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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 XML的工作流过程模型的设计和实现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XML·based W orkflow Process M 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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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rong trend towards combining workflow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 has recently evolved·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workflow definitions and current workflow specification proposed by W orkflow Management Coali· 

tion，and then shows an example to present how to use XML to describe business process models in Housing Industry· 

Keywords W orkflow ．Process mode1．XM L．Housing industry 

1．引言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企业逐 

步寻求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以适应这种变化。随着信息技术和 

Internet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适应这种变化提供了条件。企业 

不再满足于孤立、零散的办公 自动化和计算机应用．而是需要 

综合 的、集成化的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对常规性事务进 行管 

理 、集 成的 技术 ．工 作流 管理 系统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wMS)的出现是必然的。如何建立企业业务过程模型 

是工作流管理系统的核心问题 。 

2．工作流的现状 

2．1 基本概念 

工作流的概念起源于7O多年前的管理理论 和实践。1993 

年8月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有关工作流标准化工作的国际组 

织 ，称为工作流管理联盟(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wfMC)。他们对以下概念给出了相应的定义： 

工作流(Workflow)：在 自动运作的整个或部分的业务过 

程中，多个参与者之间按照某种预先定义的规则传递文档、信 

息或任务的过程。 

工作 流 管 理 系统 (W 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通 过 

使 用软件来定义、创建工作流，并且管理其执行。它运行在一 

个或多个工作流引擎上，这些引擎解释对过程的定义，与工作 

流的参与者相互作 用，并根据需要调用其 他的 IT工具或应 

用 。 

业 务过程(Business Process)：由一个或多个相连的程序 

或活动组成的系列 。在具有 明确的角色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组 

织结构内，它们共同实现一个业务 目标或政策 目标。 

过 程定义(Process Definition)：是业务过程的形式化描 

述 ，用来支持系统建模和运行过程的自动化。过程定义用来描 

述活动及这些活动之间的关系，过程的开始条件和终止条件， 

以及各活动的信息，如参与者 、相关的数据和 IT应用等Ⅲ。 

过程定义经工作流引擎解释 ，用作产生过程实例的模板． 

并控制过程实例的运行 。创建、共享和修改过程定义的能力对 

任何工作流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 

2．2 工作流模型描述的标准规范 

工作流模型描述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 ：描述性语言和 

图形设计工具，前者用语句描述工作流动规则 ，后者一般采用 

结点表示人、设备、应用程序等实体对象 ．用链表示文档传递 、 

请求、指令等 。工作 流无论以哪一种表现形式描述 ．最终要 以 
一 种文档格式被工作流引擎解释执行。工作流的 自动化执行 

有赖于对业务过程的形式化描述 ，以保证过程的参与者之间 

的交互、数据的一致性和过程的可靠性。 

工作流过程定义的元模型提供了通用的访问和描述过程 

定义的方法 它确定了过程定义中的通用实体 ．通过一组属性 

描述了这个有限实体集的特征 。正是基于这种模型．不同的厂 

商之 间才能够 以通 用的格式 完成 过程 定义的传送 。1995年 

WIMC 发 布 了 工 作 流 参 考 模 型 (Workflow Reference 

Mode1)E ，并提 出了一个工作流过程描述语言 wPDL(Work． 

flow Process Definition Language)。WPDL是一种描述工作 

流元模型的语言。工作流元模型描述了工作流过程定义中包 

含的实体、实体的属性、实体与实体之 间的关系，以及怎样把 

这些过程定义归并成过程模型和公共数据 。基于 WPDL语言 

定义的工作流过程模型，清晰地描述 了过程实体对象间的关 

系．能较好地支持实体属性的逐步细化和求精 ．具有完整、灵 

活和清晰的特性 ，为现实过程模型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WPDL 

语 言使用扩充巴科斯范式 (EBNF)的文法 描述 ．过程 的定义 

由一组产生式完成 。每个产生式由表示实体名字和属性的符 

号组成[ ]。 

2001年 5月 WIMC 发 布 一 个 基 于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描述的工作流过程定义接口规范一XML 

过程定义语言 XPDL(XML Process Definition Language)[ 。 

XPDL在 XML描述格式基础 上对 WPDL进行映射 ．并进行 

了适当的添加和修改。 

2．5 发展趋势 

随着网络技 术的飞速发展 ，Internet逐 步走入世界各 个 

角落 ．众多企业 的局域 网络 日趋 完备 ，基 于浏览器／服 务 器 

(Browse／Server，B／S)结构的工作流管理系统慢慢浮出水面。 

它扩充了传统的基于客户／服务器(Client／Server，C／S)结构 

的工作流管理系统中客户端程序在具有异构性结构和跨平 台 

性的系统中的应用 ，统一了客户端程序的规范．可以直接工作 

在简单的浏览器模式 下。XML是 SGML(Standard General— 

ized Markup Language)的一个简化 的、严格 的子 集。它是特 

别为 Web应用设计的，是针对 HTML和 Internet的标准的、 

*)本文受国家863高科技项 目 CIMS主题 (项 目编号 ：863--551—010—407和2001AA414610)资助．邹 冰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工作流、 

CSCW、CIMS、XML研究．张 旭 硕士研究生．王宏安 博士、研究生．戴国忠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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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的、通用的数据格式 。XML的灵活性允许表示各种各 

样 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 自我描述 的．因此 ，那些没有关于这 

些 数据 描述 的软 件 可 以来处理 以 XML表示 的结 构化 数 

据[ 。 

XML使得现有的 Internet协议和软件更为协调 ，从而简 

化了数据处理和传输。它是一种跨平台的语言。XML的数据 

描述机制意味着它将成为一种在 Internet上共享信息的强大 

工具 ，其原 因是： 
-XML的开放性使得其能够在不同的用户和程序之 间交 

换数据 ，而无论其平 台如何。 
·XML的自描述性 的特性使其对于 B2B和企业内部解 

决方案来说是一种有效的选择 。 
·XML无需 事先协调 ．我们就 可以在程序之 间共享数 

据[”。 

由于 XML具 有 其 他语 言不 可 比拟 的优 点，所 以，以 

XML来描述工作流过程模型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照 WIMC提 出的 XPDL标准 ，结合我国住宅建设领域 

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业务流 程特 点，我们提 出了一个基于 

XML的工作流过程模 型用来描述该领域．并成功地应用于 

863的住宅产业 CIMS项 目中。下面结合具体实例 ，介绍如何 

通过 XML来描述工作流过程模型。 

5．基于XML的住宅开发企业的工作流过程模型 

5．1 应用背景 

住宅建设 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000年它在国民 

经济增长率中占有1．5％的份额。住宅开发企业的主要业务流 

程模式如图1。 

图1 住宅开发企业的业务流程 

在传统 的住宅建筑产业模式中，工程管理被分成了近似 

孤立 的过程 ，在不同的单位 独立进行。一个建筑工程中有业 

主、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等 ，每个单位使用他们 tt己的信息处 

理软件 ，如 日程安排、评估和 CAD等。信息的描述基本 以图 

形文件 、各式表格文件等文档形式存在。其中最常见的业务模 

式是基于文件传递的修改或审批 ，见图2。 

图2 最基本的业务流程 

“活动”是业务流程的最基本的行 为步骤，它代表了为完 

成流程最终 目的而执行的最小 的独立任务。活动要涉及到参 

与者 。活动可能是人工执行的。也可能是 自动执行的。故参与 

者有两类 ：人和 自动处理程序(软件)或设备 ，在住宅产业的开 

发活动中，执行者基本是以人为主 ． 

在住宅产业领域 中的大部分企业 实现信息化 的程度不 

高·各个企业有各 自不同的工作方式．有些 中小型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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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连 内部的局域网还未建立完善 。过于复 杂的工作流程在 

定义和执行过程将存在困难 ，所 以模型定义的描述要全面且 

尽可能的简单 。此外 ，我们建立的工作流过程模型还考虑到以 

下几个要点 ： 

·通用性：建立一个针对所有行业的工作流过程模型而又 

实用是不太现实的。这里说 的通用性是指在针对某一企业的 

业务特点建立工作流过程模型时要考虑到该企业所处的整个 

行业领域的共同特点 ，以便将来可以在该领域 内复用和扩充。 
·扩展性 ：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一个完全的模型系统 ，有 

良好的扩展性为将来模型的逐步完善奠定基础 。 
·实用性 ：任何理论体系的应用并不取决于该体系的先进 

程度 ，而是其蕴涵的理论 和方法是不是真正解决实际应用提 

出的问题。描述工作流过程模型也是如此 ，抽象的模型理论上 

感觉很好，但无法实现或难于实现 ．结果还是不实用。 

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发展而 又尚未完全成 熟的 

模型系统过早地追求一个完善全面的定义并非 明智之举 ，应 

该把握住这个模型系统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这样的好处是给 

该模型系统的扩充和改变提供 了足够的灵活性。此外．参照国 

际标准也是在建立模型时不可避免要考虑的因素 。 

5．2 过程模型结构 

住宅开发商在住宅建设过程中处于组织者 。因此 我们从 

住宅开发商的角度建立 了过程模型的实体结构 ，如图3。这里 

的实体与 XML中结点是一一对应的。实体的属性与 XML的 

结点属性也是相互对应的。 

图3 过程模型的描述结构框架 

实体 

工程(Project)：描述一个工程的状况。一个工程由多个过 

程组成。 

过程(Process)：过程是工程 的组成单元。过程 的划分可 

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是设计的过程、施工的过程或两者的结合 

组成。过 程中涉及到资源和参与者。过程中又可分成多个步 

骤 。 

步骤 (Step)：步骤是过程的组成单元 ，是指有开始 日期和 

完成 日期的具体活动 ，有相应参与者和所需的资源 。步骤是最 

小的活动单元 。 

资源(Resource)：主要是指在过程运行 中涉及到的文档 

和文档的运行工具 ，如图纸、报告等文档和 AutoCAD、Excel、 

Project工具 。 

参与者(Participant)：主要 是指 在过程运转 中涉及到相 

关的操作 实体 。参与者可以是人员 ，也可 以是群体，如一个部 

门、一个企业 ，因此要有角色的定义。角色与实际组织中的部 

门相对应。每个角色被授予一定权限 ，可以完成一定任务。 

基于这样结构定义的过程模型不仅清晰地描述了业务过 

程实体对象之间的关系，还能较好地支持实体属性的逐步细 

化 ，以完整、灵活和清晰的特性为现实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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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建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5．5 过程信息的描述 

我们将业务过程的描述定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过程基本信息的定义，第二个阶段为过程流转 (运行 )控制信 

息的定义 。它们之间的关 系如图4。过程基本信息由专 门人员 

通过一些可视化工具就可完成内容的定义 。体现了工作流过 

程模型描述的简单性。过程控制信息涉及到工作流的执行程 

序 (-I-作流 引擎)所需的信息 。其格式和内容与具体 的程序有 

关 。考虑到工作流过程模型描述的通用性和扩展性。故这部分 

信息有专门程序 自动添加。 

过程基本信 

息定义 
— — —  — 一  

I定制 

专门人员 
- _ — — — — 一 

第一阶段 

过程控制 

I过程基本信息l 
信息定义 

— 百；厂  
I生成 

一一—  — — — 、  
’

工作流控制引擎 

第二阶段 

图4 过程定义的两个阶段 

3．3．1 过程基本信息 过程基本信息主要由项 目信息、 

过程信息和步骤信息组成。 

项 目信息：如项 目Id、项 目名称、类型、项 目的 内容描述， 

项 目中子项目的个数。 

过程信 息：如过程 Id、过程名称、过程信息的创建者 、创 

建修改时间、过程中流转的文档信息和子步骤信息。 

步骤信息 ：如步骤名称、编号、参与者信息、步骤的开始结 

束时间、步骤中附加的文档信息 。 

在过程描述 的 XML文件 中只有文档的索引，即文档的 

ID。文档 的具体信息。如名称 。所需应用程序等 ，会在专 门的 

XML中描述 定义 。参与者的信息也类似。这样可以大大降低 

过程描述的 XML文件的复杂度。 

3．3．2 过程控制信息 在工作流流转过程中需要监控 

过程实例 中各步骤的运转状态、参与者 的状态、文档的状态。 

以及各种异常状态 。其状态分为创建 、运行、暂停、异常、终止 

等。工作流执行 引擎在实例化过程 的时候 将控制 信息仍 以 

XML形式加入到过程模型文档中。通过更新控制信息来控制 

流程的运转 。 

5．4 基于 XML描述的过程模型实例 

由于文章版面限制 。下面列举863的住宅产业 CIMS项 目 

中的一个简化了的房地产开发流程例子 。它只包含基本信息 

的简化过程模型。是 由专 门的可视化工具生成 的基于 XML 

描述的过程模型文件 。 

(?xml version=。1．0 encoding GB2312 ?) 

(1 DOCTYPE Project SYSTEM project．dtd ) 
(Project) 
(ProjectHeader) 
(Type)1(／Type) 
(Description)审批(／De scription) 
(ProcessNumber)1(／ProcessNumber) 
(／ProjectHeader) 
(Process id=。Id1003718984171 name=。立 项。) 
(Creator)aaa(／Creator) 

(Date) 

(CreationDate)Mon Oct 22 10：49：44 CST 2001(／CreationDate) 
(ModifiedDa te)Wed Nov 11 09：42：32 CST 2001(／Modified Da te) 
(／Date) 
(I．．项 目建设的立项报告--) 
(Doc doc—id=。Id10037177037171-／) 

(Step no一 。1。) 

(Description)内部审查立项报告(／Description) 

(卜一策戈9部门一) 
(Participant participant-id= Id1003717094191 role一 2 ) 

(Time) 

(BeginTime) red NOv 12 CST 2001(／BeginTime) 
(EndTime)Wed NOV 13 CST 2001(／EndTime) 

(／Time) 

(／Participant) 
(／Step) 
(Step no= ”2 、 

(Description)市委审查(／Description) 
(!一市计委--) 
(Participant participant-id= Id1003717169099 role= 3 、 

(Time) 

(BeginTime) red Nov 14 CST 2001(／BeginTime) 
(EndTime)Wed NOV 16 CST 2001(／EndTime) 
(／Thne) 

(Doc doc—id一 null ) 

(／Participant) 
(!一市建委一) 
(Participant participant-id= Id1003717169090 role= 3 

(Time) 
(BeginTime) red Nov 15 CST 2001(／BeginTime) 
(EndTime)W_ed NOV 16 CST 2001(／EndTime) 
(／Time) 
(Doc doc—id一 null ) 

(／Participant) 
(／Step) 
(Step no= 3 ) 

(Step) 

(／Process) 
(／Project) 

上面描述了过程模型的流程大致如 图5。 

图5 立项审批流程图 

5．5 工作流过程实现原理 

图6 过程定义、管理和实施的实现原理 

图6所示为基于 C／S结构和 B／S结构相结合的工作流过 

程定义、管理和实施的实现原理图。这一套工 作流过程的描 

述、管理和运行体 系已在国家863项 目中得到应 用，被证实是 

切实可行的。 

结束语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基于 XML描述的工作流过 

程模型。并以住宅建设产业 中的房地产开发流程来说明。随着 

企业间动态联盟 的出现和普及 。使得工作流的描述 、运转和管 

理不得不朝着基于网络的方式发展 。因此 。适应这种需求 的基 

于 XML的工作流过程模型描述的方式必然成为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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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用户可以有一种自然简单的途径和计算机系统进 

行交互 。各种不同的用户可 以非常容易地适应 ，这大大地缩减 

了训练时间。为了减少对话模型对多通道界面的影响，他们在 

对话中的一些特殊交互和应用之间建立了对话管理器。他们 

将这个对话模型应用到 了 Eucalyptus[】o]系统中。Eucalyptus 

系统是一个具有有限对话能 力的图形用户界面系统 ，它能处 

理来 自键盘和麦克风的强制性命令和数据库查询。可以通过 

如下方式进行对话 ：只用 自然语言输入方式、只用 自然语言进 

行输入输出方式、可以只采用图形界面方式、只采用用户初始 

对话方式。GrassoEn]给 出了一 个原型系统．它对语音和鼠标 

进行了整合 ，所采用的也是任务整合 。 

4 其它方法及讨论 

在语音和手势的整合中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指代问题 ， 

要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一个知识库存放指代知识 ，在整 

合的过程中使 用这些知识 ，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基于知识的 

方法。很多系统都采用这种方法来实现整合 ，例如 XTRA[ ]， 

ACCORD 和 MMI。[ ．以及 EDWARD[ “。以 EDwARD 为 

例 ，它包含两个单通道的子系统 ，这两个子系统共享一个对话 

管理器和知识库，在指称表达式的解释和生成时使用该知识 

库。 

这些方 法均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首先这些方法都是处于 
一 个 比较低的层次上的整合。其次 以上各种方法都没有语义 

层次上的整合，然而没有语义层次上的整合方法并不实用 。事 

实上 ，人在整合 的过程 中使用了很多知识 ，对于计算机来讲， 

这就需要一个知识库来存放整合中用到的这些知识 。其次 ，在 

整合之前首 先对很多问题进行 了理解 ，从语义层次上进行了 

整合 。当然有些问题只在语法和词法层进行整合就可以了，但 

大多数 的情况还是需要语义层 的整合，也只有在语 义层上的 

整合算法才更 实用。另外 ，人 在学到很多知识之后 ，也会对 自 

己的整合方法进行修改 ，也就是在人人交互的过程中，如果得 

到的整合结果不正确 ，则重新进行整合，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当然在重新整合之前 ，可能需要学 习一些东西，得到一些新知 

识和新方法。这个过程可 以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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