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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服务的动态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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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eb服务(web Services)是实现动态电子商务的关键技术，应用 Web服务，~-3~--q'v：t即时地寻找商业合作 

伙伴，将各种 Web组件集成为新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本文介绍了动态电子商务实现的关键技术：Web Services技 

术，阐述了动态电子商务的定义与内涵，给出了实现动态电子商务的应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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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态电子商务概述 

目前，在构建电子商务应用的时候，程序员们一 

般都是采用“独立解决方案”来实施的⋯。也就是 

说，对于每个应用，他们都是为每个需要的企业资源 

或外部资源编写连接代码，使应用得以运行。由于 

每个应用都有其自己特有的基础架构，这些应用在 

部署、更改和维护上的代价都异常高昂。企业不得 

不每套应用配置特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并保持与不 

同技术供应商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密切联系。同时 

这些应用既不能被方便地继承，也不能随着企业商 

务的规模扩展而方便地实现应用的规模扩展，而且 

通过跨应用集成的方式实现电子商务应用的重用也 

异常地困难。 

电子商务需要摆脱独立解决方案的实现模式， 

需要舍弃复杂系统连接的实现方法。一个有效的电 

子商务应用绝对不应该是仅仅基于程序员以及那些 

复杂的代码的。对于电子商务而言，传统的由程序 

员主导的由里向外的开发模式应当被由用户主导的 

由外向里的开发模式取代。冗长的串行的开发循环 

应当被即时的，快速的应用装配所取代，也就是说， 

所有的电子商务应用应当高度的组件化，同时又与 

平台无关。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传统商业 

中的“即时制造”以及“规模可伸缩”等概念⋯1延伸 

到电子商务中去，构建业务沟通机制，在市场竞争中 

真正赢得主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建立 

动态电子商务[2J平台，而动态电子商务实现的关键 

是 Web服务⋯。 

2 Web服务及其关键技术 

2．1 Web服务 

web服务技术是各大技术厂商从商业需求出 

发，合 作 定 义 相 关 的 技 术 标 准 (如 XML[引， 
SOAPC5]

，WSDLC 6J等)，然后在各自平台上实现的一 

种标准技术架构，它的目标是提高企业应用的开放 

性和互操作性。web服务技术的出现解决了日益 

频繁的商务活动和当前技术之间的矛盾。使用 

Web服务，企业可以将 自身的商务活动封装成独立 

的可用 URIC4J定位的服务实体，并将这种服务实体 

发布到网络上(UDDI注册中心[ ])，同时提供标准 

的调用接口以供其它应用使用。这样，其他的应用 

可以在一个与操作系统和开发语言都无关的平台上 

对其操作。此外，在 UDDI注册中心，这样的商务活 

动将被统一管理，也为未来的电子商务提供了一个 

具有良好秩序的环境。 

2．2 Web服务的特点 

从外部的使用者的角度而言，web服务是一种 

部署在 web上的对象／组件，它具备以下特征： 

完好的封装性 web服务既然是一种部署在 

web上的对象，具备对象的良好封装性，对于使用 

者而言，他能且仅能看到该对象提供的功能列表。 

松散耦合 这一特征也是源于对象／组件技术。 

对于调用者来说，只要 web服务的调用界面不变， 

web服务的实现任何变更对他们来说都是透明的。 

使用协约的规范性 首先，作为 web服务，对 

象界面所提供的功能应当使用标准的描述语言来描 

述(比如WSDL)，而且，由标准描述语言描述的服务 

界面应当是能够被发现的，因此这一描述文档需要 

被存储在私有的或公共的注册库里。同时，使用标 

准描述语言描述的使用协约将不仅仅是服务界面， 

它将被延伸到 Web服务的聚合、跨 Web服务的事 

务、工作流等。所有这些功能的实现都要求我们使 

用一个规范的协约。其次，由于安全机制对于松散 

耦合的对象环境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对诸如授权认 

证、数据完整性(比如签名机制)、消息源认证以及事 

务的不可否认性等运用规范的方法来描述、传输和 

交换。最后，在所有层次的处理都应当是可管理的， 

因此需要对管理协约运用同样的机制。 

使用标准协议规范 作为 web服务，其所有公 

共的协约完全需要使用开放的标准协议进行描述、 

传输和交换。这些标准协议具有完全免费的规范。 

以便由任意方进行实现。一般而言，绝大多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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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终有W3C或 OASIS作为最终版本的发布方和 

维护方。 

高度可集成能力 Web服务采取简单的、易理 

解的标准 Web协议作为组件界面描述和协同描述 

规范，完全屏蔽了不同软件平台间的差异，无论是 

CORBA、DCOM还是 EJB都可以通过这一种标准 

的协议进行互操作，实现了在当前环境下最高的可 

集成性。 

Web服务所具备的上述特性使得它成为实现 

动态电子商务的关键技术。应用这一技术，企业可 

以将自身的各种应用程序和信息系统进行封装、集 

成以实现动态电子商务的目标。 

2．3 WeI'服务的体系结构 

(1)Web Services领域中的三个角色 
·服务提供者(Services Provider)：提供服务及维 

护注册表以使服务可用。 
·服务请求者(Services Requestor)：与服务代理 

一 起发现 Web服务，然后调用这些服务以创建应用 

程序。 
·服务注册中心(Services Registry)：为服务提供 

交换场所，充当服务提供者与服务请求者之间的中 

介——服务代理。 

(2)角色间的关系 服务提供者将服务部署在 

Web上，通过使用 Web服务描述语言(WSDL)来描 

述给定 Web服务提供的功能。 

服务代理帮助服务提供者和服务请求者找到彼 

此。 

服务请求者使用 API向服务代理寻求他所需 

要的服务。当服务代理返回结果时(将它们作为搜 

索结果)，服务请求者将这些结果与特定的服务进行 

绑定。 

(3)角色间的操作 
·发布(Publish)，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注册器之间 

对 Web服务的定义与发布； 
·查找(Find)，服务请求者与服务注册器之间对 

所需的web服务的搜索和发现； 

图1 Web Services体系架构模型 

·绑定(Bind)，服务请求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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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服务需求的匹配。 

2．4实现 Web服务的关键技术 

(1)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以一 

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建立数据表示的结构。XML的 

可扩展性是 XML区别其他标记语言的最基本特 

征。XML的可扩展性使 XML可以满足各种不同 

领域数据描述的需要，并可以对计算机之间交换的 

任何数据进行编码。XML消除了信息在语法描述 

上的差异，使得不同类型的数据表示成同一格式成 

为了可能。XML已经成为了 Web上数据表示和交 

换的事实标准，是应用之间或者机器之间共享数据 

的一种有效方式。迄今为止，XML已经成为了 

Web上最理想的数据表达方式。 

(2)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1)，即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它定义了服务请求者和服务提 

供者之间的消息传输规范，为在一个松散的、分布的 

环境中使用 XML对等地交换结构化的和类型化的 

信息提供了一个简单且轻量级的机制。SOAP给出 

了一种结构化 XML消息的标准方法，SOAP规范定 

义了简单的基于XML包装传递消息和将与平台相 

关的应用数据转化成 XML表示 的一些规则。 

SOAP用 XML来格式化消息，用 HTTP来承载消 

息，使用 XML消息调用远程方法(RPC)。一个 

SOAP方法可以简单地看作遵循 SOAP编码规则的 

HTTP请求和响应。一个 SOAP终端则可以看作一 

个基于 HTTP的 URL，它用来识别方法调用的目 

标。 

(3) rsDL(we1)Sexvioes Descxip~n IangIla目e)，即 

Web服务描述语言。WSDL使用XML将 Web服务描 

述成一组能交换消息的端点。WSDL文档以一种 

与语言和平台无关的方式描述了 Web服务、如何访 

问这些服务以及期望的响应类型(如果有的话)。 

WSDL文档可以私下交换，也可以被发送到一个 

UDDI注册中心(公共的或私有的)以允许更广泛的 

访问。WSDL为 Web服务提供一种中立的、标准化 

的接口格式。 

(4)UDDI(Universal Discovery Description and 

Integration)，即通用发现、描述和集成。UDDI是一 

套基于Web的、分布式的、为Web服务提供信息注 

册中心的实现标准规范，同时也包含一组使企业能 

将自身提供的 Web服务注册以使得别的企业能够 

发现的访问协议的实现标准。该规范提供了一套注 

册和定位 Web服务的方法，定义了一个电子商务注 

册中心，以便于企业能够描述和注册它们的Web服 

务，并发现其它企业提供的 Web服务并与之集成。 

简言之，UDDI标准定义了一个 Web服务发布与发 

现的方法。 

通过 UDDI注册，企业可以将 自身的那些希望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被别的企业发现的 Web服务的描述以及服务访问 

方式的描述公开发布到 UDDI的商业注册中心。 

UDDI商业注册中心在逻辑上是集中的，在物理上 

是分布式的，由多个根节点组成，相互之问按一定规 

则进行数据同步。当一个企业在 UDDI商业注册 

中心的一个实例中实施注册后，其注册信息会被自 

动复制到其他 UDDI根节点，于是就能被任何希望 

发现这些 Web服务的人或单位所发现。有了 

UDDI，就可以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平台无关的、开 

放式的架构，使得企业能使用一个全球性的商务注 

册中心发现彼此并进行交互，以共享信息。 

3基于Web服务的动态电子商务应用框架 

基于Web Service技术的动态电子商务提供了 

应用的自主性，即应用可以自动、即时地搜索互联网 

上不同商业实体的相关应用，通过比较，选择最佳方 

案，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在动态电子商务的 

应用框架中，每个 Web Service的软件资源可以视为 
— 个 Web组件⋯1。使用 Web组件作为构建模块， 

可以建立分布式的应用程序，装配各种商业程序。 
一 个 Web服务能接收请求以完成一系列特定任务， 

并使用开放的通信标准来响应这个请求以确保互操 

作性。 

图2 基于 web Service技术的动态电子商务应用框架 

图2给出了基于 Web服务体系架构的动态电 

子商务的架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到，所有 

的企业的应用系统在对外接口上都采用统一的对象 

模型——web服务进行封装。而且，所有的 Web服 

务都挂接在 Internet上，同时通过 UDDI注册机制 

在 UDDI注册中心登记，面向整个 Internet提供商 

业服务。任意的商业服务消费者亦可以经由 UDDI 

注册机制发现合乎自己要求的服务，找到服务提供 

者，然后通过 Internet发现合乎自己要求的服务，找 

到服务提供者借助 Web服务远程调用该服务。 

在这种模型下，任意服务的消费者一方只需理 

解一种通用的组件接口 (即 Web服务)，就可以利 

用现有的 Internet上的Web服务，而无需考虑 Web 

服务的内部实现机制、操作平台、开发语言等细节。 

同时，由于对该服务的调用是通过 SOAP消息机制 

远程实现，因此两者之间实现的是松散耦合机制。 

即使在日后的运作过程中，当 Web服务产生了接口 

上或是功能上的更改，服务消费者一方可以通过 

Web服务的描述性文档(例如 WSDL)及时地发现 

这样的更改，自动消化并适应这样的更改。 

4用Web服务创建动态电子商务 

动态电子商务(DEB)[2 J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新趋 

势，它作为企业业务流程重组的产物，从一开始就与 

Internet密不可分，因此具有与生俱来的动态特性。 

动态电子商务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其应用在实时条 

件下应用可以被动态地集成。应用动态电子商务， 

企业可以即时寻找商业合作伙伴，并将各种应用集 

成为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动态电子商务，必须摆脱 

基于复杂系统连接的代码实现应用集成的方法，以 

客户需求为主导的开发模型取代过去那种技术驱动 

的由里向外(Inside—Out)的开发模型⋯，而且应用 

程序需要被高度地组件化，并能够被即时快速地装 

配成新的应用。 

动态电子商务的实现要求各种应用应该按照商 

务的过程而设计成可重用的组件。基于 XML技术 

的Web服务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Web 

服务能够统一地封装信息、行为、数据表现以及商务 

流程，而无需考虑应用所在的环境是使用何种系统 

和设备。通过使用 Web服务，企业能够以前所不可 

能的方式将自身的核心商务功能用 Web服务封装 

成组件。这种基于 Web服务的组件被一次性地部 

署到网络后，所有连入网络的应用程序可以随时调 

用和集成这些 Web服务。当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被组件化之后，那么这些核心竞争力就能够很方 

便地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共享，同时架构跨企业的电 

子商务应用，形成商务 Web。在商务 Web中，将不 

需要为使用一个电子商务应用而购买这个电子商务 

应用所承载的应用软件。 

Web服务的使用将改变电子商务应用目前的 

开发模式和应用部署的费用规模。通过采用 Web 

服务，开发者无需与多种平台和编程语言进行交互， 

只需要与有标准协议的 Web服务这种组件进行交 

互。如果商务流程需要更改，开发者也不必修改大 

量的代码，甚至通过开发工具的支持，根本无需更改 

程序代码。由于 Web服务的调用接口采用XML开 

放标准来定义，因而在代码实现上的代价也会降低。 

随着 Web服务技术(如 wSDL／UDDI／，wSFL)的 

大量使用，Web服务在运行时进行动态装配将成为现 

实，同时每个应用甚至可以按用户的需要而实时装 

配。因此，企业能够通过将各种电子商务的 Web服 

务进行组合和集成以创建动态电子商务应用。 

(下转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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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间有障碍物的网桥连接方式 

室外网桥连接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为灵 

活、带宽适合并且较为经济的互连方式。它适用于 

具有多校区的学校实现各校区间以及各建筑物之间 

的网络互连。 

3．4无线局域网的安全问题 

由于无线局域网使用电磁波作为载体，很容易 

被人窃听或干扰，因此在无线局域网中安全问题很 

重要。但学校不同于企业，对 WLAN的安全性要求 

不高，所以除了直接序列扩频技术本身具有的安全 

保密外，采用常用的无线局域网安全措施就已足够， 

即可以采用服务区标志符(SSID)、MAC地址过滤、 

有效等效保密(WEP)[3】、禁用或更改 SNMP设置等 

无线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结束语 无线局域网的发展为校园网的建设和 

升级换代带来了新的选择，但目前并不是用来取代 

有线局域网，它更多的是作为校园网应用的一种延 

续与补充。一般采取有线作主干网络、无线覆盖接 

人面相结合的方式应用，这样既能保证主干网络的 

带宽容量，也能够发挥无线网络灵活经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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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企业与企业之 

间在 B2B的模式下进行多方 信息共享、数据整合和 

应用集成，已经成为电子商务解决方案设计中极具 

挑战性而又极为重 要的一环。事实上，现在的 Web 

服务已经能为利用 WSDL编程、利用 SOAP访问、 

利用 UDDI搜索 的 Web应用提供标准的 Intemet 

界面，这种界面完全是人性化的，它采用 HTTP协 

议实现访 问 ，通过 URI／DNA服务器完成搜索。 

web服务倡导的开放标准和潜力必然成为新一代 

电子商务发 展的基础。随着XML相关技术的不断 

发展，以 XML／SOAP／WSDL为基础的 Web服务、 

UDDI体系 的日趋成熟，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上述 

技术所具有的平台无关、语言中立、高度分散及松散 

耦合的特性，它们将可以在电子商务领域为企业间 

系统集成带来巨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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