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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户籍管理是我国各地公安机关管理工作的前提，完成好此项工作才可以更好地对

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原来各个机构一般都是使用人工管理模式，但是伴随社会进程的

推移，以及人口的不停迁徙，进入、离开等给工作造成了诸多问题，无法快速查找、

记录对方的数据，各类信息难以得到全面的运用。为了更全面的促进社会治安，需要

提高管理力度，主动使用优秀的电子信息科技以及管理模式来提升管理水平。因此，

户籍管理的电子信息化，能够减少复杂的工作流程，提升户籍管理的运作速率。运用

电脑中较为便捷的微软系统来作为运行平台，利用键鼠等就能快速实现信息的记录、

查看以及统计等工作。 

本文主要介绍了户籍管理平台的情况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进程，简单描述了平台

运行首先要处理的几个方面；对平台的目的、设定准则、平台结构还有平台功能做了详

细的分析；对在平台设计进程中的中心服务、界面策划、平台接口等方面做了研究，同

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模式和办法。 

本文研究的内容包括 4 个部分：在抛弃原有繁复的工作项目的基础上，客户更为方

便的处理事务；在平台处理好客户基础问题的条件下更为完善的、更为有效的完成每个

功能模块。在分布型模式的环境中，使用构件方法，将数据平台按照作用层次分成三个

模块，即表现层、项目层以及信息管理层，采用基于 C#的 MVC 模式来完成平台的三层

结构和分布型模式。使用可拓展性处理方法，在平台的项目分析类设定以及外界接口设

定上全面表现了平台的兼容性与共享性，有利于平台的总体拓展。在平台安全的背景

下，保证客户在运用平台进程中的自身信息是保密的，避免客户数据外泄。 

本文通过充分调配和平衡各方面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为领导层制定经营策

略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参考，促进了单位效益增长， 终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该项

目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户籍；管理系统；B/S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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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usehold register management is a fundamental supervisory project of many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in China, related to this work. In the past, many departments had been 

using the manual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various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including the moving in and out, which bring 

inconvenien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in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on cannot be inquired in 

time, a great deal of data cannot be entirely used. For the best social order, we are supposed to 

improve the whole system, considering the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management with the better working efficiency. Realizing household register management 

system can facilitate the complicated working patterns, and enhance the household register 

management. In this work, we take consideration of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friendliest 

Microsoft operating system by using the mouse and keyboard, which can complete the data 

input, browsing, inquiry and statistical operation. 

In this work, we first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usehold register management 

system. Secondly, its main problems for the system are simply introduced. Thirdly, we also 

talk about the object of this system, as well as the design standards, system levels and its 

different modules. Fourthly we analyze the center service, user interface and I/O interfaces. 

Also the corresponding techniques are provided. 

The major problems are listed as follows: Firstly, we want to make the system work more 

simply for the user. Besides, except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ach modules of the system must 

be enhanced. Secondly,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methods and components methods, the 

operating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presentation logic, service logic and data 

management. The MVC methods based on C# are used to realize the system and distribution 

applications. Thirdly, based on the extendible design methods, the generation and flexibility 

are illustrated by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analyzed levels and interfaces. Fourthly, in order to 

keep the system safe, we ensure that users can operate the system with a highest security level 

for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otect their secrets from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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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is paper fully allocate and balance of the resources,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formulation strategy provide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eference, which promotes the growth of the unit efficiency, and ultimately to better serve the 

people. The project has been used in practice and has a certain value of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Household Register; Management System; B/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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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开发背景及意义 

户籍证明在日常活动中显得十分关键，尤其是在当代社会里面。这几十年来，我国

人口数目剧增，每位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户口，因此，我国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管理的

户籍总数极其庞大。所以，对户籍的管理标准也迅速提高[1]。另一方面，户籍管理平台

是公安机关中无可替代的组成成分，其功能对管理者以及公安机关有着十分重要的帮

助。所以，户籍管理平台应当可以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数据、简便的浏览方法。但是这么

多年来，一般的记录方式都只是采用人力手工记录的模式，此种记录模式有很多显著的

劣势，例如效益低下、私密性较差。此外，伴随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巨量的文档与信

息，对于查询、升级以及维护都有诸多不便[2]。如何优化户籍的日常管理已成为一项艰

巨的任务。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计算机领域日益发展，其关键的作用已被大家所了解与应用。

计算机技术不断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且体现着其自身的愈来愈关键的地位。

计算机能够替代人力完成很多较为繁琐的活动，节约了很多资源，也极大地提升了人们

的办事速率，还能使得保密文件更为安全。户籍管理是我国公安机关组织方式的前提，

若能完善此项任务就能有效管理全国各地的信息，保障民众的安全。机关内部一直使用

的是人工记录的模式，但是伴随新时代的来临，外来人口的增加，移民数量的提高都会

给户籍管理引来许多问题，例如无法快速查看，难以记录目标的数据，以及使用各类信

息[3][4]。为了更全面的管理社会信息，需要更进一步提高管理标准，主动使用优秀的科

技以及更加有效的管理手段来提升活动效益。系统自动化、户籍管理信息化是极其重要

的一个部分。实现户籍管理的信息化与自动化，可以减少繁杂的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

益的户籍管理，电子科技自动化平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户籍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采用电子信息科技的户籍管理系统可以大大提高户籍管理工作的效率,可以减少以

前流程繁琐,杂乱,周期很长,等。使用居民区中的户籍管理系统可以及时掌握社区居民的

基本信息,村里的人口数量改变进行快速的政策调整。实时调节地区人民户籍迁入迁出的

相关政策。使得户籍管理的地区显得更加方便。户籍管理综合信息在居民区,可以减少问

题的进程管理，节省相关成本。有利于当代社会的迅速成长与，具有相当关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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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管理平台的研发能够从本质上处理目前管理手段的问题，使得传统经过纸质记

录表格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储存方式的信息储存、查找信息等人工操作转向先进的电子信

息管理。每一个管理者可以利用平台的户口与各人数据，登录平台，进行信息的查找、

统计和编辑等，节省了大量的繁琐体力活动。同时，其有利于信息的导入、查找、管理

等各类活动。从宏观视角而言，构建标准的平台，提升信息管理标准，使得信息更有效

利用。所以，平台的研发具备非常关键的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户籍管理是世界各地 基础的社会管理系统之一。外国家庭管理也称为“民事登

记”、“生命登记”或“人员登记”。外国家庭管理和国内户籍管理不一样的是，在某些地区

是以来市场与法制方法来提高城镇管理标准，管理人们迁移的区域。 

以下是在国内外的应用现状做简单描述。 

1.2.1 国内研究现状 

户籍制度是我国政府的一种基础政策，其以家庭为单位，管理每家每户的人口数量，

经过搜集与记录家庭成员的诞生、去世、亲人关联以及其余基础数据来对人口进行管理

[5]。目前户籍管理方法妨碍了地区的成长，因此，为了加速城市乡镇一体化的进程，要

求目前的户籍管理方法尽快做出调整。 

户籍制度革新指的是把一般的城市乡镇分开的二维户籍制度改变为城市乡镇一致

的一维户籍制度。经过革新，突破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的户口约束，使得人民得

到一致的标识[6]。此外，户籍制度革新从体现社会与经济的区别转变为目前的统一规范。 

随着电子科技的成熟，其广泛使用于我国各类产业范畴，并且获得了许多相关的研

究与商用效果。在事务部门可以使用国家部门创建的 OA 平台[7]，改变传统的人工办公

室办公自动化,节约了很多人力物力，降低了工作的难度，不但提升了工作的效益，并且

给每个员工都提供了较大的便捷性。另外，由于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其相关

的各类业务所使用的操作平台是有区别的，因此各类专门的平台也逐渐推出[8]。所以，

民众户籍管理平台也有了较大的完善。 

户籍制度的革新，使得一般户籍管理手段难以满足目前管理的需要。因此，为了满

足目前户籍管理的需要，应当在有关的户籍管理项目中做出改革。和户籍制度相适应，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3 

优秀的电子科技和户籍管理的需要，创建民众户籍管理规范，完善户籍管理的效率。 

1.2.2 国外研究现状 

“民事记录”在外国包含婴儿诞生的记录，成员的死亡,结婚,与我国户籍十分相似[8]。

国际中这么长时间的分析看到，他们的民事记录成为了一种社会关联的基本制度,与其他

社会系统的实现[9],所以，各个地区都会非常关注记录的内容是否详尽。与中国有所区别

的是，户籍管理不属于民事政务局工作，但在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司法,迁徙的民众使

用更加完善的市场与法制监管[10][11]。下面介绍某些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政策：  

1、泰国户籍管理 

泰国的制度是根据国家经济与法制的原则,选择相应的城市生活按照经济收入,根据

市场标准。户口登记,详细记录的个人收入,简历,税收的位置，等等，涉及个人隐私[12]。

不像在中国,对于移民的居民而言,移民政策,我国执行推进和泰国都采用了移民政策后，

也仅仅是适用于居留环境与时长多于半年的，就能取有关机构做户籍登记[12]。 

2、欧洲户籍管理 

欧洲的户籍制度较为典型的是丹麦与瑞典。丹麦的户籍制度较为发达，同时也较为

严谨，属于管理 早推行的地区[13]。其记录的内容包含人口的名称、诞生时间、是否已

婚、缴税状况等。瑞典则是因为历史原因，教会管理户籍，他们的运作时间已有 300 多

年。其推行的是系统迁徙，很多欧洲地区违法档案也有所联系，使得管理较为完善。这

些国家出现账户管理很松,实际上非常严格,尤其是在人口登记管理”、“管理有直接关系

[13]。 

3、美国户籍管理 

驾驶证与银行卡在美国代表了人们的身份证。他们不存在专门的驾驶证，这是由于

其为一个轮子上的地区，地广人稀，若要出去行走不能没有车辆[14]。他们将驾驶证装入

包包中，能够在开车时被警察检查他们的法律地位,在一些地方就能表明自身的身份。例

如，当在商场消费时，需要使用银行卡，商场就会需要你拿出带有相片的证明，证明信

用卡不是偷来的,驾照将派上用场[14]。如果你碰巧没有测试驾照,你可以申请一个证书发

证部门不能开车,使用印有照片,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证明自己身份[14]。 

除了驾照、信用卡和身份证角色往往。像美国业务的人非常方便，他们一般会在互

联网上订票，上飞机前只需要在机场拿票。此时只需要他们将驾驶证或者银行卡插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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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航空企业的出票机中，就能把提前订好的机票打印。由于驾驶证与银行卡中都会储

存所有者的自身数据，出票机就会分辨其是不是已在网上购票，并打印所需票据。如今,

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贷,将持卡人的照片卡,它不仅可以避免损失的信用卡被盗,

之后还允许信用卡可以作为一个更好的 id。 

4、日本户籍管理 

日本是一个国家自由的迁移,其公民居留或者工作可以随意确定，确定在当地作为固

定人民，享有本地的福利。然而迁徙前需要去完成的就是，在本月内到本地的有关机构

进行登记。登记后，就会将原有的户籍信息改为新的信息[15]。此外，申请者需要在一周

内向相关机构提交材料，同时更换公民医保卡与驾照。不过也能不更换，但只要出现到

医院看病或者发生什么交通意外，就会出现问题，问题是,有关部门将按照有关法规处理

公正正义[15]。 

日本的户籍,多亏了“准备”和“家庭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组合注册地位和公证[15],

但是也会有某些劣势，如户籍证明是公开的，其他人可以访问和验证,如果你想知道你的

未婚夫的简历,可以参考户籍。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值得效仿,但观众的隐私被侵犯了。 

1.3 主要研究内容 

为了在管理运营系统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将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不断的壮大，需要越

来越多的新的用户在长时间内地使用这个系统。这是各企业里的所有部门必须完成的首

要的问题。 

人民公安局作为户籍资料监管者，需要依据使用者对系统的评价，以此来让系统完

成下面的几个任务： 

1、在系统进行开发的过程中，针对系统的开发要完成业务调研、需求分析、系统

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等工作，开发的基础是：对贵州某派出所的户籍部

门进行详细的调研与系统业务流程的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系统的实际设计与开发。

完成的系统建设工作包括：根据实地调研进行业务流程分析；根据业务流程分析系统功

能，系统对户籍管理的划分是：户籍登记、变更、统计与查询， 

2、怎么让使用者明白而且可以熟练地使用系统，在这个时候，使用者在使用系统

的时候，如果有开发人员在系统的开发问题上面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使用者可以进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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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支持自己喜好的操作系统的内容。 

3、怎么才能够让开发者全心全意把问题解决好；怎么在系统中所有业务的更进的

情况下，解决 全面的、基本的问题。 

4、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黑客或非法用户层出不穷，怎么在一个时刻充

满危险的情况下有效的对户籍信息进行管理俨然成为了目前公安派出所部门亟需解决

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户籍管理问题中比较核心的问题。 

5、怎么在保障系统安全的情况下,将使用者的信息很好地保护起来在系统安全方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自己小组参与户籍业务系统的开发的背景之下，对以 c#为开发语言的平台实现

了鼓励性的测试，在整个系统研发的过程中，本人在整体项目设计、安全因素、数据架

构设计、数据库架构等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 

1.4 论文章节安排 

第一章：当前的户籍管理系统的要求设计和开发介绍分为 6 章组成整篇文章。 

第二章：以主要的户籍管理系统的开发为背景,描写了户籍管理系统的国内外研究和

发展现况,系统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正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三章：户籍管理系统需求分析和设计。概要描述了户籍管理系统的整体业务，并

且介绍了项目的开发模式和系统功能的需求和非必要的需求。 后，对项目的开发环境

做出了解释。 

第四章：系统设计。本章分析的目标是系统架构。对于框架系统需求分析的组成和

系统安全体系结构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另外本章设计和技术架构系统架构的网络系统

设计也进行了介绍。 

第五章：系统详细设计介绍。本章通过应用程序层,介绍了行动管制层中显示的结构

设计。通过类、对象和系统的动态结构以及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的业务系统详细进行了设

计说明。另外,数据库的设计、系统模块也会在这一章中有着详细解释。 

第六章测试和试用。本章业务系统接口的实现,编程数据显示的如何使用 c #平台建

成等业务的逻辑。另外在本章还指出,根据客户需求的各种关键技术,说明应用程序的业

务系统和项目开发的系统的操作环境和规范。通过项目规范限制客户的知识也可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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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愿进行系统的项目的开发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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