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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业务、政务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人事系统信息化工作已经被

列为国家信息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形势下组织人事部门重要的基础

工作之一。近年来，为了适应海关业务发展的需要，大部分直属海关购买或自

行开发了人事应用软件，初步实现了人事数据的计算机管理，但是，目前仍然

存在很多问题。 

本文针对目前某海关人事系统存在的问题，首先分析了某海关人事管理信

息系统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之后，通过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确定了系统具有的

主要功能，包括对系统、机构、数据、政策、报表和指标的管理以及查询统计

功能模块，然后采用用例图以及对部分用例描述的方式对这八个模块进行详细

描述，同时确定了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接着对系统设计原则进行了确定并给

出了系统总体架构之后，采用流程图的形式对以上各个模块进行了详细的流程

描述，同时对详细设计了系统的数据库；最后编码实现了各个功能模块，同时

对主要功能实现界面进行了展示。 

本系统采用 C/S 架构，Visual Studio 2010 为系统开发的工具，C#为编程语

言，SQL Server 2008 作为数据库。论文实现了系统的主要功能，满足系统需求，

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系统能够提高某海关人事管理的工作效率，可以为决策分

析提供有力的保证。 

 

关键词：海关；人事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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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the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affairs 

informatization, organize personnel system inform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work in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s business, most of the customs purchased or developed 

personnel application software, preliminarily realized the computer management of 

the personnel data in recent years. Bu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customs personnel system, the dissertation 

analyz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a customs personnel MIS 

firstly.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system is been determined after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 including system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data management, policy management, report management, indicator management 

and query statistics eight function modules. Then use case diagram and use case 

description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eight modules in detail, the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system is determined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e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and overall architecture has been determined, each module has been 

design in detail by using flow chart. The concept structure and logical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system database has been designed. Finally each function module is 

implemented, and some implementation interface are displaye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is C/S, development tools is Visual Studio 2010, 

development language is C # and database is SQL Server 2008.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and achieves the anticipated goal. The system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 

customs personnel management work and provide powerful guarantee for decision 

analysis. 

 

Key Words: Custom; Personne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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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业务、政务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人事系统信息化工作作为新

的发展形势之下的基础工作之一，组织人事部门已经被列为国家信息化工作的

主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为了适应海关业务发展的需要，大部分直属海关购买或自行开发

了人事应用软件，初步实现了人事数据的计算机管理；总署人事教育司也结合

工作需要，组织开发了“中国海关考录网”、“全国海关关衔审批系统”以及“直属

海关署管干部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为海关人事业务信息化奠定了较好的基

础。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数据共享和利用率低、完整性差、应用水平参差不齐、

重复建设等问题[1]。 

随着海关广域网建设的日臻完善和风险管理平台等业务管理系统的推广应

用，人事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无法适应建设现代化海关制度的需

要，人的因素日益成为影响海关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网

络技术，依托海关业务信息网络建立一个符合海关人事管理特点、流程有效合

理、信息充分共享的海关人事信息化管理系统，是目前人事基础工作的当务之

急。 

海关系统计算机普及化程度较高，内部已开通全国性局域网络，并结合工

作需要开发一些相应业务应用系统，大部分人事业务人员会用 Word、Excel 等

办公软件，能上网浏览，接触过一些人事管理软件。另外，总署和每个直属海

关内部人事教育部门均有一、两位既精通人事、又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如数

据库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整个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在海关成功的有利条件[2]。 

本系统的开发可以使全国人事数据完整、标准统一，系统保存的数据安全

可靠，系统地扩展性强、界面友好、采集方便、查统快捷、输出灵活、数据多

样，可以提高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完整统一的数据保证可以为决策分析提供

有力的保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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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海关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 

1.2 论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论文主要在分析了系统建设的背景和意义之后，分析了某海关人事管理系

统的需求，然后设计了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最后实现了主要功能模块，论文

的研究内容有三个方面： 

1、对某海关信息化现状进行分析，确定本系统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详细阐述了系统的需求，对系统主要功能模块进行了设计和实现。首先

通过调研等方式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确立了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以及对相关

编程语言、数据库技术等的研究。 

3、对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和海关单位已有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加快某

海关信息化进程的步伐。 

论文结合某海关实际工作中得经验和相关问题，在系统开发过程中解决这

些问题，实现海关人事管理信息系统便捷化、高效化。 

1.3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由五章组成，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简要介绍了系统开发的背景和意义，以及论文的主要研究内

容和全文组织结构。 

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首先对系统可行性和业务流程进行了分析，然后详

细分析了系统的各个主要功能。 

第三章 系统设计，在确立了系统设计原则之后，简要阐述了系统总体架构，

然后详细设计了系统所涉及的功能模块。 

第四章 系统实现，通过系统实现界面的形式阐述了系统的每一个模块。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总结了全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了下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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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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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2.1 可行性分析 

1、技术可行性 

某海关单位人事关系操作流程清晰，已有部分有针对性的系统正在使用中，

系统每一个部分功能需求清晰，操作流程基本已经成熟，总的来说系统需求明

确，部分复杂流程已存在合适的解决方法；另外本系统是典型的 C/S 架构系统，

采用 C#开发语言对系统进行开发，数据库版本为 SQL Server 2008，技术都相对

而言比较成熟，目前的计算机软、硬件都完全满足本系统的开发，从技术上可

行，本系统风险较低。 

2、经济可行性 

虽然某海关内部已有一些相关系统，但功能单一，操作复杂，而本系统开

发完成之后，对整个海关的管理会带来巨大的便利；再加上系统需求比较明确，

开发维护成本低，系统投入使用后会带来更大得收益；所以从经济上来说，系

统开发具有可行性。 

3、社会因素可行性 

信息化管理是某海关内部一直所推崇的，以信息化代替传统的管理方式，

不仅给管理带来便利还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系统投入使用后加快了整个海关的

信息化进程，得到了某海关内部从领导到员工的全部推崇，所以从社会因素方

面来说，系统开发具有可行性。 

2.2 业务流程分析 

本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某海关机构、数据、政策、报表和指标的管理，

由于海关部门繁多，机构设置复杂，机构管理涉及机构的增加、撤销、合并、

并转（划转），以及现有机构信息的修改，记录编制、职数变更情况等情况。数

据管理包括数据交换、人员信息维护和数据采集三个部分，数据交换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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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同步、数据备份与恢复以及数据导入导出功能，人员信息维护主要包括

查询人员信息、对人员信息的新增、修改和删除以及导出人员信息。政策管理

包括人事政策的发布、维护、查询等。报表管理包括模板管理、报表生成和报

表分析。指标管理主要是对系统指标集和指标项的管理。 

系统用户主要包括总署管理员以及各关系统管理员、普通员工用户等，系

统管理中的单位大事记记录某就发生过的值得记录的事情，如机构调整、部门

领导班子变化等情况，而个人大事记记录个人在本单位的经历，主要包括职务

调整、岗位变动等。机构的增加、合并、撤销等操作，现有机构信息的修改等

功能需要通过系统机构管理模块实现。机构合并、并转必须要管理员具有相应

的权限，同时所合并、并转的机构要求是已经存在的机构，若为新增加机构，

需要增加机构之后才能进行合并等操作。查询统计功能中，具有相应权限的用

户根据自己的要求定制查询条件之后，可以选择对某些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操

作。 

2.3 系统功能性需求 

2.3.1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功能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分别是大事记管理和系统角色管理。 

1、大事记管理 

系统大事记管理模块主要包括机构大事记管理和个人大事记管理。机构大

事记主要记录单位发生过的值得记录的事情，如机构调整、部门领导班子变化

等情况；而个人大事记主要记录个人在本单位的经历，主要包括职务调整、岗

位变动、学历变化情况、奖励、处分、出国境情况、培训情况以及个人重大事

项；当某机构信息发生变化时系统能自动记录机构大事记，包括机构本身信息

的变化以及机构领导的变化；用户可以将查询结果或者某人的大事记导出成

Word 或者 Excel 格式。在新增机构、修改机构名称、撤销机构、合并（划转）

机构时系统自动记录大事记；人员维护模块在单位的领导发生变化时记录单位

大事记，集体奖励子集修改时需要记录单位大事记。图 2-1 为大事记管理用例

图[4,5]。表 2-1 为增加单位大事记用例详细说明，查询单位大事记用例说明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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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所示。 

普通用户 系统管理员

修改个人大事记

增加个人大事记

删除个人大事记

删除个人大事记

增加单位大事记

删除单位大事记

修改单位大事记

查询单位大事记

 

图 2-1 大事记管理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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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增加单位大事记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001 

用例名 增加单位大事记 

参与者 系统管理员 

用例描述 单位大事记是指本单位发生过的值得记录的事件，如机构调整、

部门领导班子变化情况等 

触发条件  

前置条件 1、已登录用户 

2、已授权用户 

后置条件  

主事件流 1、用户选择某一机构，然后单击界面“新增”按钮，系统弹出新

增大事记界面，要求用户录入时间、类别、内容。 

2、用户录入相关内容点击保存，系统进行校验（类别、时间、

内容均不能为空），校验通过系统进 行保存操作，成功后提示用

户保存成功；校验不通过，提示错误信息。 

其他事件流 无 

错误流  

业务规则 机构维护模块在新增机构、修改机构名称、撤销机构、合并（划

转）机构时系统自动记录大事记；人员维护模块在单位的领导发

生变化时记录单位大事记，集体奖励子集修改时需要记录单位大

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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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查询单位大事记用例说明 

用例编号  002 

用例名  查询单位大事记 

参与者  系统管理员 

用例描述  根据一定的条件查询单位大事记 

触发条件   

前置条件  1、已登录用户  2、已授权用户 

后置条件   

主事件流  1、用户录入查询条件（机构范围、时间范围、内容、类别） 

2、系统返回查询结果 

其他事件流  系统返回的查询结果，用户可以导出为 Excel 和 Word 

错误流   

业务规则  机构维护模块在新增机构、修改机构名称、撤销机构、合并（划

转）机构时系统自动记录大事记；人员维护模块在单位的领导发

生变化时记录单位大事记，集体奖励子集修改时需要记录单位大

事记 

 

2、系统角色管理 

系统角色主要用户包括普通用户、系统管理员和超级管理员，其中系统管

理员包括总署系统管理员和各关系统管理员。普通用户包括总署以及各关各个

职能部门的用户。系统在初始化设置时，要提供输入人员信息的接口，人员基

本信息内容包括姓名、工号、所在单位和密码等基本信息；另外要求可以对输

入的用户授权，至少要实现设置有授权权限、数据采集的人员权限和机构权限

等等。系统角色之间的关系图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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