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效率的

角度出发，设计开发更为完善的人事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1]。 

某高校的人事管理系统功能很单一，制约了其内在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目前

的人事管理系统一般也只是在充当档案管理系统的角色，主要的功能也只是停留

在对教职工的档案进行管理的层面上，把人事管理的范围压缩的很小，而像一些

真正需要、具有实际意义的功能却还是处于手工操作管理的初级阶段[2-5]。就如

部分高校的办公网上的工资管理系统，可以为员工提供工资查询，但它只是功能

独立的系统模块；虽然在办公网上也有一些人事调动的相关文件通知，但也仅仅

是一个单独的模块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能把这些单独

的模块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运用的话，将大大增强人事管理的功能[6]。 

某高校人事管理信息系统还没有真正体现出预期的高效率，虽然众多高校的

人事管理系统集成了工资管理系统的一些功能，但每月的工资仍然是大部分主要

通过财务部门来核算，然后进行系统登录，主要起到一个能让大家进行简单查询

的功能[7]。完全没有体现出信息管理系统所预期的高效率工作状态，而值得一

提的是,一些其他的重要信息是完全可以借助信息系统功能来实现的。  

根据上述分析，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管理信息

系统应全面的使用到高校人事管理工作中，用计算机代替传统的手工处理，才能

确保信息处理的集中一致，才能有效提高人事工作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工作的效率

以及真正确保决策服务水平，真正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以及规范化[8]。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人事管理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历史的舞台，并且取

得了一定成果，从实际应用来看，目前很多大型企业却仍然采用手工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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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薪金，使得整个流程既费时费力又十分容易出差错，至此，为适应计算机技

术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出现了早期的人事管理系统[9]。但因为受限于当时的技

术条件以及用户需求和市场，此时的人事管理系统实际意义上通常只是简单的工

资自动计算软件，并不具备财务统计分析、报表生成等功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信息管理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系统的出现开启了人事管理信息化的新

纪元，从此大量人事管理工作中的人工手工工作被自动化的高速精准的计算机所

替代，这有效地避免了传统人工操作效率低、误差大的缺点，也让众多规模大的

企业能够集中处理企业人员薪金的需求得以实现[10]。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人事管理系统的终于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市场竞

争激烈程度的加剧进一步增加了单位人事成本，如何吸引优秀的人才，并不断地

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培养对单位的忠诚度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新课题[11]。

而随着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人事管理系统的变革必然成为历史，新一代的人事管理系统必将应运而生。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人事管理为视角，以人力资源数据为基础，利用最新的数据

统计分析技术，对人事管理所涉及的各类数据进行管理，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并

利用互联网技术让用户获取这些信息[12]。 

高校的人事管理信息系统(PMIS)仅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在国

内外已有一定的应用。目前，市面上关于人事管理的软件很多，但大多都是商业

软件。此类软件的通用性很强，然而正是因为如此，系统设计缺乏针对于高校人

事管理具体实际情况的充分考虑，难免造成人事管理工作人员在使用中的诸多不

便。再者，此类软件价格昂贵而且需要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二次开发，这样做的难

度大，不太适合于高校人事管理[13-15]。另一类是各高校或单位自行开发或由上

级部门下发的各类人事管理软件，虽然针对性强、操作简单，但很难适应当前复

杂的人事管理状况。由于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和部署，这些系统分散在各个使用

部门，在逻辑上缺乏有效联系，从而导致“信息孤岛”的情况十分严重，会对工

作带来不便[16-17]。 

清华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管理中心就曾面向高校开发过高校人事管理系统

(PMIS )，但应用情况不够理想[18]。其它市面上的人事管理软件主要是档案管理。

本文是根据某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基本需要而设计开发的，与高校人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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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S)相比，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它的研究与开发对提高某高校办事效率

和管理水平、树立某高校良好形象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3 本文研究内容与组织结构 

本文按照目前高校人事管理业务的实际需求，设计了高校人事管理系统模

型，并利用 Java 开发语言、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实现了上述系统的相关功

能。高校人事工作者可通过该系统处理高校人事管理中的各种业务（如组织机构

管理、档案管理、薪资管理、培训管理、规章制度管理、绩效管理等）。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需要重点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分析了高校人事管理系统构建的背景与意义，概述了高校人

事管理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将 B/S 架构、J2EE、EJB 容器、SQL Server 2008 等

几个支撑系统的主要技术进行了介绍。从理论上到技术上，为该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介绍了某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对某高校人事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 系统设计，阐述了系统的架构、功能模块、数据库的设计，介绍了

该系统子模块的设计细节，并提出了部分对象的设计实例。 

第五章 系统实现，介绍了系统开发运行的软硬件环境，并着重介绍了系统

中表示层、业务层、数据层的设计实现，同时也考虑到了该系统数据传输安全方

案及系统的安全性问题，给出了部分功能的设计实现操作步骤及部分功能的运行

效果图。 

第六章 系统测试，在系统设计、实现的基础上，通过对系统界面、性能、

集成内容较为全面的测试，确保了系统的正常运行，初步达到了设计的预期目标

和效果，可基本实现为学校主要人事系统信息化管理的工作服务。 

第七章 结与展望，总结全文，展望今后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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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系统在开发应用过程中需要许多理论和技术的支持，本章将对开发所应用到

的相关技术进行阐述。 

2.1 B/S架构 

2.1.1 B/S 架构简介 

为了能更好地满足系统使用的需求，弥补 C/S 架构存在的不足，则出现了

B/S 架构。B/S 架构的服务器包含有 N 层的结构，这有效地降低了各层运行的负

担。按照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中间件、应用服务层、数据库服务器、WEB 服务

器等。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B/S 架构可以划分为数据层、业务层和用户层三个层次。

三层的功能有着较大的不同，其中客户机的主要功能为负责人机交互；应用服务

器的主要功能则是负责应用逻辑；WEB 服务器的主要功能是对客户端进行集中

管理。另外，还可以根据具体的服务器类型对服务器进行进一步的划分[19]。 

2.1.2 B/S 架构的特点 

B/S 架构的特点： 

1、B/S 架构的部署与管理更加的容易和方便。 

2、B/S 架构可以在多个操作模式上运行，其数据库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

在数据库平台与跨系统方面进行应用。 

3、简化了前端客户机，B/S 架构可以采用分布式的方式进行应用。 

2.1.3 B/S 架构的优势 

B/S 架构具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B/S 架构下的浏览器就是客户端，不需要进行其他客户端的开发，只

要通过对 WINDOWS 内 TCP 协议的设置，就可以进行各种操作。 

其次，B/S 架构采用了公开的协议与标准，原有的系统可以较为便捷的升级

到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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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对服务器端的代码进行维护，维护与管理工作更为便捷。 

2.1.4 B/S 架构设计中的问题 

在 B/S 架构中，客户端可以通过浏览器直接的进入到系统中，进行更为便捷

的系统管理与维护，但在数据传输和系统安全上却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为避免

这种风险，系统开发过程中需要增加额外的安全保障机制，能在系统登录之后，

进行全面的安全访问设置。在数据传输方面，因为 B/S 架构下并没有设置相关的

安全传输机制，因此，在进行系统的开发时，需要专门性进行数据安全传输的机

制研发来保证系统数据传输的安全性[20]。 

2.2 J2EE技术简介 

2.2.1 J2EE 介绍 

J2EE 为 SUN 公司定义的一个有别于传统应用开发的技术架构。其具有非常

强的跨平台性，非常适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因此，在本次人事系统的开发过

程中，选用了 J2EE 技术。 

J2EE 可以提供一个分布式多层次的应用模型，各个层次支持相应的服务器

组件，各个组件在对应的服务器容器中运行。J2EE 的技术规范主要有 4 个层次，

分别为：客户端层次、WEB 层次、业务层次、企业信息系统层次。如图 2.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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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J2EE 的组件层次图 

 

2.2.2 J2EE 的分布式应用技术 

J2EE 的分布式应用技术主要包含有组件技术、SERVLETS 和 Java、EJB 技

术规范、数据库访问及分布式通信技术等方面。 

2.2.3 EJB 容器 

EJB 容器为一种运行环境，其主要可以提供的服务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安全，在分布式系统中每个用户均含有自身特定的角色，在特定的角

色下只容许采用相应的方法，而容器只允许被授权的用户激活 Enterprise Bean 的

方法。通过此方式，可以不用编写加强安全性规则就能轻易实现系统的安全性。  

其次为数据库连接池，数据库为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若数据库的连接较为

有限，则数据库连接的时间消耗必然增加，这时采用数据库连接池，则能够有效

的解决上述问题。而容器只允许被授权的用户激活 Enterprise Bean 的方法。通过

种方式，可以不用编写加强安全性规则就能轻易实现系统的安全性[21]。  

2.3 SQL Server 2008 概述 

SQL Server 独立于网络，非常适用于运行时需要在异构环境下进行连接的应

用程序，在 WINDOWS NT 下，它能够支持多种网络协议以及在这些协议下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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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器的连接，如:IPX/SPX, TCP/IP 等等。SQL Server 利用分布式框架 DMF

对整个单位的服务器进行集中管理，集中了数据一致、索引、存储、视图、加锁、

触发器、事务处理、备份恢复等管理机制。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高性能、可伸缩

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22]。 

2.4 本章小结   

本章着重介绍了支撑该系统的几个主要技术。包括：B/S 架构、J2EE、EJB

容器、SQL Server 2008 等相关技术。为系统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条件，同时

也为后续系统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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