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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事管理系统的设计为例, 以 UML 顺序图为导向,引申出其他的 UM L 图,从而为各种 UM L 图在整个软件

设计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关键词: UML 顺序图; 人事管理系统; 设计

中图分类号: T P311. 52 文献标志码: A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软件工程方法学主要是传统方法学和面向对象方法学. 传统方法学在分析和设计上主要用到了 E

- R图、DFD图、IPO 表和数据字典卡片; 而面向对象方法学在分析和设计上主要采用的是 UML 图.随着面向对象方法学

在软件研发过程中越来越深入人心,面向对象技术成为当前最好的软件开发技术,而由此也使得 UML 图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了.

UML 由图和元模型组成.图是 UML 的语法,而元模型给出图的含义,是 UM L 的语义.其中, UML 的主要内容可以用

5 类图(共 9 种图形)来定义[ 1] , 即: ( 1)用例图( use- case diagr am) ; ( 2)静态图( static diag ram) ,包括类图( class diagr am)和对

象图( object diagr am) ; ( 3)行为图( behavior diagr am) , 包括状态图( state diagr am)和活动图( act ivity diag r am) ; ( 4)交互图( in-

ter active diag ram) ,包括顺序图( sequence diag ram)和协作图 ( co llabo ration diag ram) ; ( 5)实现图( implementation diagr am) ,

包括构件图( component diagr am)和配置图( deplo yment diagr am) .在这里,以人事管理系统为例, 主要关注顺序图( sequence

diag r am)在其他 UML 图中所起到的引导和链接作用.

1 UML顺序图的设计
1. 1 UML顺序图概述

顺序图描述对象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着重表现对象间消息传递的时间顺序.顺序图的纵向表示时间,横向表示不同的

对象.浏览顺序图的方法是, 由上至下(按时间顺序)、从左到右地查看对象间交换的消息.

对象间的通信用对象生命线之间的水平消息线来表示, 消息箭头的形状表示消息的类型(同步、异步或简单) .当收到消

息时,接收对象立即开始执行活动, 即对象被激活了.激活用对象生命线上的细长矩形框表示. 消息通常用消息名和参数表

来标识.消息还可以带有条件表达式, 用以表示分支或决定是否发消息. 若用条件表达式表示分支, 则会有若干个互斥的箭

头,也就是说, 在某一时刻尽可发送分支中的一个消息.

在面向对象建模技术中, 将建立起 3 种模型: 对象模型、动态模型和功能模型. 其中的动态模型表示了瞬时的、行为化

的、系统的 控制 性质, 它规定了对象模型中的对象的合法变化序列. 而顺序图在其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将显示若

干个对象之间的协作关系,强调对象之间发送消息的先后顺序,描述对象间的交互过程. 同时,根据顺序图, 还可以演化出状

态图( state diagr am)和活动图( activ ity diag ram)来.

1. 2 人事管理系统设计概述

人事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对人的评价需要综合全面的信息,基础信息数据的范围决定了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范围.因此, 在完成用户的需求分析、明确软件的功能和用况后, 可以将人事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划分为通知公告、招聘管

理、培训管理、部门管理、人事档案及合同管理、考勤及考核管理、职称评审管理、薪酬及福利管理、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管

* 收稿日期: 2011-01-12

作者简介:许 玉( 1973- ) , 女, 湖北武汉人,昆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经济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和办公自动化

研究.



图 1 人事管理系统功能模块结构

理、系统维护管理等 10 个子模块, 如图 1 所示. 除了通知公

告、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管理和系统管理这 3 个子模块之

外,其他的子模块都应该具有对报表进行单个或批量的添

加、编辑、导入、导出、排序、查找、删除等功能,从而满足用户

能够快速生成各式各样规范的、具有统计功能的、具有结构

分析图表的打印报表需求,以便于主管领导、上级单位、同行

单位和统计单位等部门的决策要求.

( 1) 通知公告模块主要是完成发布公告通知、信息提醒、

常用人事制度管理资料下载和个性化服务等功能.

( 2) 招聘管理模块主要是发布人才招聘政策、招聘信息,

能根据需求制定跨科室、多职位和多种招聘渠道的招聘计

划,使无论是外部或内部的各单位都可从浏览器登陆,通过统一的界面查看招聘计划、提交招聘需求,完成计划上报工作,实

现人才招聘工作的网络化、信息化管理.

( 3) 培训管理模块主要是关注对水利人才进行培养及发展管理,这涉及到岗前培训信息、各类培养(含进修)信息、在职

或脱产攻读学位、职称考试等的信息管理.

( 4) 部门管理模块包括了机构管理、职位管理和人员流动管理.而机构管理采用集权加分权的 3 层管理模式,即设计院

< 各部门< 各科室,以满足机构管理的需要. 职位管理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 按照设计院职务体系,分管理类、专业技术

类、工勤技能类和普通员工类 4 大职系建立职务树, 并能根据需要进行职务体系的修改、删除和复制, 具有对职位信息的查

询、分析和统计功能. 人员流动管理按照人员的流动程序设置为人员进院、岗位安排、减员 3 个部分, 是对人员流动的动态管

理.其中, 人员进院主要是人员录用、信息入库; 岗位安排包括人员内部调动、转岗、离岗; 减员包括调出、离职、退休等情况.

从而能够根据人员管理的各项管理需要,建立符合设计院实际业务的人事管理业务流程模块.

( 5) 人事档案及合同管理模块主要关注的是人事档案管理、劳动合同管理、资质信息管理和信息提醒管理模块.

人事档案管理主要办理调入、调出、任免、辞职、辞退、离退休、工伤抚恤、死亡等等手续,并管理职工人事档案的转进、转

出、零散材料的收集等各项日常工作. 档案管理系统模块维护员工的基本信息, 包括职务信息和个人信息等. 因为员工信息

作为企业的永久性资源和历史记录进行保存, 所以档案信息不能删除,只能添加和修改.

劳动合同管理主要是建立员工的合同数据信息, 进行管理时可以更改员工的合同类型,对某个部门或员工进行合同续

签以及试用期员工的转正处理.该模块改动的信息将由系统自动修改人事档案,因此,在人事管理模块查看时, 内容与本模

块一致.资质信息管理主要是围绕着单位资质申报、审批、中检及年检来进行的.

信息提醒管理模块开设短信提醒功能,通过短信及时通知员工办理相关信息.同时, 该模块还提供员工生日提醒和员工

合同到期提醒 2 个部分,从而帮助企业更人性化地发展 .

( 6) 考勤及考核管理模块主要涉及到考勤信息管理和考核信息管理.考勤信息管理功能模块主要是用来记录员工的出

勤、迟到、早退、缺工、事假、休假、加班、出差、探亲等考勤信息,从而实现员工考勤信息的记录汇总等, 为工资发放提供信息

参考和数据.考勤信息每天都记录在案, 可以根据需要将考勤信息清单列出,供人事管理人员浏览分析.考核信息管理系统

功能模块主要是对教职工的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进行信息化管理, 教职工个人网上填写考核表, 人力资源部管理人员可以

针对单位的特征,设定考核项目、考核期间和考核等级, 从而进行群众考核、专家考核、领导考核等考核工作, 并记录相关考

核结果.

( 7) 职称评审管理模块主要让职工在网上填写职称评审表、申报职称评审材料, 相关部门在网上审核申报人员材料. 职

称评审系统的使用,将减少职称评审时的重复性劳动, 提高材料审核的工作效率, 且能让评委了解到该人员更全面的信息,

使评审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 8) 薪酬及福利管理模块是对人员工资、酬金、各类津贴、福利补贴的计算生成及提供查询统计功能的模块. 它主要根

据水利行业的特点,结合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设置工资类别、标准和计算

规则,完成月工资、临时奖金、不定期奖金和退休工资等的发放工作,并具备薪酬统计、分析(横向(跨部门 )和纵向(跨年度)

比较)功能. 它通过当月的考勤信息汇总,结合考勤扣除设置的数据, 再根据相关的工资计算公式, 得到员工的当月实发工

资,并记录在案, 以备查询.

该模块涉及到工资管理、岗位津贴管理、公积金管理、租金补贴管理、住房补贴管理、保险(主要是失业保险是养老保险)

缴纳管理、抚恤金发放管理、单位福利费管理、加班费发放管理和其他补贴管理等等.它根据人员增加、减少、职称晋升、干部

任免等流程传递的数据,对相关人员进行工资变动处理;根据年度考核结果数据, 自动生成年终考核奖发放表, 并自动增加

薪级工资及调整相应工资项目;根据设定的基数,自动计算并调整职工的公积金、租金补贴、住房补贴; 根据学校岗位津贴方

案,对各单位津贴总额发放情况进行管理. 每月二级单位在网上申报本单位人员津贴发放表, 系统自动汇总生成发放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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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审核确认后发放.

( 9) 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管理模块可以为人事管理工作提供现状分析和预期分析功能,通过将一些总体数据和重要报

表以图表等直观、简洁的方式提供给领导, 辅助领导者进行业务管理中的重大决策, 从而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如人员流动

管理中需要有能够为制定人员补充计划而提供的决策支持, 技术人才培养及发展管理中需要能够为挑选重点培养对象、制

定人员培养计划提供决策支持等.决策支持都是以人事数据库中的综合数据或历史数据为依据来进行统计、分析、综合, 最

后得出相关结论.本系统没有建立数据仓库, 但通过设计数据分析程序实现了从现有的数据库中提取信息并进行筛选分析

的功能,能够提供各类统计报表数据、各类统计图形以及发展趋势预测图, 基本达到了决策支持的目的.

此外,该模块能够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水利部年报工作要求, 快速进行人事、薪资、培训等数据的查询、反查、统

计和分析,自动生成和汇总出各类报表和年报 ,方便地进行报表表内表间计算、表内表间校验、数据预演、汇总、历史归档,以

及表样发送、接收和打印等操作.

该模块还能通过人事档案对一些概念加以说明, 如晋升人选的确定;对特殊项目的工作分配、工作调动、培训;肯定性行

动规划和报告、工资奖励计划、职业生涯计划和组织结构分析.还应该能为领导者决策提供各种报告, 如用于日常管理的工

作性报告,包括岗位空缺情况、新员工招聘情况、辞职情况、退休情况、提升情况和工资情况等.

该模块还可以向政府机构和一些指定部门提供规定性的报告和用于组织内部研究的分析性报告, 以表明劳动力在各

个部门或各管理层次上的性别、种族和年龄分布,按消费水平划分的职员福利情况, 也可表明录用新员工的测验分数与工作

绩效考核分数之间统计关系的有效性研究等.

总之,随着人事数据的不断完善及充实, 将建立人事数据仓库, 对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和决策结论产生方式作进一步的研

究和探讨,为人事管理决策提供更充分的支持 .

( 10) 系统维护管理模块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功能: 创建 CHM 帮助文件, 以便于用户清楚人事管理系统的操作流

程. 数据库的时适备份和恢复, 能将数据库备份到任何目录, 而且能在数据出现丢失后,及时对数据进行恢复,同时可以从

任何目录将备份文件进行恢复,基本上满足实际要求;能根据设计院人事劳动具体的业务需求, 设计基础数据库的子集划分

和指标项目,并根据国家标准, 建立起单位的指标代码体系.

在系统维护管理模块中还会涉及到人员的权限分配问题, 这可划分为 6 类用户: 系统管理员、主管领导、人事部门工作

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员、普通员工和应聘者.

系统管理员负责系统的日常运行、数据库的维护、用户的定义和权限的划分; 主管领导可以查询该系统中的相关人事信

息;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负责职称管理、工资变动、一般职工的年度考核、人才招聘、人才管理、资质材料的管理等工作; 人事档

案管理员负责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等工作;普通教职工可以通过系统查询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应聘人员通过招聘管理实现应

聘信息的输入.

1. 3 人事管理系统中的 UML顺序图设计

根据上述的设计过程概述,作为系统管理员或各级用户, 其整个工作流程可以用如图 2 所示的顺序图来进行宏观的

描述.

图 2 人事管理系统的全局顺序

在图 2 中,系统管理员或各级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用户名和密码, 从登陆界面( the lo gin interface)进入到人事

管理系统中,由于他们各自的权限不一样, 因此进入的主界面( the main inter face)也不一样,整个系统中的 10 个功能子模块

( each sub- interface)对不同级别的用户所开放的程度和限制是不一样的.同时, 高级别用户除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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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子功能模块的高限制信息进行处理之外, 还可以通过 角色切换 进行普通用户界面,进行一些日常事务的处理.

人事管理系统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 ,以人力资源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是系统设计的核心部分,故这里主要是关注 人事档

案管理 子模块. 这里以人事档案资料的登记和编辑为例, 进行了 UML 顺序图的设计, 如图 3 所示.

图 3 人事档案资料的登记和编辑顺序

在图3 中, 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 w orker )通过人事管理系统进入到 人事档案管理 子模块( the personnel records man-

agement)中,该界面所显示的是单位所有人员的列表信息( list and sor t interface) . 若有新员工引进或调入, 则可以通过该界

面的 导入 或 新增 按钮进入到人员信息编辑界面( editing interface)进行编辑 ;若是某个在编职工的信息发生了变化或者

是需要其相关详细资料,则可以通过 搜索 按键进入查找界面( search interface)进行快速查寻, 从而进入到人员信息编辑界

面( editing int erface)进行编辑. 当编辑完毕后或查寻到后, 可以进入到人员基本信息界面 ( personnel info rmation display in-

ter face)看到该员工的所有信息. 最后,根据需要对相关字段进行取舍,打印或导出( expo rt and pr int inter face)其电子表格.

要说明的是,各个对象之间的交互都要通过数据库服务器( DB-Server )进行.

1. 4 由顺序图所引申出来的其他 UML图

图 4 人员信息管理的类

类图在 UML 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在上述的 人事档案管理 子模块中, 人员

基本信息管理是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里面包含

的各个模块是通过关键字 员工编号 属性产

生关联,这涉及到学习简历、职称变动、职务变

动、家庭社会关系、年度考核、工资变动、奖惩

情况等多条记录. 在设计中, 系统要能保存历

次变动的信息记录,基本信息与各类变动信息

之间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相应的类图如图

4 所示.

相应地, 在设计数据库时, 类图可以为数

据库的模式进行建模,直接映射为数据库表结

构.类的属性就是数据表的字段, 类间的相互

关系就是数据库中各个表之间的关系.

同样地, 也可以建立起部门类、公告通知

类、合同类、薪酬及福利类、考勤及考核类、工

作经历类等等相关的实体类.

此外,由 人事档案管理 子模块所涉及到

的用况图、协作图和状态图如图 5 7 所示.

由于顺序图和协作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因此可以很快地设计出相应的协作图来,如图

6 所示. 协作图描述了对象按照消息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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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协作过程,其重点是通过消息流的形式给出了对象之间的交互细节.

由于 2 个事件之间的间隔就是一个状态,同一个对象对相同的事件有不同的响应,对象所处的状态也不同,因此也可以

结合顺序图,设计出状态图, 如图 7 所示.

图 5 人事档案管理的用况

图 6 人事档案管理的协作

图 7 人事档案管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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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人事管理系统的部署

活动图的设计方式也可参考状态图来进行设计.

同样,结合图 2 所设计的比较宏观抽象的顺序图, 也可

以设计出部署图,如图 8 所示.

从以上各种 UM L 图的演化过程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些

规则[ 2] :在经过可行性论证和对用户的需求进行深入分析,

设计出系统的用例图和类图/对象图后, 工作重点逐渐移向

顺序图的设计上; 随后, 根据对象按照消息顺序进行的相互

协作过程,将顺序图中的各个对象由时间关系映射到空间关

系,建立起协作图来; 再关注过程中各个对象的状态演变和

各个状态切换之间的动作,设计出状态图和活动图来; 最后,

结合基于计算机系统的各种组成元素和 Web 工程设计的理

念,构建出宏观意义上的顺序图和部署图来.

2 系统的体系结构
在系统的设计模式上,采用 MVC 模式,将应用的输入、处理、输出流程按照 Model、View、Contro ller 的方式进行分离,

即 3 层设计模式,分别为模型层、视图层、控制层. 这种分层思想的系统设计增强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及独立性.

在系统的网络配置上,可以考虑采用 C/ S(客户机/服务器)和 B/ S(浏览器/服务器)相结合的模式[ 3] . 系统服务器上存

储数据,在单位的局域网范围内以 C/ S 模式进行前台数据的处理, 在 Internet上以 B/ S 模式通过严格的权限控制进行数据

库的访问.系统管理员和存在较复杂的数据处理的任务采用 C/ S 模式, 面向普通员工以及简单的数据查询服务的任务采用

B/ S 模式.总之, Web 服务器负责整个系统运行的总体协调工作, 数据库服务器负责数据管理, 这样能保证系统结构的可靠

性、完整性和可扩展性.

3 结语
总之,整个软件的设计既要符合单位的实际需要,又要和上级部门同步, 顺序图能使人们对具体任务的内容和逻辑顺序

有清楚的认识.通过顺序图, 逐步引申出用况图、类图、协作图、状态图、部署图来, 这有利于软件工程设计过程在执行过程中

的前后连贯和融会贯通,使系统实现的复杂性降低,缩短了开发周期, 大大优化了系统的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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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 Method from UML Sequenc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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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 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he UML sequence diag ram

is used to induced other UML diagrams, and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using UML diagram for a variety

of so ftw 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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