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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ork{low management has been a rapidly developing technology which involves many 

disciplines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setting of workflow management techJlology and discusses 

products，applications，standards and research~2s ol workfl0w manag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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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 十年代，办公室中的计算机主要用于协 

助完成个人工作。目葡 覆普网络的普及，计算机主 
要用于支持组甥或商务过程。最初．应用软件在操作 

系统之上开发。随着应用规模的增大，应用软件通过 

数据库管理系统避免过多涉授繁杂的数据管理 工 

作。另一方面，应甩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工作流管理问 

愿t倒如：任务分配，工作调度和控制 ，1人、物资源的 

协锕等．因而宥必要引入工作流管理的{罾【念．露过跟 

踪工作流各话动的状态，自动地协调 由人或应用软 

件完成的任务。工作巍韵氟念起源于信息系统“]．近 

年来旨栏降低费用，提高服务质量的商业过程再次 

工程【Bus es5 Process Reengiaeermg)在很大程度 

J=促成了工作流管理技术的流行。 

工作流管理的一十芏甍用意在于分隔过程逻辑 

和活动逻辑。过程逻辑体现了组织的目标、功能和策 

略等。活动逻辑存在于人或完成任务的软件中。类似 

于数据库管理与应用敬 件的分隔，过程逻辑和活动 

逻辑分哺使得它们可以相互独立地进行修改。活动 

逻辑可重用于不同的垃程逻辑，因而提高了软件重 

用和与异掏软件的集成。 

工作流管理的目的在于使人和应用软件实时地 

执行相应的任务。商业广泛的应用使工作流管理成 

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技术。工作流管理系统是一种通 

过软件，管理和执行工作汽的通用系统，其中软件的 
运行l顷序取决于计算机中所存储的工作流逻辑。工 

作沲管理系统俗垂}：商务操作系统。 

工作疏管理 是一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 ，相 

关研究领域包括信息系统、商业过程再次工程、井行 

工程、基于过程的软件工程环境、计算机辅助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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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机交互、数据库管理、分布式计算和移动计 

算等 工作流管理技术应充分和用现有的许多研究 

成果。例如，数据库和分布系统提供了数据库管理． 

事务管理、分布对象管理、通信和互操作等技术。基 

于过程的软件工程 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形式化的 

过程模型描述语言以及过程分析、模拟和实施技术， 

并开发了l集成的工具和环境。 

1 商品他的工作流管理系统 

工作藏管理有十饽广离的盅甩领域 ，例如．银 

行、会计、证券 保险、敢府管理、医疗卫生和工业制 

造等。工作流管理曲市场近年逐步增长．商品化的产 

品很多。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主要评价标准是：吞吐 

率 过程定义能力、活动蝙程能力、任务分配能 力、组 

织表示能力、通信能力、Internet的支持和引擎分布 

能力等。下面将简单舟绍一些较有影响的产品0】。 
· IBM 公 司的 FlowMark：能有效地支持 组织 

模型，由程序员进行具体实现，通过面向对象思想， 

提供高层次重用．通过对结点的任务指派实现分布 

处理。’ 

· IBM 的 Lotus N0tes：客 户 端 软 件 称 为 

Notes，服务器软件称为 Domino。Do mino提供基本 

的工作i5苋功能．允许构造基于数据库和基于 e-mail 

的应用一提供代理、复制和w 集成等功能。 
· StaIfware公司的 Sta[fware：为终端、wl 

dows．Macs和 Jav丑客户提供相同的过程定义形式， 

支持分布式配置，允许无代码开发应用． 
· TeamWARE公司的 TeamWARE Flow：具 

有根好的动态处理能力．支持不完整的过程定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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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程实施中修改任务实施方案 
· FileNet公司的 Visual Worktlo：工作表可以 

裁剪，采用面向对象的过程定义方法，允许继承层 

次，提供简单的图形定义界面 
· W4公 司的 W4：该产品为 Intcrnet上的应用 

而设计t提供 Internet上的过程定义工具，可自动生 

成HTML描述。 

这些产品的主要缺点是 ：不能满足有些商务过 

程对高性能的要求，对正确性和可靠性的支持不足。 

缺乏分析、调试、测试工具，各种工作流管理产品之 

间及工作流管理系统同其他应用系统之间难以互操 

作等． 

2 工作流管理的应用 

工作流管理有大量的应用实例。其中，有些应用 

具有非结构化、非预先定义和无模型的特点。另外， 

还有一些应用则具备相反的特性 从工作流语义和 

技术来看，工作流应用可大致分成三类： 
· 特殊(ad~hoc)工作流应用：其中，人们 的交流 

没有固定模式。由人完成工作任务的协调和控制。工 

作}赶管理系统提供了协调和控制的便利，例如 

mail氇1日历和会议系统等 

· 管理(administrative)工作流应用 包括预定、 

重复的过程和茼单的协调规则 工作流的管理可由 

人或软件完成，其支撑技术是e—mial或Web 
· 生产(production)工作}赶应用 ：包括预定和重 

复的过程。区别于管理工作流应用的特点是生产工 

作流包括复杂的信息处理．井可能访问多个信息系 

统。工作}赶管理系统可自动管理和调度工作任务，但 

往往十分复杂．需要提供描述任务的复杂傲赖关系 

和与异构分布系统的互操作能力。 

根据各种工作流应用的特点，需要有相应的开 

发方法学 ] 一般来说．工作液应用开发方法学包括 

高低两个抽象层次：高层描述组织或商务过程。对应 

于软件工程的软件设计和软件体系结构，与参与完 

成过程的组织单位和操作有关。不涉及实现、技术和 

软件细节{低层充分利用工作}赶管理系统实现高层 

过程，描述活动的并发执行和依赖关系以及活动激 

发的前后条件等信息。完成活动期限的管理 。事件顺 

序编排和文档管理等具体问题。 

工作流应用开发方法学含多个开发阶段 ，每个 

开发阶段侧重解陕某一抽象层次的问题，各开发阶 

段间可能出现循环往复 方法学还需要提供从高层 

模型到低层模型正向转化和逆向推导方法。在工作 

流管理系统的支持下与任务的具体执行者的通信方 

法，过程重用的方法。以及过程模型的分析和验证方 

法 。 

工作流应用开发方法学需要相关开发工具的支 

持。进一步还可以用工作}赶技术描述方法学的开发 

过程．在开发工具和工作流管理 系统的支持下，形成 
一

个基于过程的工作流应用开发环境。 

S 工作流管理的标准 

面对大量涌现的产品，工作流管理的标准化工 

作显得十分迫切 WtMC(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是工作流管理的主要标准化组织。其成员 

包括开发商、用户、分析家和科研人员等 。该组织自 

1 993成立后。定义了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参考模型[5] 

(图 1)。该模型有 5个接 口，它们分别是 ：l过程定 

图 l 

义接口；2 工作流 API；3．应用调用接 口；4．工作 

流管 理 系统 互操 作接 口；5．管理 和监视 接 口。 

WIMC 1995年发布了关于接 口 2的工作流应用接 

口规范。l996年发布了关于接口4的互操作抽象规 

范。该抽象规范的请求应答规范同时公布。它采用电 

子邮件进行传输。用 MlME和 CGI进行编码 1996 

年还发布了关于接 口5的审计数据规范。l997年出 

版了《工作流手册》一书 

制定 CORBA标 准的 OMG(Ob ct Manage— 

merit Group)也认识到工作流管理的重要性。OMG 

已在 CORBAfadlities中预 留了工 作流管理工 具 

(facility) 】。OMG将同 WfMC协作。把工作流和 

CORBA对象技术结合起来．1997年 7月+OMG发 

布征询在其对象管理体系下实现工作}赶管理的建 

议 主要内容是关系操纵和执行工作藏对象成员数 

据的接 口和语义 

4 工作流管理的研究 

工作流管理的研究内容包括技术、组织和方法 

学等方面．在技术方面，包括动态变化的过程 异构 

分布计算环境、异常处理、互操作、过程的重用和分 

析方法等。在组织方面需要理解用户的问题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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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问题包括组织内的工作协作、过程表示与 

人们的认知距离和过程的评价等 。方法学的主要任 

务是沟通技术和组织两方面的差距．包括过程定义 

的表示 、协作和控制的模型、工作流管理系统的运用 

等。 

近年来．工作流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 

特另4是在北美和欧洲等地．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主要相关研究项 目有 IBM Exot[ca，MENT0R，HP 

OpenPM．簿国 Erlangen大学 的 M0BILE．美国 

Georgia大学的MENTOR等。目前 ．工作流管理的 

主要研究问题是： 
· 工作流过程模型：工作流过程模型主要有两 

种：基于活动的模型和基于对话的模型。基于对话的 

模型起源于语言行动理论．把过程简化成客户和服 

务对话循环的网络．反映了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们完 

成过程的组鳃网路。基于活动的模型把过程简化成 

活动和于过程的网络，强调工作而不是人们问的通 

信．反映了活动的控制流。目前．己提出许多具体工 

作液过程模型。当前的情况有些娄似于数据库领域 

处在提出关系模型前的状态．亟需一个统一的彤式 

化工作液过程模型。 
· 工作流过程描述语言：支持工作流过程中的 

控制流和散据液、描述活动的并发执行和依赖关系、 

由活动或工作流失败而导致 的异常处理、活动的起 

止时间和活动的优先级等。图形工作流过程描述语 

言的标准难以统一。所以，WtMC只试图定义一种 

文本工作流过程描述语言。 
· 工作液管理中的互操作：互操作起源于工作 

沆管理系统运行在现有异构分布计算环境中。协议 

定义、程序接口'数据共享原语和人机界面等都影响 

互操作．WtMC主要解决工作液管理系统问的互操 

作问题。工作液管理系统和其它分布异构系统的互 

操作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CORBA标准有助 

于解决该问题。 
- 工作 流管理中的移动客户：移动客户周期性 

地与工作液管理系统的服务器连接．执行接受工作 

任务或提交工作结果等操作。这需要一种支持移动 

计算的分布环境。其中与工作流相关的问题有 移动 

工作流的规范和管理、侈动活动与代理、工作流过程 

的分折和监税等。 
· 基于 Web的工作液管理：其优点是不需专『1 

的客户端软件。客户端软件是谢览器．其使厨方甚已 

被多数用户熟知。同时．Web为构遣工作疵管理系 

统提供通信基础．Java为开发 Web应用提供很大方 

便。 
· 分布式工作流管理；工作 流管理系统从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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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单个工作组．发展到支持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大规 

模应用。工作流任务可能跨越通过阿络连接的多个 

客户和服务器。分布式工作流系统通过并行处理提 

高性能．通过冗余分布提高可靠性 ．通过菸享信息和 

资源降低使用代价。但是 ，还需解决随之出现的分布 

管理、扩展性和安全性等问题。 
· 工作流管理的事务处理：事务处理的基本原 

别是原子性(Atomicity)、一致性(Cor~istency)、独 

立性(Isolation)、持续性(Durability)．工作流管理的 

事务处理在分布式环境中较难实现．目前主要处于 

研究阶段，还没有能显式支持事务处理的工作流管 

理系统产品 

结束语 基于活动的模型和基于对话的讨程模 

型都不能显式地描述系统运行状态。。Petri网模型能 

有效克服这一缺点。同时 ．Petri网是一种图形语言． 

脂直观地反映并行、同步和共享荨觋象，适合描述具 

有井行行为或操作的系统。Pe 网的另一特点是具 

有精确的语义和严格的散学基础．其理论结果十分 

丰富。Pecri网的性质营得到广逆的研究。且仍然鼓 

广泛研究着 ．Petri网是一种可运行的圈，用它指导 

工作液的实施显得十分 自然。目前．基于 Petri网的 

工作流产品很少。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而 

且缺乏综合的研究．缺少实际应用的经验． 

我们正在进行基于 Petri网的分布式工作液管 

理的研究．主要研程工作从基于 Petri网的过程模 

型、基于 Petri网的工作流应 用开发方 法学、基于 

Petri网的工作液管理系统和分布式 工作液管理系 

统计算环境等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开发工作正在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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