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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生命周期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建设① 
徐楠楠, 刘建平, 胡晨光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 100176) 

摘 要: 人力资源已经成为高校发展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建设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就

是从教职工主体相关的业务发展考虑, 对入校前、入校、在校期间、离校/离退休、去世各个阶段中发生的业务

进行梳理, 分析每个过程的业务关联性和数据流动性, 通过业务触发实现对人事数据的全过程动态管理, 同时基

于人事数据产生的源头和使用情况分析 UC 矩阵, 满足不同部门间数据共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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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s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HRMS) in university is an integrative information system. In base of the theory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the HRMS considers the staff as the main busines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Whole Life Cycle into fiv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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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建设现状 
  人力资源是高校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1], 借

助信息技术加速人力资源整体开发已成为必然趋势. 

当前, 各个高校已经逐步建设数字校园, 而人力资源

管理作为高校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的发展也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发展而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是近三十年来才逐渐出现并普及的

新概念和新术语, 以前称之为“人事管理”, 由于早期

的人事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较简单的行政事务, 所

以被长期忽略和轻视[2]. 传统的人事管理系统缺少整

体规划, 存在数据量不足、信息无法共享等缺陷, 人事

管理各业务之间、人事处与其他职能处室之间独立收

集、管理信息, 没有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造成了信息

冗余, 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 同时由于各个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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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发工具不一致, 数据库各不相同或者版本不一致, 

难以实现信息互用. 人事管理部门作为全校唯一的教

工数据提供部门, 不能及时有效的提供数据, 尤其是

数据发生变化时, 各个使用部门无法及时获取, 已有

的零散数据也无法全面而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直观

地展现发展趋势, 降低了工作效率, 对管理决策提供

的支持力度也不够, 想要得到数据的纵横比较也很困

难. 而随着高校内、外部环境的改变, 随着管理科学与

管理理论的发展, “人”的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随着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

发展, 使得高校中的“人”对信息服务的有效性、及时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立一套具有较高起点的、体现

高校办学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势在必行. 

以前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建设研究多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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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的业务模块分析, 或者是从系统架构上探讨

如何建设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而本文的研究以北

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为背景,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 将管理理论中的“生命周期”概念

引入, 以高校中最核心的人力资源——教职工为主体, 

将教职工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不同的时间阶段, 进

而分析在不同时间阶段的业务主线, 而人力资源系统

的建设和数据库的设计也是基于此业务主线实现.  

 

2 全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应用领域 
  全生命周期(Whole Life Cycle)理论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 狭义的概念是指本义, 生命科学术语, 即生物

体从出生、成长、成熟、衰退到死亡的全部过程. 广

义的概念是本义的延伸和发展, 泛指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各种客观事物的阶段性变化及其规律.  

  全生命周期理论的概念应用很广 , 特别是在政

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经常出现, 其

基 本 涵 义 可 以 通 俗 地 理 解 为 “ 从 摇 篮 到 坟

墓”(Cradle-to-Grave)的整个过程. 比如: 美国经济学

家雷蒙德•弗农于 1966 年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国际

投资与国际贸易》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3]. 它从

产品生产的技术变化出发, 分析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以

及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他认为, 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

有生命周期, 会先后经历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

标准化期和衰亡期五个不同的阶段.  

结合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实际建设情况, 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高校人力资

源系统建设, 就是把高校人力资源这个主体在各个阶

段的变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 弱化原有人事管

理中的科室概念, 从教职工主体相关的业务发展考虑, 

对教职工在入校前、入校、在校期间、离校/离退休、

去世各个阶段中发生的业务进行梳理, 分析每个过程

的业务关联性和数据流动性, 将原本各个阶段相对独

立的业务串联起来, 通过业务触发实现对人事数据的

全过程动态管理, 同时基于人事数据产生的源头和使

用情况分析UC矩阵, 满足不同部门间数据共享的需求.  

 

3  系统分析 
3.1 业务主线分析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业务主要分为人事管理、师资

管理、薪酬管理三大方面, 其中, 人事管理主要是对教

职工的基础信息管理, 包括人员调配、各类信息变动

等; 师资管理主要包括对师资力量的培养培训、职称

评审等; 薪酬管理主要是对教职工各类工资、津补贴

的管理等.  

  对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建

设进行系统分析时, 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高校人

力资源系统建设, 首先划分教职工这一主体的各个阶

段, 本文将教职工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

是: ①入校前; ②入校; ③在校期间; ④离校/离退休; 

⑤去世. 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的三方面业务, 分析梳理

出以下几条业务主线:  

  (1) 人才招聘——人才录用——新职工入校——

正式在校——增员起薪. 这条业务主线贯穿了入校前

和入校两个生命周期阶段, 从人事处涉及到的业务方

面看, 主要包含人才招聘和新职工入校两项大业务, 

而且在新职工入校这个业务中, 既包含人事管理的人

员调入处理, 又包括薪酬管理中的新进人员增员起薪

处理.  

  (2) 在校期间信息变动——在职工资变动. 这条

主线是教职工在校期间的生命周期阶段中发生的各项

业务, 其中, 引起教职工在校期间信息变动的业务有

很多, 最常见的如部门变化、岗位变化、职称变化、

职务变化, 参与的培训、出国、奖惩、考核信息等, 这

些信息的变化同时都会引起工资的变化. 在系统设计

时, 数据都是联动的, 各类信息的变动直接会引起相

应工资的变化.  

  (3) 在校——离校——减员停薪. 这条业务主线

贯穿了在校期间、离校这两个生命周期阶段, 业务主

要包含了教职工离校办理, 离校确认后, 教职工状态

由在校变为离校, 同时在薪酬管理业务中, 需要对离

校的教职工做减员停薪.  

  (4) 在校——在职工资——离退休——退休处理

——退休工资. 这条业务主线贯穿了在校期间、离退

休这两个生命周期阶段. 教职工在校期间, 工资状态

和工资统计都属于在职人员工资, 需要按照在职人员

的工资标准和薪酬体系处理, 当教职工退休后, 薪酬

体系又需要按照退休人员的薪酬体系进行管理.  

  (5) 在校(退休)——去世. 这条业务主线贯穿了在

校期间(或者离退休)、去世这两个生命周期阶段, 在校

教职工或者离退休教职工去世后, 状态会从在校(退休)

变为去世, 同时在去世人员库中维护抚恤等信息.  

通过上述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业务主线的分析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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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可以绘制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全生命周期图如

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论研究高校人力资源系

统建设, 不仅可以对高校的人事业务主线有更清晰的

划分, 使得教职工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业务更加清

楚明了, 教职工作为高校内部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这一

地位也得以凸显. 另一方面, 从学校的人事管理工作

方面看, 基于全生命周期对高校人力资源涉及到的业

务进行分析, 较之前分散的人事管理工作更集中, 各

业务之间的关联性也更加强了. 对于高校人力资源系

统设计和开发来说,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高校人力资源

系统在设计时更强调业务之间的关联性和数据的联动

性, 教职工信息数据不断在业务的发展变化中完善, 

业务的变化促进数据的动态变化和更新, 人事管理部

门始终能掌握第一手准确、完整的教职工数据. 在准

确、完整的数据基础之上, 可以进行各类查询统计, 为

全校各层次人员使用数据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 详

尽的报表也会辅助学校领导决策支持, 更好的制定人

才发展计划.  

3.2 系统建设目标和发展定位 

  任何一个系统的建设都是为使用者服务的, 基于

全生命周期的高校人力资源系统的使用者可以划分为

以下几个不同角色: 教职工、院系人事秘书、人事处

各业务管理员、人事处系统管理员、相关职能处室、

校领导. 每个不同角色在系统中拥有不同的权限.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信息

化发展定位: ①服务于校内: 实现数据流转和业务协

同. ②服务于校内外: 实现人力资源综合管理, 为教

职工提供自助服务. ③服务于未来: 实现学校人才战

略目标, 决策辅助支持分析.  

  基于上述定位, 高校人力资源系统的建设目标如

下: ①综合数据采集平台: 人事系统作为高校教职工

信息的唯一提供者, 不仅要完成教职工基本信息数据

的录入、编辑等操作, 还要根据实际需要查询、统汁

相应的数据, 并以多种方式展示出来, 为不同的使用

部门或管理者提供数据服务. ②综合信息交互平台: 

实现人事管理部门各个业务之间的信息交互, 加强各

科室之间的业务联动, 提供办公效率. ③综合信息服

务共享平台: 作为学校信息化管理的一部分, 它不但

可以实现自身资源共享, 而且也可以通过接口获取外

部资源, 同时也为其他系统提供人事基础信息数据源. 

比如: 从科研系统获取教职工的科研数据, 从教务系

统获取教职工的教学信息等, 为科研、教务、财务等部

门提供教职工基础数据. 从而减少数据冗余, 提高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达到数据的高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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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功能设计 
4.1 系统功能结构图 

根据之前系统分析所述的系统建设目标和全生命

周期图, 设计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如下: (1)人才招聘

管理; (2)人员入校管理; (3)人员调配管理; (4)人力资源

库管理; (5)考核及奖惩管理; (6)薪酬及福利管理; (7)师

资培养及发展管理; (8)教职工自助服务; (9)数据报表

展示服务. 系统的功能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系统功能结构图 

 

4.2 业务流程设计举例 

  以人才招聘流程为例进行说明, 人才招聘是获取

教职工数据的最初始点. 人才招聘模块可以分为两个

过程, 一个是招聘过程, 一个是应聘录取过程. 具体

的业务流程如下图 3 所示. 用人部门提交招聘需求

——人事处审核招聘需求——同意后, 在招聘网站上

发布招聘需求. 应聘者登录招聘网站, 注册个人简历

——提交应聘职位信息——用人部门审核——人事处

审核, 确认录用——产生录用人员信息. 整个过程通

过招聘网站获取第一手人员数据, 确认录用的人员信

息直接进入待入校人员库中, 到正式入校时, 已经录

入的人员信息自动流转至新职工人员信息库中, 无需

再次录入.  

另外, 人力资源系统中, 最重要的是形成第一手

完整的教职工在校电子信息档案, 教职工的各类信息

在校期间会发生各种变化, 有些源于各个业务, 有些

源于教职工个人信息修改, 而无论何种变化, 最终都

体现在教职工电子信息档案中. 在系统设计时仔细分

析了产生信息变动的业务触发点以及变动的信息项, 

同时与变动的相关影响结果进行联动. 图 4 列出了教

职工在校电子信息档案更新的相关业务. 

 
图 3 人才招聘业务流程图 

 

 
图 4 在校教职工电子信息档案更新 

 

4.2 系统外部接口 

  作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一部分, 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系统同时也需要与其他系统进

行交互, 根据“数据谁产生谁维护”的原则, 分析了人

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外部接口, 如图 5 所示, 左侧为相

关部门提供数据给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右侧为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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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系统为相关部门提供数据. 人力资源系统与各

个业务系统之间可以通过 Web Service 接口实现数据

的共享和交互.  

 
图 5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UC 矩阵 

 

5 结语 
  建设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一方面需要借助于

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 另一方面, 也需要利用管理

理论的最新成果. 全生命周期是一种源于社会需求而

产生的全新技术理论, 在实践探索中应运而生, 它和

哲学、逻辑学一样, 给人们提供了审视事物对象的工

具, 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教人们如何掌握规律、选择取

舍、规避风险和不必要的损失, 使之效益最大化. 基于

全生命周期理论建设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通过划

分教职工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进而对各个阶段中发

生的人事业务进行分析, 使得系统在设计和实现时, 

增强了业务之间的关联性和数据之间的动态变化与相

互影响, 对于提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加强高校

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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