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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for grass-roots 
employee,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goal of the system, carries out a detailed demand analysis of 
the system, defin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case description, gives 
the overall function package diagram and sub-function package diagram of the system, and counts 
them in the form of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and data table structure,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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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的研究背景；论文提出了系统的设计目标，对系统进行了详细的需求

分析，在功能分析中，通过用例分析和用例描述，明确了系统的功能，给出了系统的总体功能包图和子

功能包图，论文用实体关系图和数据表结构的形式进行了数据分析；最后对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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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层聘用人员涉及人数众多，办公地点不集中，分布在各烟站，基层人员的工作内容及要求各不相

同等原因造成州公司对基层的情况不能及时了解。基层聘用人员管理目前采用传统的手工方式[1]，已不

能满足全州提升管理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不能及时掌握基层聘用人员的基本档案、人事合同、自我管理、

内外部培训、职称学习和等级评定、考核评价等情况。因此，建设一套管控基层聘用人员动态情况的信

息化系统十分必要。 
论文通过对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的业务分析，设计了对基层人员基础档案、合同、工作计划、总

结等信息化动态管理和痕迹管理的系统，提高基层聘用人员建设的标准化、常态化及科学化管理水平，

努力达到提升基层聘用人员的业务技能、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的目标，将系统建设成为基层聘用人员管

理的日常工作平台及管理平台。 

2. 业务分析 

业务分析就是以一种清晰、简明、一致且无二义性的方式对一个待开发系统中的各个方面有意义的

陈述的集合[2]。本章介绍原业务描述和业务流程分析。 

2.1. 业务描述 

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 档案管理 
可以管理系统内的各类员工信息。由相关的组织部门管理员工的信息，如果员工的基本信息发生了

变化可以由员工向组织部门提出修改请求再由组织部门修改。 
2) 变动管理 
岗位调整：管理系统内部员工岗位调整的情况(申报、审核、批准、执行等过程)。 
调动：管理与外单位的员工调动的情况(申报、审核、批准、执行等过程)。 
离职：管理员工的离职情况(申报、审核、批准、执行等过程)。 
员工转正：管理员工的转正情况(申报、审核、批准、执行等过程)。 
3) 档案查询 
用户能够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查询浏览本单位的员工名单，员工档案查询功能首先向用户呈现的

是本单位下的各个部门的人员情况，用户可以选择逐级往下查看更下一级的部门人员情况，也可以设置

条件查询该部门下的员工信息。 
4) 合同管理 
对本单位和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管理维护，用户可以录入各个人员的劳动合同信息，并可以随

时查询各个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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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训管理 
培训管理模块用于记录培训信息，包括外部培训、内部培训、职称学习、职业等级评定等相关信息；

将已有的培训政策固化进系统，并提供提醒功能。 
6) 工作管理 
工作管理功能记录基层员工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及考核评价，按照全州设置的评价办法对员工进

行自我、部门领导、分管领导的三级评价。 

2.2. 业务流程分析 

根据以下主要考核流程，按人事工作涉及的内容进行整理，分为人事工作组所涉及的工作、各部门

所涉及的工作等，以角色划分，分别设计各个角色的工作内容，直观展现内容[3]。 
 

 
Figure 1. Business flow chart 
图 1. 业务流程图 

 
系统业务流程如图 1 所示，人事档案管理包括对员工信息的新建，修改，删除，干部任免表导出，

人事变动新建，修改，岗位变动等；合同管理流程包括对合同签订、合同续签、合同终止、合同解除、

合同修改、合同删除、合同查询等；培训管理流程包括培训计划上报、培训计划审批、培训项目上报、

培训项目审批、培训实施、培训归档等操作；工作管理主要实现员工个人自我评价、部门领导评价、分

管领导评价等功能，评价的内容为个人工作计划、个人工作总结，详细记录三类评价的详细信息，评价

按顺序进行，个人评定后逐步提交下一步骤进行。 

3. 系统设计 

本章介绍了待开发的软件必须完成的任务，定义了必须实现的软件功能，使得用户通过这些功能完

成他们的任务，从而满足业务需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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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用例分析 

用例是对一组动作的抽象描述，是面向对象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5]，下面给出了基层人员动态

管理系统的总体用例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General use case diagram of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for grass-roots employees 
图 2. 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总体用例图 

3.2. 功能包图 

如图 3 所示，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系统一共分为六个包：人事管理、合同管理、培训管理、

工作管理、综合评价、系统管理。人事管理包提供给人事专员使用，人事专员可使用该包的进行人事档

案管理和岗位管理；合同管理包提供给合同专员使用，合同专员使用该包进行合同签订、合同续签以及

合同打印；培训管理包提供给培训专员、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使用，培训专员利用该包进行培训计划

制定，培训实施，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利用该包进行培训计划审核；工作管理包提供给用户、部门负

责人、分管领导进行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工作点评，普通用户使用该包进行计划工作以及工作总结，

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使用该包进行工作点评；综合评价包提供给员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打

分评价，系统管理员进行成绩计算；系统管理包提供给系统管理员进行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 
 

 
Figure 3. General function package diagram of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for grass-roots employees 
图 3. 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总体功能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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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设计 

数据分析是在完成业务和实现软件功能时所需要的数据[6]，本系统采用 Oracle 数据库进行实现。 

4.1. 功能数据设计 

经过分析后得知系统中所需的控制类之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图中基层聘用人员系统控制类依赖于

人事管理、合同管理、培训管理、工作管理、综合评价和系统管理控制类，人事管理控制类依赖人事档

案管理、岗位管理控制类；指标库管理控制类依赖部门指标库管理、员工考核表管理控制类；合同管理

控制类依赖于合同签订、合同续签、合同打印控制类；培训管理控制类依赖于培训计划制定、计划审核、

培训实施控制类；工作管理控制类依赖于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点评控制类；综合评价控制类依赖

于考核打分、成绩计算控制类；系统管理控制类依赖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控制类。 
 

 
Figure 4. Control class diagram of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for grass-roots employees 
图 4. 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控制类关系图 

4.2. 实体关系分析 

由于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人事档案信息和岗位信息；合同管理缩略类图涉及合同信息；培训

管理缩略类图涉及培训计划信息和培训实施信息；工作管理缩略类图涉及工作计划信息和工作总结信息；

综合评价缩略类图涉及部门成绩信息和员工成绩考核打分信息和最终成绩信息；系统管理缩略类图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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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和权限信息。因此，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包括人事档案信息、岗位信息、合同信息、培

训计划信息、培训实施信息、工作计划信息、工作总结信息、考核打分信息、最终成绩信息、用户信息

和权限信息共十一个实体类。 
 

 
Figure 5. Entity relationship class diagram of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for grassroots employees 
图 5. 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实体关系类图 
 

如图 5 所示，一个用户可有多个个权限，故权限信息和用户信息实体类之间是一对多的关联关系；

一个员工(档案信息)可只能对应一个岗位信息，但是一个岗位信息可以对应多个档案信息，故人事档案信

息和岗位信息是多对一的关系；一个人事档案信息对应一个合同信息，同理，一个合同信息对应一个人

事档案信息，故人事档案信息和合同信息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培训计划信息对应一个培训实施信息，

同理，一个培训实施信息对应一个培训计划信息，所以培训计划信息和培训实施信息是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工作计划信息对应一个工作总结信息，同理，一个工作总结信息对应一个工作计划信息，所以工作

计划信息和工作总结信息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考核打分信息对应一个最终成绩信息，但是一个最终成

绩信息对应多个考核打分信息，故考核打分信息和最终成绩信息是多对一的关系，一个用户可以打多个

考核打分信息，但是一个考核打分信息只能由一个用户来打，故用户和考核打分信息是一对多的关系。 

4.3. 主要数据表 

根据系统的 E-R 图和实体属性，给出软件系统部分主要库表的设计，如下所示。 
1) 人事档案信息 
保存人事档案信息见表 1。 

 
Table 1. Personnel archives information table 
表 1. 人事档案信息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长度 键 

员工编号 EmpID 字符型  主键 

员工姓名 字符型 8 否 

性别 字符型 2 否 

民族 字符型 6 否 

出生年月 DATE 8 否 

政治面貌 字符型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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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籍贯 字符型 10 否 

学历 字符型 10 否 

毕业院校 字符型 20 否 

专业 字符型 20 否 

工龄 字符型 4 否 

司龄 字符型 4 否 

 
2) 合同信息 
保存合同信息见表 2。 

 
Table 2. Contract information table 
表 2. 合同信息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长度 键 

合同 ID 唯一标识符  主键 

员工编号 字符型 12 否 

员工姓名 字符型 10 否 

性别 字符型 4 否 

民族 字符型 10 否 

出生年月 Date 8 否 

政治面貌 字符型 10 否 

籍贯 字符型 10 否 

合同签订时间 Date 8 否 

合同签订期限 字符型 10 否 

合同签订状态 字符型 2 否 

 
3) 培训计划信息 
保存培训计划信息见表 3。 

 
Table 3. Training plan information table 
表 3. 培训计划信息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长度 键 

培训计划编号 JH_ID 唯一标识符  主键 

培训名称 字符型 20 否 

培训内容 字符型 100 否 

培训时间 字符型 20 否 

主讲人 字符型 10 否 

受训人员 字符型 500 否 

审核状态 字符型 2 否 

审核人 字符型 10 否 

审核时间 字符型 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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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文章论述了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的开发过程：系统需求分析、系统功能设计、数据库的设计、

系统的实施，重点介绍了系统功能与数据库的设计过程。对系统结构、系统功能设计的流程做了全面而

详尽的阐述，然后针对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做了具体的分析与研究，通过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实现了安

全性高、兼容性好、稳定性强的基层聘用人员动态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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