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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ware architecture has changed the way of programming by shifting developers focus from lines—of—code 

to coarser—grained architectureal elements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 structure．Furthermore，a flexible architecture 

maIces it easier to identify and evolve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a change．In this paper．we present a common messge— 

based framework which simplifies programming and is flexible to accommodate architecutral changes．A case study 

suggests that our framework effectively aids in both program constructiong and softwar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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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正如 Perry和 WolfEI]所预想的那样 ，软件体系结构近年 

来成为了软件工程领域研究的焦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模型，将 

软件体系结构定义为一个具有特殊形式(form)的结构元素 

(element)的集合．并用一个基本理论(rationale)的集合加以 

详细描述。在文[3]中，软件体系结构被粗略地定义为系统结 

构 ：一个特定系统的体系结构是由一组用于计算的构件以及 

用于描述这些构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连接子组成的。这个定义 

在文[9]中被进一步扩充为：软件系统的体系结构以描述构件 

和构件之间的交互的形式定义了整个系统。关于这个定义的 

进一步详细解释参见文[1O]。 

研究软件体系结构的目的在于降低软件开发的代价，并 

且发现更多的相关产品线的不同应用之间潜在的共性[5 ”]。 

基于通用体系结构的软件开发使得人们可以从考虑体系结构 

元素(软件构件及连接子)及其内部关联出发来进行软件的构 

造。在软件体系结构中明确提出了连接子(connector)的概 

念，使得人们将一个系统中用于通讯的元素同用于计算的元 

素区分开来，从而更利于简化程序的构造。 

本文提出了一个框架，借助于连接子的支持，实现了支持 

分布的构件协同工作的目标。设计该框架的另外一个 目标是 

尽可能增加构件之间连接的灵活性。藉此达到更好的通用性。 

另外，这种框架很好地支持了结构经常变化的应用系统的特 

殊需要。我们将这种框架应用在一个公文流转系统的系统原 

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框架的灵活 

性，可以很好地支持应用程序结构的变化。 

除了上述的目标之外，这种框架也同时支持(或者潜在地 

支持了)一些其他的目标 ，使得使用该框架构成的系统的对外 

接口被标准化，系统可以同时以集中和分布式方式运行，组成 

系统的构件可以分别实现。然后集成。 

2 相关工作 

在过去几年中．在结构化设计领域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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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结构设计方面提出和使用大量惯用模式，形成了不同 

的体系结构风格 ，体系结构风格又以结构组织模式的形式定 

义了一系列系统[I 。 

在软件体系结构领域另外一个重要的进展是体系结构描 

述语言(ADL)及其相关支撑工具的提出，这些语言和工具支 

持了基于体系结构的程序开发过程。简单地讲，“体系结构描 

述语言着重于应用程序整体的高层结构而不是任何源程序模 

块的具体实现”[I 。在过去的几年里 ，体系结构语言已经成为 

软件体系结构领域研究的重点。 

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体系结构描述语言 ．并且用在一个 

特定领域或者作为一个通用的体系建模语言来描述、建模、校 

验和实现软件体系结构。这些体系结构描述语言包括：Ae— 

sop。ArTek，C2，Darwin，LILEANNA，MetaH。Rapide， 

SADL，UniCon，Weaves，Wright等[6]。除此之外．人们还设 

计了一种体系结构交换语言 ACME，这种语言作为软件体系 

结构设计工具的一种通用交换格式，专门用来实现不同软件 

体系结构描述语言之间的相互集成。在文[6]中给出了一个分 

类框架，区分并比较了这些体系结构描述语言，并且指出了各 

种不同语言的主要特性。 

不同的体系结构描述语言着重于不同的应用领域、不同 

的体系结构风格以及用它们所建模的体 系结构 的不同方 

面[6]。因为本文所提出的框架采用了C2体系结构描述语言所 

涉及的某些概念 。所以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种体系结构描 

述语言。关于 C2的详细资料可以参阅文[4～I1]。 

C2体系结构风格最初主要被设计用来支持具有图形用 

户界面(GUI)的一类特殊应用。并且具有支持一些其他类型 

的应用的潜在能力。这种风格下的应用程序，其结构可以简单 

地描述成为一个由不同的并发构件(Component)所组成的一 

个网络，这些并发构件通过连接子(Connector)进行连接，连 

接子在这个网络中起消息路由的作用[1]。每一个构件和连接 

子都被指定一个确定的上部和下部，每个构件的上部可以同 
一 个连接子的下部进行连接。每个构件的下部可以同一个连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工程技术。 

·8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接子的上部进行连接。不允许构件与构件之间不经过连接子 

而进行直接的连接 ，每个连接子可以连接任意数 目的构件或 

者其他连接子。在 C2体系结构中，所有的通讯都是通过消息 

的交换来完成的。图1是一个 C2体系结构的例子 。 

5 应用框架 

图1 C2体系结构示例 

C2体系结构很好地支持了GUI类应用以及一些其他类 

型的应用程序。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一些系统并不适合 

采用 C2体系结构风格进行表达，比如传统的数据流系统中的 

管道模型[I ，原始的数据必须经过许多分离的处理步骤后才 

能最终完成处理过程。 

为了充分地表达数据流及其他模型，我们设计并实现了 
一 个通用的程序框架，还采用了与 C2体系结构风格类似的某 

些概念。这个框架同样可以被看作一个由连接子所连接的许 

多构件所组成的一个网络。构件和连接子分别定义了明确的 

前向和后向端口：对于构件而言，可以有任意数目的前向或者 

后向端口；但是每个连接子有且仅有一个前向和一个后向端 

口。连接子的前向端 口可以连接到一个构件的后向端口，连接 

子的后向端口可以连接到一个构件的前向端 口，但是不允许 

构件到构件或者连接子到连接子的直接连接(参见图2)。 

C2结构风格中消息(message)的概念也被引入了我们的 

框架，包含两类消息：请求和通告。请求和通告消息在框架中 

沿着不同的方向进行传递(关于消息在框架中传递的方向，参 

见3．4)。连接子负责进行构件之间的消息路由。 

图2 框架示例 

虚线部分代表框架中未画出的部分，连接子箭头的方向表示框架的正向 

3．1 端 口(Port) 

端口可以被视为框架中不同元素(构件或者连接子)之间 

的连接点。每个与外界连接的元素都可以具有一个或者多个 

前向和后向连接点，两个不同元素之间的连接只能通过端口 

之间的连接进行。我们的框架支持两类不同的连接 ：构件的前 

向端口与连接子的后向端口之间的连接，也称为构件的前向 

连接或者连接子的后 向连接；连接子的前向端口与构件的后 

向端口之间的连接 ，也称为构件的后向连接或者连接子的前 

向连接。图3给出了不同元素之间通过端口进行连接的情况。 

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我们在这里也同时给出框架方向 

的概念。框架的正向，就是沿着构件的前向端口到达相连接的 

某个连接子的后向jIj}口，然后通过该连接子的前向端口到达 

·9O。 

下一个构件的后向端口的方向；反之，我们则定义其为框架的 

逆向。 

前向端口 后向端口 前向端口 后向端口 

图3 不同元素之间通过端口的连接 

因此，可以讲，一个端 口标示了框架 中的一个连接作用 

点．事实上 ，这个作用点也可能代表 了一个很复杂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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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连接点中定义一个过程调用的接 

口。尽管端口在框架构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绝大 

多数时候为了简化起见，这些端口对应用系统设计人员和具 

体编程人员来讲是透明的。在本文以后的图示中，也将隐含端 

口这个概念 。 

5．2 构件(Component) 

在我们的框架中，构件表示了系统中用于计算的元素。一 

个构件可以拥有任意数目的前向端 口和后向端口，其中的每 
一 个端口与一个连接子的相应端口相连接 。 

框架中提供了复合构件(Composite Component)的概念。 
一 个复合构件是由互相连接的构件及连接子组成的一个集 

合，这个构件集合整体上表现出了与单一的构件相类似的对 

外连接特性。在图4中，虚线框中的构件和连接子可以被视为 
一 个复合构件，另外两个单独的连接子从前向和后向分别连 

接了这个复合构件到构件 C6和 C1。复合构件的作用既可以 

等同也可以区别于每一个单独的构件，框架中对于构件复合 

的支持使得我们可以使用该框架对于要建模的系统分层进行 

描述 。 

图4 复合构件 

5．5 连接子(Connector) 

连接子用于连接不同的构件或者同一构件，在构件的交 

互作用中充当了消息流动的路径。每一个连接子恰好有两个 

端口：一个前向端口，一个后向端口。连接子的前向端口可以 

连接到某个构件的后向端口之一，连接子的后向端口可以连 

接到某个构件的前向端口之一。 

另外 ，连接子在框架中还具有消息过滤及路由的功能，用 

以确定是否让某条消息通过，或者确定如何将一条消息发送 

到一个相连接的构件 。 

由于其 自身的特点所限，连接子并不直接支持消息的多 

点广播 (Multicasting)。但是，多播的功能可以通过一个构件 

和多个连接子共同协作完成。在图5中，引入了一个辅助构件 

(Broadcaster)，用于协作实现多播，将构件 Component1产生 

的消息发送到多个相连接的构件。 

图5 多播模型 

5．4 消息(Messages) 

对于在构件之间信息的流动，是通过异步的消息机制进 

行的，所传播的消息遵从一个预先定义的一致的接 口。框架支 

持两类消息：请求和通告。请求沿着框架进行正向的流动。通 

告沿着框架逆向流动。通常情况下，请求消息中包含了要被下 
一 个构件处理的数据(或者指向数据的指针)，而通告消息则 

通常体现了构件的运行状态。相对于 C2结构而言，通告消息 

的作用被弱化．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从框架中移除．这主要是 

因为在某些系统中构件的处理状态并不总是需要被其他构件 

所了解。 

当请求消息到达一个构件之后．构件负责处理这条消息： 

可能会更改消息中所包含的数据内容，然后决定是否继续正 

向传送该条请求，或者终止该条消息的传送 ，构件同时还要决 

定是否发送一条相应的通告消息。相应地，当通告消息到达一 

个构件之后，构件可能会更改消息中所包含的数据内容，然后 

决定是否继续逆向传送该条通告，或者中止该条消息的传送。 

如果构件中止了一条消息的传送．我们说该条消息被消化 

(consumed)了；如果构件接受了一条消息，并且继续传送，我 

们说这条消息被转发(transferred)了。 

5．5 组合规则及消息流动 

框架支持两种组合规则： 

①一个构件可以在前向和后向连接任意数目的连接子； 

②一个连接子的前向和后向分别最多只能连接到一个构件。 

下面，我们按照不同构件在框架的组合中所处的不同位 

置对其做一次分类。 

假定front—connector是一个构件前向连接的连接子集 

合 ，back—connector是一个构件后向连接的连接子集合。按照 

组合规则 ，我们定义如下构件： 

① InitialComponent(C)i C．front—connector≠  ̂

C．back-connector= 

②InterrnediateComponet(C)三C．front—connector≠  ̂

C．back-connector≠ 

③ EndingComponent(C)； C．front—connector：  ̂

C．back—connector=／= 

④ IsolatedComponent(C)三 C．from-connector一  ̂

C．back-connector 

上述对于构件的分类．有助于加深对于系统框架的理解， 

并且有助于将系统框架简化 ，表述为一个图的形式：在这幅图 

中，顶点表示构件，有向边表示连接子 ，有向边的方向表示框 

架 的正向。 

在下面的陈述中，我们给出一个示例来解释不同元素之 

间消息流动的关系。图6中，“C，”代表一个构件 ，“C ”，“C ”， 
⋯

， “C ”代表了“C，”后向连接 的一组连接子，“Cf】”，“Cf ”． 

⋯ ，“C ”表示了“C，”前向连接的一组连接子。 

ChI 

Cb2 

C h，- 

C， 

图6 消息流动示例 

Cf’ 

C 

Ch 

假定back—in是一个元素(构件或连接子)的后向端口所 

收到的请求消息的集合，front—out是一个元素的前向端口发 

送的请求消息的集合 ，back—out是一个元素的后向端 口发送 

的通告消息的集合，front—in是一个元素的前向端 口所收到 

的通告消息的集合。为了保持框架中消息的正常流动，必须满 

足如下基本条件： 

①Cr 5口c≈一in—U C ．front—out 
I- 1 

_  

②CJ．back—out—U ．front—in 
I- 1 

^ 

③ ．front—in—U ĉ ．back—out 
I- 1 

■ 

④ ．front—out—UCz,．back—in 

在上面的四个等式中，等式1反映了“Cj”的后向端口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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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请求消息来 自于其后向连接的连接子的前向端口所发送 

的请求消息，等式3反映了“c，”的前向端口所收到的通告消息 

来 自于其前向连接的连接子的后向端口所发送的通告消息， 

等式2反映了“c，”的后向端口所发送的通告消息至少被其后 

向连接的一个连接子的前向端 口所接受，等式4反映了“c，”的 

前向端口所发送的请求消息至少被其前向连接的一个连接子 

的后向端口所接受。如果这4个等式所陈述条件之一不满足， 

就意味着框架中流动的消息会发生丢失的情况。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对框架或者框架的某一部分 

做进一步的约束，使其满足或者部分满足如下4个等式 ： 

⑤Cj．front—out Cj．back—in 

⑥C，．back—out：Cr front—in 

⑦V ，J 1≤ < ≤ C ．front—in nC ．front— ，l= 

⑧V i， 1≤ < ≤n~Ci,．back—innc ．back—in一 

等式5和6描述了一个仅仅转发，但是自身不产生新的消 

息的构件“Ci"；等式7和8描述了“C，”所产生或者转发的消息 

最多被一个连接子所接受的情形。 

最后，按照构件在消息处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不 

同，我们给出另外一种分类方法： 

①Request Producer(C)三-_7(C．front—ol‘t C．back—in) 

②Request Pr oducer‘(C)j Request Producer(C)A 

C．back-in一 

③ Notification Producer(C)i -_7(C．back—OUt 

C．front —in) 

④ Notification Producer。(C)三Notification Producer 

(C)人C．front—in= 

⑤RequestConsumer(C)~-7(C．back,inC_C．front—out) 

⑥ RequestConsumer’(C)； RequestConsumer(C)A 

C．front—out-~- 

⑦NotificationConsumer(C)三-_7(C．front— n C．back— 

out) 

⑧NotificationConsumer。(C)~NotificationConsumer(C) 

^C．6nck_out-~-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如上方法划分的8类构件并不是完全 

正交 的。例如：一个构件既可以是请求消息的生产者(Re— 

que5tProducer)，同时可以是请求消息的消费者(RequestCon- 

sumer)日 

5．6 框 架 与 框 架 实 例 (Framework 8L Instance of 

Framework) 

根据如上的讨论，我们首先给出框架实例的概念：按照组 

合规则的要求，连接起来的一组构件和连接子．构件之间通过 

连接子进行双向的消息传递。在框架实例定义的基础之上，我 

们定义框架为全体框架实例所组成的集合。为了充分阐释框 

架运作的机理，我们给出示例图7．它描述了一个 Client-Serv- 

er的框架实例。在图8中，我们采用 ACME语言描述了这个实 

例。可以从中看出，在这个实例中一共涉及了3个构件和3个连 

接子：每个构件具有一个或多个端口(事实上，构件也可以没 

有任何端口，参见3．2)，每个连接子恰好有两个端口。构件和 

连接子通过端口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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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Client—Server结构 

4 应用实例 

为了测试本文所设计的这个框架的能力．我们构造了一 

个公文流转系统的原型。传统上 ，这类系统大多是运行在类似 

于 Lotus Notes这样的平 台之上 的。在这 儿，我们采 用了 

“Browser—Server”的风格构造了这个原型，原型的结构如图9 

所示。 

System CS Demo { 

Component businessServer={ 

port displayArtist；Ila front port 
port business Handler；Ila back port 
port sqlRequestor；Ila front port 

)； 
component databaseServer一{ 

Port sqlHandler；／／a back port 
)； 
component client一{ 

Port businessRequestor；Ila frontport 
Port displayRender；Ila back port 

}； 
connector connl一 { 

Ports{frontPort；backPort} 
)； 
connector conn2= { 

Ports{frontPort；backPort) 
}； 
connetor conn3一 { 

Ports{front Port；backPort} 
}； 
Attachments{ 

client．businessRequestor to conn1．backPort； 
businessServer．businessHandler tO conn1．frontPort； 

businessServer．sqlRequestor tO corm2．backPort； 

databaseServer．sqlHandler tO coring、frontPort； 

businessSever．displayArtist tO conn3．backPort； 

client．displayRender tO conn3．frontPort； 

)； 
)； 

图8 Client—erver结构的ACME描述 

图9的右侧是这个系统原型的核心．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模拟了传统的办公 自动化系统 中的真实公文流程的独立引 

擎。这个引擎由3部分构成：初始化装置、事件扫描器和公文流 

程模拟器．初始化装置主要负责引擎的初始化工作；事件扫描 

器负责观测外部环境．当预定义事件发生的时候．向公文流程 

模拟器发送相应消息；公文流程模拟器负责模拟真实的公文 

流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本文所设计的框架的一个实例：公文 

流程中的每一步处理过程都被建模成为一个构件，公文信息 

以消息的形式通过连接这些构件的连接子在构件之间进行流 

动。 

图9 公文流转系统结构 

当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初始化装置首先从数据库或者 

文件中读取公文流程配置信息，然后建立起公文流程模拟器 

的相应结构。与此同时，事件扫描器也被建立起来．并且持续 

扫描预先定义的事件源(在本原型中，将数据库中数据内容的 

变化作为预定义的事件源)。当预定义事件(数据库数据发生 

变化)发生时，事件扫描器将该事件以消息的形式通知公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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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拟器，然后模拟器开始处理公文的流转过程，处理的结果 

被保存在数据库中，或者以消息的形式对外宣布。外部环境 

(比如图9左侧的表示层或者业务层处理逻辑)就可以获得当 

前正在处理的公文的状态信息，也可以通过预定义的消息接 

口通知各个构件如何处理公文。 

这个原型的测试结果是相当成功的。在此之前，构造类似 

系统的一个主要难点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足够灵活的框架来 

适应公文流程变更的需要。在我们的系统中，由于公文流程模 

拟器是动态构建的，能够适应动态结构变更的需要，因而很好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总的来讲，本文所提出的框架提供了类似 

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所需要的灵活性 ，用于适应程序结构变更 

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完全基于消息机制的通讯方式也使得系 

统的内部和外部的接口得以规范和简化。 

5 进一步讨论 

5．1 与有向圈的比较 

我们在3．5节提到，本文所论述的框架的每个实例可以表 

示成一个有向图，其中顶点表示构件，有向边表示连接子 ．有 

向边的方向表示框架的正向。在这里 ，我们给出一个定理 ，用 

来描述本文所述框架与有向图集合的关系。 

假定 F是按照组合规则构建的全体框架实例的集合 ，G 

是全体有向图的集合，则如下定理成立 ： 

Theorem 1． F；兰G． 

为了证明这个定理，我们仅仅需要建立一个从 F到 G的 

双射函数。很容易证明我们在本小节第一段所描述的构造方 

法满足双射函数的要求，因此我们在这里省略了证明步骤。 

5．2 与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的比较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来考虑本文所提出的框 

架：可以把请求消息的流动过程与传统的结构化程序设计语 

言(比如 Pascal或者 C语言)的控制流程从结构上做一个比 

较，如图10所示。 

begin 

昏 Sl： Sl if(condl1 Sl： while(cond) S2： S2： S2： else $3- S3： S3： S4： end 
图10 与结构化程度设计语言在结构上的比较 

在图10中，我们建立了从结构化语言的3种控制结构(顺 

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到某个框架实例的对应。通过这 

种对应 ，我们可以看出，本文所涉及的框架可以从结构上表达 

类似于传统的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的语句流程的控制流转。 

这种流转是消息在不同的构件中的传递 ，相对于结构化程序 

设计语言不同语句之间的转移来讲，这种流转是在一种更高 

的层次进行的。 

5．5 从集中到分布 

本文所论述的框架，其设计目标之一就是同时支持集中 

和分布的运行环境。在集中的运行环境下，所有的构件运行在 

单一的进程空间中；在分布的运行环境下，每一构件运行在不 

同的计算机上(例如点到点的运行方式)。 

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我们采用了 C2的处理方式，使得每 
一 个构件运行在一个单独的线程环境之下，构件之间不需要 

共享任何地址空间。这种方式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使得使用该 

框架构造的应用系统可以不加修改(或者只需要很小的改动) 

便可以运行于分布式环境下。为了充分利用这种特性，还有一 

些工作需要完成 ，还需要建立一些用于构件和连接子之间通 

过网络进行通讯的基础设施。另外，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 

讨：能否建立一种映射机制，可以把这种框架的任一实例在集 

中和分布的环境下自动进行双向的映射。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消息的通用框架 ，并且介绍 

了它的组成和工作原理。还介绍了这种框架的优点，其中最主 

要的就在于框架连接配置的灵活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设 

计目标也被很好地实现。 

为了充分探讨这种框架的特性，我们给出了这个框架的 
一 个参考实现，并且利用这个参考实现完成了一个公文流转 

系统的原型．对于这个原型的测试结果是相当好的：由于框架 

自身易于动态构造的特性以及其基于消息的通讯机制，我们 

解决了构造此类系统的一个主要困难 ，构造出来的系统也是 

足够灵活和满足用户需要的，系统的对外接口也是规范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从其他方面揭示了框架的一些特性。将 

框架的结构与传统程序设计语言的语句流程进行了比较，从 

而也反映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的通用性。 

致谢 我们工作的最初设想来 自于很多方面，其中曩主 

要的来 自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计算机 系设计的 

C2体 系结构风格 。我们感谢 C2研 究小组 的成 员们 和他们所作 

的开放性研 究。我们还要感谢北京 亚士 帝公 司的技术人 员，他 

们在 本文完成 的过程 中提 供 了很 多有苴 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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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86页) 

①最终选择 ISSP方法的时机不同。在一次执行中．传统 

过程在选择 ISSP方法之后才运用某种方法或方法组合进行 

企业调查和方案写作。而 ISSP二次选择规范过程对 ISSP方 

法进行了两次选择．首先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结合各种 I 

SP方法的特点，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或方法组合(下 

简称方法)作为预选方法。然后，战略规划组分别按照这几种 

方法进行企业调查和规划，再通过计算机仿真，在仿真结果的 

基础上所有组参与综合评价，对这几种方案进行第二次选择， 

将其中的一种作为最终方案。 

②组织机构不同。从图2可以看到．组织机构的设置比原 

来更加细化 。传统的ISSP过程由企业信息系统领导小组管 

理．但是由于这个小组中大多数是高层领导和各部门领导，还 

有很繁重的 日常工作 ，很难对 ISSP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而 

且，传统过程当中对新系统的部署有确定的管理模式 。而规划 

却没有确定的管理模式．往往只有一个非常概括的时间计划。 

还由于缺乏管理，这个时间计划难以有效地执行。在二次选择 

规范过程中，由企业信息系统领导小组授权 ．项目管理部管理 

ISSP项 目。在整个过程当中，信息系统领导小组不插手干涉 

具体事务．由项目管理部统一管理与 ISSP相当的各种资源， 

这样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最后的规划结果避免受组 

织内政治活动干扰，得到尽可能科学的结果 。 

③对外包规划和 自行规划的态度不同。传统过程中对外 

包规划和 自行规划采取不同的态度。如果企业信息系统战略 

规划项目外包，则项 目是所有者和承包商紧密协作的成果，承 

包商没有蓝图可循，因为承包商的目标就是提供蓝图。如果企 

业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外包给咨询公司．对于企业来说，是整 

个项目成果的所有者．而咨询公司是承包商。一般的外包项目 

中，所有者投入资金、提出要求，最后即能获得所需的成果。但 

是在信息系统战略规划这类特殊的管理咨询项 目中，企业要 

配备一个专家小组配合承包商．这个专家组必须熟悉本企业 

的战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可 

以说 ．企业信息系统战略规划项 目不可能进行完整意义上的 

外包，寄希望于承包商独立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是不现实 

的。这类项目中，管理咨询公司存在真正的意义在于结合自身 

的知识和经验．使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来诱导和协助企业专 

家小组得到最后的规划文件。另一方面 ，企业一般不具备自行 

进行ISSP规划的能力．必须引入外部专家。这样在 ISSP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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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规范过程的设计中，不截然划分外包和自行规划的界限． 

而是通过设立不同的小组．将外部专家和内部人员结合起来。 

根据企业情况的不同，可以在小组中安排不同比例的外部专 

家．通过参与环节的限制 ．使引入外部人员的成本得到控制。 

对 ISSP重视的程度不同。ISSP二次选择规范过程比传 

统的 ISSP过程复杂得多。而且 ，由于使用了更加复杂的组织 

结构．按照两种以上的方法得到规划方案，理论上会使 ISSP 

的成本上升。但是，由于 ISSP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能够 

通过保证ISSP的质量来避免不正确的信息系统战略规划方 

案出台．保证提高企业很长一段时间内建设信息系统的效果 ． 

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信息化的总成本。企业可以通过限制 

外部专家的数量，限制预选 ISSP方法的数量来降低这一阶段 

的成本，但是绝不可以通过简化过程或者合并两个小组来降 

低成本。ISSP二次选择规范过程充分重视了信息系统战略规 

划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企业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 

入信息系统战略规划中。 

结语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一直普遍对ISSP在整 

个企业信息化中的关键作用认识不足。除了 ISSP方法以外， 

对 ISSP的过程、管理模式一直缺乏研究。反观传统的ISSP过 

程．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直观．但是直观的方法不一定就是 

好方法。这种传统的和直观的信息系统评价方法限制了对 I 

SP过程的改造。笔者分析了传统 ISSP过程的缺点，并提出了 

信息系统的定量分析与仿真的方法作为信息系统分析和评价 

工具．使重新设计 ISSP的过程成为可能。 

本文提出的ISSP二次选择规范过程，是同信息系统定量 

分析与仿真、以定量仿真为基础的信息系统综合评价等方法、 

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项 目管理模式等理论、方法和技术紧 

密结合的，其基本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由于对 ISSP过程的研 

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它仍有待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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