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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向好、突飞猛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发展，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

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作为城市最基础的单元，信息化社区建设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必要组成

部分，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近年来，社区管理逐步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

变，但仍然面临着诸如管理手段滞后、信息缺失，基础服务质量相对较低等问题。影响了社区工作的正

常推进。偏离了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智慧社区建设已成为探索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智慧社区管理

系统将在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智慧社区建设进行研究，详细介绍了智慧社区管理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系统的主要功能有社区居民管理、社区房屋管理、社区车位管理、社区车辆管理、

社区资讯管理等。系统基于JAVA技术，使用MySQL数据库进行数据管理,使用IDEA作为开发工具。采用

B/S结构构建系统，界面简单易用。后端基于Spring Boot框架进行程序功能开发，降低了系统的耦合性，

方便后续的使用和维护。与传统的社区管理方法相比，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为数字化时代的

智慧社区管理提供有力支撑，为智慧社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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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ll aspects of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culture 
are thriving, with both soft and hard strength. As the most basic unit of the city communit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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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its work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and smart communit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building a modern city. In recent years, community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changed to information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but i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backward management methods, lack of information and relatively low quality of basic services. 
Affect the normal progress of community work. Deviate from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
tion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xplor-
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smart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servi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y, and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community manage-
ment system in detail.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include community residents manage-
ment, community housing management, community parking space management, community ve-
hicle management, commun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so on. Based on JAVA technology, 
the system uses MySQL database for data management and IDEA as a development tool. Using a 
B/S structure to build the system, the interface is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At the back end, the 
program function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pring Boot framework, which reduces the coupling 
of the system and is convenient for future use and maintenanc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om-
munity management methods, it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smart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provides a ref-
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mart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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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计算机技术与社区管理

建设的结合成为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设

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工作中，智慧社区的创建尤为重要。社区是城市中人们生

活的最基本单位，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居民对社区管

理和社区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多层次、多样化的要求[1]。 
智慧社区建设是我国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的重要途径。我国智

慧社区建设历经“探索”“发展”“转型”三个阶段，发展重点也相应转向了管理和服务。目前，智慧

社区建设面临着“制度”“技术”“效率”和“安全”四大发展困境，这导致了基层智慧治理失败。因

此，智慧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点通过提高设计质量、加强技术推广与集成、提高智慧社区建设的协调

性、完善信息安全治理机制等方面来克服智慧社区建设的发展困境[2]。 
智慧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智慧社区的建设应采用多种现代科技全面整合本地信息和

资源，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完成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智慧社区管理应注重

人们的用户体验，以新的管理方法为用户提供更为良好的服务。 
本文主要针对传统管理手段所存在的信息孤岛、采集和上报效率低、执行力低等问题，在数据的收

集、处理和共享方面做出了极大的优化，并且进行了技术研究和可行性分析，目的是使智慧社区系统能

够更加完善，更好地带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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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问题 

智慧社区是一种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互联网、云计算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收集、分析和处理所

有本地信息，在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和先进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实现社区治理和管理的现代化，进而实现

公共服务智能化的一种新型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智慧社区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管理体

制的融合，它的出现对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智慧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以信息技术和智能化为基础，新

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模式不断涌现[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社区已经成为新时代社区管理的一种新形式，为人们提供安全、

便捷的服务。智慧社区的开发和建设可以让社区居民在社区服务方面感到舒适，让社区管理人员在社区

管理方面感到便捷，对城市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 
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的新形态，是共享经济的有效形式，在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社区服务、提升治

理能力、增进居民福祉等方面具有引领作用[5]。近年来，我国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的努力和研究取得了

显著成效，在理念构建、规划设计、运行维护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从总体上看，智慧社区建设仍

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仍面临着许多发展问题。 
在社区发展方面，社区发展的不均衡加速了新老社区“二元格局”的形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陈旧、

信息管理手段落后、技术设施不足、社区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因此，对老旧小区进行智能化改造更有必

要，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与老旧小区相比，新建小区在设计和建设初期就已经将社会建设

和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并建设了充足的基础设施，为建设智慧小区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新老小区的

差异导致了新老小区之间智慧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加深了城市社区的多样性，加剧了新老小区之间的

“二元格局”，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管理的整体成效[2]。 
在社区管理方面，原有的社区治理形式不能及时、主动地回应社区需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社

区规模逐渐扩大，出现了住户数量多、区域范围广、问题复杂多样等诸多问题，给相关人员带来管理上

的困难[6]。而智慧社区通过将问题识别从被动转变为主动来扭转社区内事件的管理方式，确保问题在第

一时间内得到解决，大大增加其处理的效率。此外，通过居民的积极配合，社区的监督和控制体系也可

以得到改善[7]。 
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逐渐让信息化管理进入人们

的生活，也让管理者的工作变得简单有条理。信息化管理办公可以降低数据错误率、数据保存期长、易

于储存和修正数据，可以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如何以现有的技术水平解决社区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是智慧社区建设中考虑的重点，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智慧社区建设方法[8]。降低社区基层治理的成

本，减轻社区工作人员重复而低效的工作，使其能够高效处理社区相关工作，获得更高质量的使用体验，

合理地将用户需求转化为设计需求。 

3. 开发技术介绍 

3.1. B/S 结构 

B/S (Browser/Server)结构，也称作浏览器/服务器结构。此结构中，主要事件基本上都是在服务器端

上实现的，而事务逻辑的一小部分在浏览器中实现。这极大地减轻了客户端计算机的负载，降低了系统

升级和维护所需的成本，也减轻了工作量。 
浏览器/服务器模式采用了浏览器、服务器和数据库三层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层彼此独立的，由

表示层、数据层和功能层组成，避免了同一个应用系统重复开发多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使用户群的扩展

和应用系统的管理更容易实现。三层 B/S 体系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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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S (Browser/Server) chart 
图 1. B/S (Browser/Server)结构图 

 
由上可知，B/S 结构不仅是目前开发中使用的主流架构，有着适用范围广、维护成本相对较低等的

优点，并且能满足本课题的要求，所以教务成绩管理系统遵循这一结构。 

3.2. 数据库 

由微软公司发布的 SQL Server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很多优点，主要体现在操作简单、系统可

伸缩性好和相关软件集成度高等方面，SQL Server 具有大型数据库的一些基本功能，支持事务处理、数

据库加密、设置用户组或用户的密码和权限等功能。 
由美国 Oracle 公司开发的 Oracle 数据库管理系统是一种以分布式数据库为核心的软件产品。Oracle

数据库具有完整的数据管理功能，并且实现了分布式类型处理功能。因此 Oracle 数据库是当前世界上最

受欢迎并且最广泛使用的数据库之一。 
由瑞典 MySQLAB 公司开发的 MySQL 数据库是一种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属于甲骨文旗下产品，

是当下最受欢迎并且使用最广泛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它的数据库服务稳定，并且很少发生异常

停机。因为其速度快、体积小、开源等特点，MySQL 通常被选择来成为中小型网站开发的网站数据库[5]。 
MySQL 是目前流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不仅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而且可以满足本课题的用户需求，

因此本系统采用 MySQL 数据库来进行开发。 

3.3. Spring Boot 框架技术 

Spring Boot 是由 Pivot 团队设计和开发的框架。该框架具有其自己独特的配置方法，并且开发人员

无须执行大量重复的配置工作。无须生成任何额外的代码并且也无须对 XML 文件配置。Spring Boot 提
供了更快的基于 Spring 的开发体验。Spring Boot 提供的丰富功能经常用于大型项目的开发中[9]。Spring 
Boot 的优点如下： 

1) 保留了 Spring 框架的核心：IOC 和 AOP 的思想，代码升级维护方便。 
2) 简化了 Spring 繁琐的配置，便于将开发集中于业务核心。 
3) 内部嵌入了 Servlet，不需要再单独安装容器，可以直接部署运行项目。 
4) 兼容性强，整合主流开发框架无须配置。 

4. 系统需求分析 

1) 功能需求。本系统旨在提高社区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帮助社区管理人员提升管理体验，更好的对

社区信息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对社区房屋、社区人口、社区车辆、社区车位和社区资讯等信息进行管理，

因此系统的功能都将围绕本目的和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设计。 
2) 操作需求。本系统是基于 B/S 架构设计，用户仅需要在有网络的地方登录网页浏览器即可轻松操

作，页面设计满足逻辑清晰，布局合理以及操作方便，页面的色彩搭配协调，要使用户能够长时间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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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持续进行操作，页面整体风格具有一致性，降低社区管理人员学习成本，使管理人员可以轻松使用。 
3) 性能需求。随着移动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用户对网页的响应速度要求越来越高，需要

系统至少能流畅的进行各种操作，用户请求 3 秒内得到回应，用户将得到该系统性能优异的感觉，5 秒为

用户感官上可以接受，超过 5 秒则用户体验感不良。因此本系统对页面复杂操作的响应时长为 5 秒之内。 

5. 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5.1. 系统整体模型设计 

通过对系统功能的分析，可以将系统主要功能分为登录注册模块，社区居民管理模块，社区房屋管

理模块，社区车位管理模块，社区车辆管理模块和社区资讯管理模块。登录注册模块主要功能为登录和

注册。社区居民管理模块分为业主管理和住户管理，主要功能为多条件检索居民，查询居民详情，查询

该人员所居房屋信息，同屋人员列表。社区房屋管理模块分为楼栋管理和房屋管理，主要功能为查询社

区、楼栋、单元、楼层、房间号、户型、住房面积，房屋详情。社区车位管理模块分为车库管理、车位

管理和业主车位管理，主要功能有查询车库名称、区域，车位编号、面积，车位所属业主信息。社区车

辆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有查询车辆信息，如车牌号、车辆型号等，车主基本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

手机号等。社区资讯管理模块分为通知公告管理和新闻资讯管理，主要功能有发布、查询、编辑和删除

通知公告和新闻资讯。系统整体模型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ystem overall model diagram 
图 2. 系统整体模型图 

5.2. 系统架构设计 

作为信息管理系统，本系统的最终目标是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数据实现信息智能化处理，实现

全天候、全过程的智能信息处理和有效社区管理。使用 Spring Boot 作为后端架构、VUE 作为前端架构、

使用 MyBatis-Plus 作为数据持久层来进行部署和设计。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的架构应该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和可靠性，以满足系统未来的功能要求的增加和不断上升的用户群[10]。 
具体而言，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的架构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用户界面层：为智慧社区管理系统提供用户界面。它向用户展示数据，通过输入向服务器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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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显示结果。 
2) 应用层：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的业务应用，包括社区房屋信息管理、社区车位信息管理、社区

居民信息管理、社区车辆信息管理和社区资讯管理等功能。 
3) 服务层：为智慧社区系统提供网络服务和数据服务等，包括数据传输、处理和存储等功能。 
4) 数据层：负责管理系统数据，实现规范化管理。如社区建筑物数据、分层分户数据和车辆车位数

据等，包括数据存储、访问、备份和恢复等功能。 

5.3. 系统数据库设计 

在进行智慧社区管理系统设计中，数据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数据库中通常存储了系统正

常运行所需的数据。在本文开发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中，数据库中存储了各种社区中的基本信息，系统

正常运行中产生的各种信息比如居民信息，楼栋信息，房屋信息等。数据库设计的是否合理，影响着系

统的性能，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数据库用户权限控制、数据库的业务数据结构，设计功能强大的数据库，

才能保证数据能够正常的组织和管理。本系统的数据库设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表： 
1) 居民信息表。 
该表中存储了社区居民的相关信息，主要有用户 ID、楼栋 ID、单元号、房屋 ID、真实姓名、民族、

性别、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户籍地址、是否为户主、与户主关系、是否为产权人、是否在此居住、从

业单位、政治面貌、组织关系、婚姻状况、人口性质(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寄住人口、外籍人士)、当前

状态、修改时间、备注。 
2) 楼栋信息表。 
该表中存储了社区楼栋的相关信息，主要有楼栋 ID、网格 ID、楼栋名称、楼层数、单元数、楼栋类

型、建成日期、建筑面积、当前状态、修改时间、备注。 
3) 房屋信息表。 
该表中存储了社区房屋的相关信息，主要有房屋 ID、楼栋 ID、单元 ID、楼层、门牌号、房屋面积、

户主、房屋用途、人口数量、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备注。 
4) 车辆信息表。 
该表中存储了社区车辆的相关信息，主要有车辆 ID、楼栋 ID、房屋 ID、业主 ID、车辆类型、业主

姓名、业主身份证号、业主手机号、当前状态、修改时间、备注。 
5) 车位信息表。 
该表中存储了社区车位的相关信息，主要有车位 ID、业主 ID、楼栋 ID、房屋 ID、车位区域、车位

面积、业主姓名、业主手机号、楼栋名称、当前状态、修改时间、备注。 
6) 资讯信息表。 
该表中存储了社区资讯的相关信息，主要有资讯 ID、资讯内容、发布时间、当前状态、修改时间、备注。 

5.4. 系统功能实现 

1) 用户注册登录功能。 
用户注册登录是使用系统之前必须执行的操作。管理员用户通过登录模块，当管理员用户输入账户

和密码之后，程序会首先检查用户输入的格式，确保账户和密码不能为空，然后检查登录频率。本系统

将单个用户的连接次数限制为每分钟三次。如果条件满足，则进行密码校验，本系统采用密码加盐后使

用 MD5 加密技术对密码进行编码和存储。最后一步是生成 token，本系统将用户的 ID 和当前系统时间作

为参数，使用 JWT 生成 token 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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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居民管理。 
当社区出现异常状况时查询相关人员的信息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只有找到相关人员才能进

一步了解情况或传达信息。因此系统中对社区居民信息的管理功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社区居民管

理主要包括业主信息管理和住户信息管理，信息包括人员的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码、电话、住

址信息、是否重点人群等。需要将住户信息和房屋信息关联，根据所居住房屋信息进行业主绑定，绑定

后可以选择更换业主。房屋中的住户关系多样，有夫妻、父母、子女等等，因此对房屋同居人员信息的

管理也十分重要，房屋绑定业主后，可以对同屋成员进行成员登记。社区居民管理可以多条件检索居民，

实现对社区各类居民的信息进行采集、更新、查询、维护等操作。 
3) 社区房屋管理。 
房屋是关联社区居民的一个重要纽带，社区房屋管理主要包括楼栋管理和房屋管理。楼栋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名称、类型、单元数及层数等，房屋信息主要包括楼栋信息、房间号、建筑面积及房屋户型等，

社区房屋管理可以实现对社区房屋的信息进行更新、查询、维护等操作。 
4) 社区车辆管理。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车辆在人们的日常出行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私家车已成为现代

家庭必备的出行工具。因此系统中对车辆信息的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车辆信息包括车牌号、车型、车

主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和住址等信息，社区车辆管理可以实现对社区车辆的信息进行采集、

更新、查询、维护等操作。 
5) 社区车位管理。 
社区内停车场的类型主要包括露天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等。社区通过出租的方式将车位租给社区业

主，因此需要将车位信息和业主信息关联。社区车位管理主要包括车库管理、车位管理和业主车位管理。

车库信息包括车库名称、所在区域，车位信息包括车库区域、车位编号和车位面积等，业主车位信息将

车位与所租用业主关联起来，包括车位信息和业主信息。社区车位管理可以实现对社区车位的信息进行

更新、查询、维护等操作。 
6) 社区资讯管理。 
传统的社区资讯大多以张贴纸质版通知的方式通知社区居民，这种方式既耗费人力又缺乏时效性。

因此系统实现了社区资讯管理功能。社区管理人员可以在上面发布通知或社区新闻等。使社区居民可以

随时查看当前社区的最新动态。社区资讯包括通知公告和新闻资讯。社区资讯管理可以实现对社区资讯

的分类、编辑、发布、查询、维护等操作。系统主页图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ystem homepage diagram 
图 3. 系统主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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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建设智慧社区是未来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未来的智慧社区研究应着眼于提高智慧社区的整体

水平。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提高社区的管理能力，更有效地治理社区。使居民的生活更安全、更舒适、

更方便，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打造幸福的智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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