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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国内高等院校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高校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量以

及管理过程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大。高校科研项目申报与管理工作涉及到高校科研工

作相关人员管理、科研单位管理、科研项目申报审批、权限管理、报表统计与分析

等需求。而传统的依靠人工进行申报管理的方法不仅效率低、时效性差、规范性不

足，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校科研工作的快速进行。

而且相对于高校内其他管理工作中网络化以及信息化的日益成熟，在管理工作量大、

管理过程复杂的科研项目申报管理方面却没有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因此，高校科

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研究具有较大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结合某高校科研项目管理实际，设计和实现一套科研项目

申报管理系统。论文遵循软件工程规范，详细描述了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和测

试全过程。首先，对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业务需求、功能需求等进行了分

析，通过具体的需求挖掘，确定了系统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利用分层架构思想，

对系统从系统架构到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对平台的主要功能和部分细

节进行了实施上的描述。最后通过一系列测试用例，对系统进行了功能测试和部分

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达到实现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建设目标。 

本文将工作流技术应用到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实现中，利用工作流技

术的轻量级、灵活性与高效性特点，以解决当前高校科研项目管理工作复杂且效率

低下的问题。工作流技术的应用，使得高校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的业务流程能够更

加规范、标准与严格。而面向服务思想的应用，将系统的底层实现与功能接口分离，

以后就算前端技术改变，也不会影响到服务端的服务与方法支持，方便了系统后期

的扩展与迁移。 

 

关键词：项目申报管理；工作流；面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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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higher college in our country, the complexity of the application workload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is being increasing rapidly. 

University'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related to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such as related personnel management,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approval, authority management, reporting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nd so on. The traditional rely on artificial management method is 

not only low efficiency, poor timeliness, specification issues, but also spend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t greatly hindered the research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management work i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reasingly mature, the complex process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declaration management did not establish a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system.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project decla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describ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ystem, the requirements,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test result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a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were analyzed, and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platform was determined through the digging of specific demand. The 

design of system architecture, network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tructure are carried, on the 

base of object oriented and service oriented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 Part of the 

main functions and the platform details are describ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Finally, the 

system was tested from all aspects such as functional testing and performance testing, and 

it was validated that it can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the system. 

The workflow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reporting management system. The problems of the complex and low 

efficiency of the current work can be solved by the use of lightweight, flexible and 

efficient of workflow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workflow technology makes the 

business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reporting process more standard and strict.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ervice oriented idea makes the bottom of the system and the 

functional interface separated. Even after the change of front-end technology, it will not 

affect the service and the method of service, then the system's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which facilitate the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system. 

 

Key Words：Project Declaration Management; Workflow; Service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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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在信息时代，无论哪个高校，都需要管理大量的科研项目申请以及复杂的业务

流程，同时决策者还要依据科研项目的审批结果来对学校下一步的科研工作管理方

案做出决策。而传统的高校科研项目管理模式存在着诸多的弊端：科研项目种类繁

多，管理业务流程复杂，人工管理的方法缺乏系统化流程，容易出错。教学和科研

人员迫切需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完成从项目申报到后期项目审批以及信息统计这

一业务目标[[1-3]，传统的人工管理项目申报工作的方法显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信

息时代和数据时代的科研项目管理业务的工作。由于高等教育不断飞速地发展，高

等院校在科技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也不断出现新的难题，

传统的依靠人工管理的方法不仅效率低、时效性差、规范性不足，而且还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落后的科研项目申报管理技术必然会成为高校科研工作的一块绊脚

石[4-5]。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提出有效改变了以往低效、复杂的管理模式，

通过计算机系统解决了高校科研工作管理人员进行项目申报、审批管理、分析统计、

辅助决策的需求，规范化了科研项目申报的日常管理，增加了高校科研项目申报工

作的可控性和效率，是高等院校提高科研工作管理规范的有效解决方案[6-8]。高校科

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研究背景就是针对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科研项目申报时，项

目申请人需要向学校或学院管理人员提交科研项目申请文档，以及将这些项目文档

保存的需求，并且要求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审批项目申报信息。 

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它涉及到高校科研相关的人

员管理、科研单位管理、项目申报与审批、报表分析与统计等需求[9-11]。不仅如此，

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可能还需要与校内其他业务系统互联，比如通过与高校

财务系统的对接，与高校人员信息系统的对接，实现跨部门的灵活、高效、信息共

享的业务需求。随着高校科研工作量的加大与复杂性的提高，人数有限的科研项目

管理人员已经难以胜任复杂、繁琐的科研项目申报管理工作，因此，借助于计算机

技术的高效性与灵活性，开发一套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迫在眉睫，它可以实

现科研项目申报管理工作的自动化、信息化，降低人力物力需求，大大提高当前高

校科研工作管理率[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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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一般的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技术难

以满足其业务需求。比如在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流程中，可能会有项目新建申请

流程、修改流程、审批流程以及对其它不同工作流程的管理功能，在项目申报审批

过程中，各个参与项目申报系统的流程实例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关联的[15-16]，

后面的流程实例不能比前面的流程实例完成的早，也不能延迟完成的太多，否则就

会造成时间等资源的浪费；有时候后面的流程实例依赖于前面的流程实例或者外部

触发事件；另外复杂的业务流程中还可能存在流程实例之间的循环或者并行等情况。  

同时，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需要将科研相关的人员信息流、项目信息流、

学院信息流等所有资源整合在一起，在日常业务中还需要管理大量的审批单、申报

单等数据，目前这些数据的传递、统计、汇总分析几乎全部由手工完成，存在大量

的重复输入，信息的滞后和错误的现象不可避免的存在，建立申报管理系统来进行

有针对性的管理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形成无纸化办公，方便信息的传递。

再加上现代高等院校需要不断改进管理方法，对旧的工作与管理流程进行规范与优

化处理，从而导致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整个业务流程不断发生变化，这就

对系统的可集成性、流程可改变性、低耦合性等有比较严格的标准，假使系统可调

整性低，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发人员吃苦不讨好，用户抱怨刚刚开发不久因为

管理制度、方式、组织的调整而不得不放弃，导致投资收不到效益，白花钱等等[17-18]。 

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的构建迫切需要采用新的技术，以应付管理业务流

程的复杂性与可变性，工作流技术便很好的切合了这个需求。传统的信息管理系统

是一种静态的信息处理过程，工作流技术则侧重于“业务的自动化和协作”，可以提

高学校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优化并合理配置各种资源。工作流技

术在实现流程性的业务系统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首先是工作流技术

使得项目申报过程中的业务流程实例能够更加规范、标准，提高对项目的监督管理；

另外工作流管理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性，业务流程能够按照用户预先设定的活动规

则或者过程定义模型中的规则进行流动[19-21]。另一方面，由于申报业务过程本身具

有很强的流程性，通过工作流管理系统可以对项目申报业务流程实例的部分或全部

过程实例进行集成管理。工作流技术能够提高项目申报过程的办公效率，节约用户

资源，达到无纸化办公的效果[22-24]。用工作流技术来管理业务流程，将工作流中的

各种要素以及各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形式化描述，从而减少系统资源浪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3 

针对系统的可调整性、流程可改变性、低耦合性需求，将面向服务与分层分模块开

发思想引入系统，将系统底层实现与服务接口分离，当业务规则发生变化时，只要

修改服务接口，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集成性与流程可改变性[25]。而且面向服务思想和

浏览器/服务器模式的应用使得以后就算前端技术改变，也不会影响到服务端的服务

与方法支持，方便了系统后期的扩展与迁移。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科研项目管理研究现状 

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是现代计算机技术与项目管理思想的结合，通过计算机

及其外围软硬件设备的使用，辅助项目管理人员对科研项目申报管理工作进行日常

管理与决策，实现项目申报、统计、决策工作的信息化[26-28]。在网络信息技术背景

下，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应跟上时代潮流，其管理方案与持续改进已成为各高

校各研究机构的关注重点。 

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来看，企业领域的科研项目管理方案与方式已经非常成

熟，大型企业的科研项目申报与管理系统基本实现了自动化与信息化[29]。比如 IBM

的基于用户角色的项目管理与申报过程管理系统，微软软件开发部的软件研发与申

报管理系统。国外著名的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等由于科研技术的先进以及科研任

务的繁重，也较早实现了科研项目的信息化管理。纵观国内，专门针对高校科研项

目申报管理的系统屈指可数，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科研项目管理工作仍停留在人工阶

段，信息登记、发布、分析、审核、统计等工作都在一个低效率的管理方案下进行。

国内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不仅在应用领域缺乏实践，在理论研究上面也是及其缺

失。通过中国较为权威的期刊全文数据库“知网”进行搜索，以“项目申报管理系

统”为篇名进行搜索得到的文章仅有 205 篇，而以“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

为篇名进行搜索得到的相关文章更是只有 135 篇，进一步以“工作流”、“高校科研

项目申报”为联合主题词进行模糊搜索，得到的结果仅有 15 篇，这一结果说明在高

校科研项目申报管理系统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欠缺，对基于工作流的高校科研项目

申报管理系统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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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工作流技术研究现状 

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工作流技术就已出现在办公自动化领域，主要用于流程建

模。工作流技术出现之后，由于当时计算机硬件资源的限制，计算机的计算速度、

容量、以及网络带宽都难以满足工作流管理系统的运行。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计算

机相关硬件条件与技术水平得到大大提升，工作流技术研究才达到热潮，逐渐被应

用于金融、制造、物流等领域。而我国长期以来关于工作流技术的研究处于理论研

究阶段，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一些基于工作流技术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以及行政审

批系统，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基于工作流技术的信息管理系统出现。 

为了解决不同的工作流引擎之间的存在差异性问题，使各个软件生产厂商推出

的工作流信息管理系统相互之间具备一定的交互与理解能力，学术界、软件开发供

应商于 1993 年联合成立了工作流管理联盟(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WFMC)。它是一个对工作流中相关技术指定产业标准的组织，以满足工作流系统之

间实现相互操作的参考模型、工业标准、实现方案的标准。工作流管理联盟推动着

工作流技术进入相对完善和成熟的阶段，使得工作流技术迅速应用于包括金融业、

物流业、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项目管理系统等领域的业务管理系统。 

最近几年，国内外产业界对工作流引擎技术的研究以及相关软件产品开发进入

到繁荣时期，一些工作流引擎技术方面的研究机构在世界各国纷纷成立，特别是针

对工作流软件产品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工作流技术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与产业

界的高度重视。业界中比较主要的工作流技术的研究项目有 IBM 的  Lotus 

WorkFlow，Oracle 的 Workflow，微软的 Windows Workflow Foundation 工作流引擎

等。 

在国内，各大高校也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由于工作流技术对于加快我

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管理、提升人力资源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工作流技术

被列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下计算机协同管理主题的重要研究方

向，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走在研究前列。总体来说，国内关于工作流技

术的理论与应用水平与国外先进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国家对于工作流技术研

究的鼓励与支持将有助于尽快缩小差距。届时，工作流技术将可以更好地辅助开发

人员定义系统业务流程，并进行流程分析、执行与监控等，从而实现流程管理的自

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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