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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基础技术 EDI的应用特色与技术进步 
The Applied Character and Technical Advance of EDI for the Basic Technology of EC 

夏 锋 古永红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成都610074) 

Abstract At first，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interactive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 between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EDI．Besides that．it points out that becau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nguage of XML·the applic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DI have been developed tO a new stage—XM LEDI．Finally．it puts forward the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XML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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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DI的简要回顾 

EDI(电子数据交换)。使具有标准结 构和格式的数据在 

计算机应用系统之间进行传输。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基础技 

术之一 。EDI从其产生起 。发展至今 ，已经历了以下6个变化： 

1．所交换数据的内容。从文字、图形 ，发展到声音、视频 。 

2．所交换数据 的结构和格式标准 ，从 企业标准、行业标 

准 。发展到 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 

3．数据所交换的范围。从企业发展到行业、区域 、全国．并 

扩展到了全球． 

4．数据交换的主体 ，从企业之间发展到企业、消 费者和 

政府的三方互联 、互通和互动． 

5．数据传输的网络支撑模式．从基于 VAN(增值网)发展 

到基 于 Internet。 

6．数据处理的硬件平台模式 。从 Client／Server(客户机／ 

服务器)模式发展到 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模式。 

EDI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出如下特征和问题 ： 

1．数据 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与数据的表示方 法之 间的矛 

盾 。 

2．数据传输 的标准化与需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 

3．数据来源多样(不 同平台，不同文件系统 ．不同数据库 

接 口)与统一存取之间的矛盾。 

4．基于 VAN的 EDl的封闭性与基于 Internet的 EDI的 

开放性之间的矛盾．以及 由此而引发的安全性问题。 

5．MIS与 ERP和 EDl之间的扁平化问题。 

6．不同 EDI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动问题。 

二、源于同构化的 XML 

XML(可扩展标注语言)。反映和描述了电子数据交换基 

本要素的同构化需求 ，故它可让数据提供者根据需要 ，自行定 

义标记和属性名。也可包含描述法。从而使 XML文件的结构 

可 以 复 杂 到 任 意 的 程 度．XML 的 三 要 素 是：结 构 模 式 

(Schema)。可扩展样式语言(XSL)和连接语言(XLL)．结构模 

式规 定了 XML文件的逻辑 结构 ，定义了 XML文件 中的元 

素，元素的属性以及元素和元素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帮 

助 XML的分析程序 校验 XML文件标记的合 法性 ；XSL是 

用于规定 XML文档样式的语言 ，它能在客户端使 Web浏览 

器改变文档的表示方法 ．从而不需要再与服务器进行交互通 

信 ；XLL将进一步扩展目前 Web上 已有的简单链接 。 

良好的数据存储格式 。可扩展性 。高度结构化 ．便于网络 

传 输是 XML主 要特 点 ．决 定 了其 卓越 的性 能 表现 ．由于 

XML能针对特定的应用定义 自己的标记语言 。这一特征使得 

XML可 以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文档 ．报表和凭证等信息 

交换中一展身手。根据不同的系统 ．厂商提供各具特色的独立 

解决方案．xML的处理机制 ．如图1． 

图 1 

XML的一 个主要 目标 市场就 是 EC(电子 商务 )．传 统 

EDI机制依靠不同商业之间的强大计算机系统来实现压缩的 

信息传输．每一条信息在传输使用 。提供给用户之前都必须编 

码．电子商务在网上运作时 。用户端每填 完一个 HTML的表 

格之后 ．都要把表格发还给初始的服务器处理．产品交 易．谈 

判签约。后勤管理 ，税收报表等活动的数据处理都集中在了服 

务器一端 ．有了 XLL所连接的行为控制机构 和 XSL所提供 

的客户端评价功能 ，数据就可以从屏幕上抓取 ，有必要的话可 

在客户端处理 ．在处理数据时。传输给相关用户而不必要改变 

致据格式。一个类似 的协议是 OTP(开放网络贸易协议)。它 

的草案最初是于1998年1月发布的。这个协议的制定是为了满 

足在网上消费者和销售者之间交易时信息的传输 ，它同时也 

允许第三方 ，比如说供货商 。市场评估机构，消费者保护机构 

等来参与使用 ． 

三、基于 XML的 XMLEDI 

XMLEDI，是一种基于 XML的 电子商务重要基础技术。 

它为电子商务的新发展 。提供了新型的电子数据交换平台。其 

主要技术特点 。可简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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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新型 EC模型 其基本思路是 ：在传输文本标准 

化和电子化的前提下。集成统一 涵盖 BzG。B2B，B2C和 C2C 

多种形式，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多方参与的互联，互通和 

互 动平台。这一平台是构建在 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 

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平台上。各方的数据通信接口就是 

EDI。这个 EDI既可 以是各方 自有的 ，也可以是独立的EDI服 

务中心． 

图2 

2．开放的 EDI系统 EDI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仅仅局 

限于数据交换本身了．由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顾客需求呈现 

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新的商机也在不断涌现 。这就迫 

切要求企业对外部环境作 出及时的、正确的反应．因此 。企业 

与外部环境信息的交换和JJn：i：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与此同时， 

要求变革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组织结构 ．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企 

业 内部 MIS或 ERP系统与 EDI系统实现整合 。同时也要求 

对信息的灵活表示 ，简单方便的检索 、增加与删除 ．XML的产 

生顺应 了这 一发展潮 流。XMLEDI也就成了最佳 的解 决方 

案． 

图3 

3．XMLEDI 通过 EDI系统传输 的电子数据通常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有价文件、凭证和票据 ．在传统上 ，它是以纸面 

形式保存的 ，这样虽然保证了信息的完整统一 。但是费时、费 

力、费财．另一方面，企业在建立 MIS后 。虽然实现了文档 的 

自动处理 ，但是 MIS中信息的存储是基于关系数据库模式 

的，由于要考虑冗余度的问题 。因此 ，对于有价文件的数据存 

储通常是零散的 ．不具备整体上 的意义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 

企业通常是在数据库保存的同时 。又将其打 印出来以纸面的 

形式保存 。这样反而 又增加了成本。在信息社会 ，在实现无纸 

化 的同时，还要实现具有法律效力和经济价值的文件 的高效 

简便的存储和检索 。显然。以数据库形式 的存储是零散 的，而 

以文本文件的形式存储有涉及到内容的不同格式 ，处理的不 

同平台和不同的应用程序的问题。XML语言的数据结构 。内 

容及其显示相分离 的机制解决了这一难题 ．我们可以通过有 

价文件 内容的数据库存储和文件结构的 XML定义来实现其 

完全存储 。此外，我们还知道 ，电子数据交换 的数据标准是基 

于单证形式的，传输的标准化和需求的个性化及多样化是有 

差异的．基于上述认识 。EDI应该具备数据库记录 和企业内部 

单证之间的相互转换。企业内部单证和传输 的标准单证 之间 

相互转 换和标准单证在 网络上的三个主要功 能．由于 XML 

语言的处理机制。从而使得这种转换变得很容 易。 

5．1 XMLEDI系统的结构 

同传统的 EDI系统一样 。XMLEDI的最核心的功能仍然 

是 单 证 的格 式 转 换 ．所 不 同 的 是 。XMLEDI采 用 DTD／ 

Schema模式定义的单证结构层面上的映射来达到单证具体 

数据项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4 

5．2 XMLEDI的映射机制 

实现 XMLEDI的关键是转换单证和 目标单证之间的映 

射关系．XMLEDI系统中包含了数据字典、企业单证结构和 

标准单证结构三者之间两层映射模式的四种转换关系． 

图 5 

5．5 XMLEDI单证结构转换算法的逻辑形式 

转换单证和 目标单证之间的映射关系如何来实现呢?它 

首先取决于单证的结构 。标准单证的结构必须遵循 UN／EDI- 

FACT标准和国家标准 。企业单证则根据业务和管理的需要 

自行制定。但是也必须以相关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为依据。 

第二就是数据库(表)字段和企业单证数据项之间 。企业 单证 

(下 转 |‘68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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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1的时间复杂度主要由外层循环确定。所以时间复杂 

度为 O(k)。 

确定各个节点失败指针的算法参见算法3。算法3的主要 

过程是对整个有序二叉树进行 NLR遍历 。所 以其时间复杂 

度为 O(m)。 

总之 ，构造阶段的时间复杂度为o(m+k)。 
· 查找 阶段 

查找阶段和传统的多模式匹配基本相同。 

算法4的外层循环主要由文本 串的长度 n确定。每一次循 

环的时间主要消耗在算法2上。下面分析算法2的时间复杂度 。 

从父状态节点到某一子状态节点的过程主要由子状态节 

点的个数决定。例如 ，从状态节点0到各个子状态节点(1。10， 

13)需要的搜索的路径数分别为(1。2，3)。设各个状态节点的 

平均子状态节点数为 h。由于搜索路径上的字符是从小到大 

排序的 。因此算法2时间复杂度为 O(h／2)CO。h的上限是语言 

的字母表的大小 ，英文在忽略大小写的情况下 h< =26。 

综上所述 ，查找阶段的时间复杂度为 O(hn／2)。 

七、对比试验 

实验选择的样本包括模式串集合和文本两部分。模式 串 

集合包括 NAME词典 (含 8843个英文人 名)、DNS词典 (含 

1871个互联 网网址后缀)和 ABBR词典(含1470个英文缩写 

词)。待搜索文本是从互联网下载的英语新闻，包括10k字节、 

20k字节、40k字节和80k字节四个样本。表1是两种算法自动 

机构造时间对照表，如表1所示本文算法的构造时间比普通算 

法快一倍 ，非常适用于模式 串集合动态变化的情况。另外，本 

文分别用三种词典对四个文本进行搜索 ．取平均时间作为查 

找时间 。如表2所示，两种算法的搜索效率是基本相同的，传统 

算法 比本文算法稍微慢一点。可见本文算法并没有因为存储 

结构的改变而影响搜索效率 。 

表1 构 造 时间对 照表 

、、＼  词典 NAMEDNS 

算法 ＼  NAME NAME DNS ABBR 

传统算法(T／ms) 270 320 440 

SMA算法 (T／ms) 110 130 150 

表2 查找 速度 对 照度 

、＼  长度 

算法 ＼  10K 20K 40K 80K 

传统算法(T／ms) 14 30 53 11S 

SMA算法(T／ms) 1S 20 50 100 

结论 为了适应动态构造 自动机 的需要 ，本文首次提出 

采用有序二叉树结构来组织 自动机。实验证明，该方法具有相 

当高的构造速度 ，并且对文本 串的查找速度和传统算法基本 

相当。因此 ，SMA算法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SMA算法的查找过程 中必须 检查每一个字符 。如果和 

Boyer—Moore算法[6 或 Quick Search算法C 等高效单模式匹 

配算法相结合可以实现跳跃式查找 ，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算 

法 的查找速度 。另外 ．对于大字符集语言 (例如汉语)，由于根 

节 点的子 状态节 点数量 很大，因此第一层 状态节 点可 以用 

hash技术来组织。也就是 构造一个 由有序二叉树 组成 的森 

林 。这种组织方法可以进一步改进查找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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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和标准单证数据项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步的关键就是建立 

对应 的数据元库。标准单证的数据元库可 以根据国际标准和 

国家标准建立，企业单证的数据元库则要按照需要建立 。 

·68 · 

基本思路是根据标准的数据结构检索出转换单证数据项 

最终数据元(最小元素)的标 志号 (唯一的)，通过事先建立好 

的数据元的对应关系 (以标 志号作关联)，检索到 目标单证对 

应的数据元 ，从而实现数据项的转换。 

结束语 由于 XML语言引入，使得建立 EDI变得更加 

容易，其应用也变得更为广泛 。显然，XMLEDI的应用和推广 

必将促进 电子商务 的进一步实质性发展 。因此 ，建立 XMLE— 

DI不是目的．因为它只是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 

的一个基础平台和技术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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