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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保障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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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者将工作地点从田间转向城市，但大量建筑企业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行为屡见不鲜，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上的一大关注热点。本文基于国家最新政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同时基于农民工工资发放中存在的主要难点和核心痛点，从农民工信息采集、工资发放流程及相关计算规则等方面入手，
设计了一套与国家政策对接的农民工工资信息资源管理系统，为工资发放单位和农民工双方提供权益保护。该系统能够实现基本数
据管理、项目管理、台账管理等各种功能，以切实解决工程建设领域中市场秩序和劳动用工不规范导致的欠薪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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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工权益保护是国家关注问题点之一，2019 年 12 月 4 日国

务院第 73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核心就

是解决该方面问题，其中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工资发放问题，在

具体工资发放过程中，存在人员流动性大、提交的身份信息和个人

银行卡信息不准确、工资计算公式复杂等问题，致使在发放工资时

大量人员转账失败，从而必须多次进行账务核对、统计，给财务工

作造成极大不便，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对劳务人员来说，不

能在第一时间收到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设计一款方便使用者

操作的农民工工资发放系统，能够便捷高效地对农民工信息进行统

计整理，同时能智能地计算出农民工工资明细，从而减少工资发放

单位的工作量，避免因人工失误导致的各种问题，并提高管理效率

和管理质量，对企业信誉和农民工权益保护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工资管理系统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关于农民工工资发

放相关的管理系统的研究较少，大多数是针对企业或高校。其中，

王海英等（2020）结合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设计了一套基于 B/S 架

构的农民工工资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农民工日常考勤和信息录入、

合同信息的管理、农民工工资工资等操作，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工

资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同时对项目部开展其他工作具有参考价值[1]；

邱雨馨（2020）基于 B/S 体系和 UML 建模设计了一款企业工资核算

管理系统，使得企业工资核算更加准确，同时为员工提供可视化的

便捷查询操作[2]；吴艳萍（2020）以高校为例，设计了一款针对该

校的工资管理系统，能够实现人事信息、工资统计、税务计算等模

块管理，以提高院校整体管理水平[3]；许珂乐和陈妮（2017）基于

Pomelo 分布式服务器后台管理，以高职院校人事工资为研究对象，

设计了一套人事工资管理系统，解决了高职院时效性强和业务量大

的难题[4]；宋小丽（2012）针对现有的工资系统无法实现多功能工

资管理的功能单一问题，根据油田企业特点开发出个税系统管理软

件，，通过运行该系统，企业经营效益与设备利用率得到明显提高，

同时利于资产的管理[5]；李东晖等（2020）通过分析高效工资构成

与工资发放流程，设计了一款能便于量化员工绩效和奖惩的工资管

理系统，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了准确率和效率[6]；

何三静和阮芳芹（2021）通过分析绩效工资发放的错综复杂性和高

度时效性，并且在经过安全性分析的前提下，对当前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工资管理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根据各科室的需

求、系统兼容性、模块设置等不足提出相应解决途径，对当前系统

不断改进，从而达到高效能工作和高水平管理的目的[7]；李欧（2019）

针对单位个性化需求的智能解决方案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深入研究

了医疗行业的人事和工资管理的现状，采用 VB+SP6 开发工具和

sqlserver2008 数据库以及 WINXP 以上操作系统，开发出一套适配医

疗行业（重点为适合本单位个性化需求）的人事工资管理系统[8]。 

三.问题分析 
3.1 工资发放问题 

工资发放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难题，其中的多元化问题更是错综

复杂： 

（1）参与主体过多。工资发放单位、领款人、其他行为涉及

扣款的第三方等多方参与其中，其间的相互关系和利益冲突都会使

得问题变得复杂，往往很难找到直接责任人，进而出现“踢皮球”

的恶心循环情况，导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2）信息冗杂，数据量庞大。人员基本信息、银行卡信息、

工资数额、工作完成情况、工作周期等各种信息充斥在整个项目过

程中，致使财务人员很容易出现信息遗漏、计算失误、对象和流程

不清晰等情况，以致于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程款的发放，从

而延误工期，增加工程开支； 

（3）工资构成复杂，计算难度较大。基本工资、税收、项目

提成、出勤情况、额外补贴等各种资金构成要过多，数额计算复杂，

加之用工基数的增大导致整体操作难度大幅提升，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民工工资构成模型 

这种多元化复杂问题导致工资发放的工作量巨大，在大量信息

扑面而来的情况下，除了处理所有信息和完成最终工资结算需要耗

费大量时间外，还会由于人工失误导致纰漏，出现财务差错，导致

资金错乱。 

3.2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农民工工资发放问题一直是全社会热议的对象，无论是工资发

放方管理低效、行为不规范，还是农民工自我保护意思意识低下、

接收信息时效滞后、双方信息沟通不畅，都成为农民工工资发放的

绊脚石，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一直影响着社会的

和谐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重点关注农民工工资发放“难”的点，

基于当前现状进行系统构建。 

四.系统实现 
4.1 系统建设 

该系统将基于政策打造一款完全符合要求的，同时能够极大程

度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工资权益保障系统。系统通过接收项目所

涉及各种信息（农民工、供应商、分包单位）录入系统，确定各方

信息和项目预算金额，根据各项目的要求和农民工实际出勤情况对

工资进行智能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将各工资明细情况呈现在系统并

可生成文档查看。同时根据农民工管理和工资发放相关规定，系统

将采用多角色管理模式，即为不同账户分配不同的角色设定，每个

角色拥有不同的管理权限，通过层层审批进行数据核查，保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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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无误与真实性。 

4.2 系统架构 

4.2.1 实现技术 

该系统设计采用的 JAVA 语言开发和 Mysql 数据库，结合 MVC

设计模式及高效稳定的中间件处理，同时以 SOA 架构和 Web2.0 技

术，满足现有的性能需求，做到架构和系统的先进性能和扩展能力。 

4.2.2 结构设计 

由于工程施工项目涉及要素过多、人员流动频繁、环境多变，

所以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系统采用 B/S 结构设计，该系统结构易于

升级和维护、成本较低，并且便于对农民工进行高效管理，各施工

段的工作人员可直接通过网页端浏览器查看农民工个人信息、工资

发放情况等信息。 

4.2.3 总体架构 

系统架构主要包括基于组件的标准 SOA 应用架构和按照 SOA

方法构建的基于 J2EE 标准的技术架构。其中，系统的应用架构是

系统进行构建的主要思路和方法，该工资权益保障系统将采用基于

组件的 SOA 的系统应用架构对系统进行构建，采用基于服务的体系

架构的策略与方法，从组件、子系统以及系统平台三个层次对系统

进行构建，组件组装形成子系统，子系统集成构成平台。图 4-1 为

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系统总体架构图。 

 
图 4-1 系统总体架构图 

4.3 需求实现 

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系统主要功能模块一共分为四类：基本信

息管理、工资管理、项目管理和权限管理。 

基本信息管理模块可以对基本信息进行农民工、分包单位和供

应商的基本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和查询以及上传格式文件的

操作； 

工资管理模块可以系统地整理统计工资明细和实发工资情况，

包括农民工在该项目所获的基本工资、由于缺勤导致应扣工资、项

目额外补贴、纳税金额等，同时系统能够直接获取各项目累计发放

金额和当月实发金额等数据； 

项目管理能够对项目具体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和查询，

包括项目的名称、负责领域、项目周期、项目预算； 

权限管理可以通过给不同用户分配具有不同权限的角色来进

行多层管理模式，不同角色能够高效执行管理自身的任务，包括信

息上传、数据审核、工资发放、信息复核等操作。 

4.4 核心流程 

 
图 4-2 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系统流程图 

五.结论及展望 
保障农民工的工资按时全额发放既是对农民工群体基本的尊

重和企业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加速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前

提。只有给农民工群体在口头和行动上都做到完美承诺，确保农民

工的切实利益得到保障，才能让农民工们更加乐意投身于工作，更

加认真对待这一份工作，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偷工减料、

时间延后等问题也会自然而然地减少。本文建立的一套农民工工资

权益保障系统，根本原则是基于国务院法律法规，适用于大部分建

筑工程单位。该系统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工资管理的效率与质

量，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同时也让操作人员更加便捷管理，减少管

理人员的工作量，方便农民工及时知晓自己的工资数额详情，同时

还能为其他类似项目的农民工工资的专项管理提供参考，使得农民

工工资分配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海英,张笑歌,魏晨阳.农民工工资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

现[J].中国公路,2020(08):114-115. 
[2]邱雨馨.工资核算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2020. 
[3]吴艳萍.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资管理系统构建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20,23(24):70-73. 
[4]许珂乐,陈妮.基于 Pomelo 分布式服务器后台管理的人事

工资系统设计与实现[J].现代电子技术,2017,40(16):60-62. 
[5]宋小丽.个税系统研究及在油田企业工资管理的应用[J].

计算机科学,2012,39(S2):181-183. 
[6]李东晖,刘芳,金鑫,李峰,肖佑强.智能工资管理系统的研

究与实现[J].现代信息科技,2020,4(18):32-35. 
[7]何三静,阮芳芹.三级公立医院绩效工资管理系统需求分

析及应用探讨[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1(19):37-38. 
[8]李欧.人事工资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电子技术与软

件工程,2019(22):41-42. 
【作者简介】：刘宇韬（1996—），男，汉族，四川成都

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据挖掘； 
【通讯作者简介】：李宝林（1976—），男，汉族，安徽

太湖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