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卷　第10期

2008年 10 月

微 电子 学与 计算 机
M ICROELECTRONICS &COMPUTER

Vo l.25　No.10
October 2008

收稿日期:2008-05-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173006);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03AA118020);吉林大学项目(2005QN022)

工作流建模技术综述

张朝辉1 ,刘大有2 ,刘伟江1

(1 吉林大学 商学院 , 吉林 长春 130021;2 吉林大学 计算机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摘　要:工作流管理是目前企业管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而工作流建模是工作流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

一个关键.现有工作流建模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 ,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分布式 、柔性和自动化程度等

方面尚存在着不足 ,这将成为制约电子商务 、企业资源规划等管理系统应用的瓶颈.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工作

流的建模问题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介绍了工作流建模技术及其发展现状 、存在的问题 、最新发展

以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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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day , workflow management has been a hotspo t in the area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 and w orkflow model-

ing becomes a key factor of application of w orkflow technology.Existing model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areas ,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distribution , flex ibility , the degree of automation and o ther aspects , which be-

come bottleneck of management sy stem application of EC , ERP , etc.To find new ways to solv e these problems has be-

come an impor tant research topic.In this paper ,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orkflow modeling technology has been intro-

duced.Then the limitation o f current wo rkflow modeling technology and the reasons are also pointed out.Finally the fu-

ture trends of w orkflow modeling study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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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实现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底层支撑技术 ,流

程建模是工作流管理应用于电子商务 、企业资源规

划等信息管理领域中必须解决和无法回避的一个关

键问题.一些学者 ,如Van der Aalst和Keller 等人在

工作流建模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有工作流建模技术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应

用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中将首先对现有的建模

技术进行介绍分析 ,然后分析其最新发展趋势.

2　工作流建模技术研究

模型是对所描述客观对象的抽象表示 ,而工作

流模型则是对业务过程的一种抽象描述.

国内外的学者 ,从各自的研究背景和应用需求

出发 ,先后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方法[ 1-6] .这些建模

方法在流程的分析和优化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由

于不同的流程建模方法突出一种流程要素 ,而使其

他的若干要素弱化或隐藏 ,因此很难在一种流程模

型中表达流程所有的要素 ,建模方法的选择当前主

要取决于应用的需要.下面对几种典型的建模方法



进行介绍 ,并分析其面临的问题.

2.1　基于 Petri网的建模方法

Zisman在 1977 年首次采用 Petri网表示办公

流程 , Ellis 在 Zisman 的方法基础上引入一个经典

Petri网的扩展 ,称为信息控制网(Information Con-

trol Nets , ICN).在国外 , van der Aalst在 Petri网工

作流建模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工作流模

型的原子(基本模型元素)映射为 Petri网 ,并提出了

工作流的三维结构 ,即工作流有三个不同的维(di-

mension)
[ 2]
,如图 1所示.

图 1　工作流模型的三维视图

在国内 ,范玉顺 、唐达等人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

作[ 5-6] .另外 ,Zaidi和 Yao Y等人利用 Petri网 TPN

模型方法描述工作流模型的静态和动态特性[ 6] .

2.2　基于 EPC的建模方法

基于事件驱动的过程链模型(EPC)最早由

Keller[ 3]提出 ,它是一种应用比较广泛的用来描述企

业事件与经营过程的方法.EPC 模型支持六种工作

流原语:AND-split , AND-join , OR-split , OR-join ,

XOR-split , XOR-join ,支持活动相关的信息对象和

组织单元的描述.即使用 EPC模型可以描述任意复

杂度的“事件-功能流”.并将信息对象及组织单元依

附于功能之中 ,从而描述了信息流在不同企业间和

部门间的流转.

在 EPC 工作流过程模型中 ,逻辑操作符分为三

种:与 、或 、异或(如图 2(a)所示),三种逻辑操作符

以及事件 、功能 、逻辑操作符和过程流箭头构成了

EPC 工作流过程的主体.

图 2　EPC 的模型元素

2.3　事务工作流建模方法

有关事务工作流的研究来源于数据库系统中的

高级事务模型 ,具有ACID特性的原子操作序列 ,如

嵌套事务模型 、多层事务模型 、Sagas 、分支/汇合事

务模型 、柔性事务模型 、ACTA 等
[ 7]
.事务工作流

(transactional w orkf low)结合了事务和通用工作流

两者的特点 ,并强调一个事务工作流的执行将系统

从一个一致性状态转换到另一个一致性状态.

德国 Stuttg art 大学的 Reuter 等人提出 Con-

Tract模型来定义长时间运行的复杂计算 ,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工作流描述能力.Alonso 和 Agraw al等人

提出一个高级工作流事务模型
[ 1]
,他们认为工作流

模型是上述高级事务模型的超集(superset),指出上

述高级事务模型的局限并进行了改进.

2.4　基于协调理论的建模方法

协调理论是麻省理工学院协调科学中心的

Malone提出的一种管理一组协同工作的活动及其

相关性的科学.协同过程的组成元素包括共同的目

标 、完成目标需要执行的活动 、活动的执行者 ,以及

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协同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如

何管理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范玉顺和吴澄等基于协

调理论和反馈机制提出一种工作流建模方法[ 8] ,该

方法扩展了传统活动网络模型.

2.5　协作工作流建模

协作工作流是工作流管理技术在跨组织应用领

域的延伸.世界经济大背景使企业之间的交互与合

作不断增加 ,出现了跨组织(interorg anizational)的工

作流 ,因此协作工作流建模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研究者采用基于 ECA规则的方法来建模

协作工作流模型
[ 9-10]

.ECA 规则是数据库领域研究

者提出的概.ECA 规则使数据库对外部或内部事件

作出反应 ,从而触发一系列动作 ,包括通知用户和应

用程序 ,或执行数据库更新等.在工作流系统中引入

ECA规则 ,将提高系统的适应性 、灵活性和动态性 ,

使工作流设计者能在任何必要时修改模型.

2.6　基于活动网络的建模方法

基于活动网络的建模方法是以活动和活动之间

的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工作流模型.目前大多数工作

流管理系统都采用这种方法建模.这种方法强调直

观性和易理解性 ,而理论上的研究相对不多.

2.7　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流程开发周期一般由四个阶段组成 ,即

业务过程分析 、工作流模型实现 、流程执行 、流程反

馈或改进.在这个循环过程中 ,业务过程分析阶段用

来分析企业的业务逻辑和业务过程 ,一般由外部咨

询专家来负责.分析完成后 ,就需要实现流程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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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流程系统部署实际运行.在反馈阶段 ,分析企

业流程运行的状况 ,改进整个企业流程管理系统 ,这

四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循环过程.然而

该建模过程 ,在实际应用仍然面临问题:

(1)从软件工程角度来看 ,建模的自动化程度

不高 、建模效率低.

(2)随着企业信息化的深入 ,企业资源计划 ,客

户关系管理 ,供应链管理 ,电子商务 ,虚拟制造等系

统的应用 ,业务流程已经不再仅限于一个企业或部

门的内部 ,流程之间的交互变得非常普遍.在虚拟制

造中 ,由于企业的组织结构经常改变 ,给流程控制带

来很多动态性 、模糊性及不确定性因素 ,并提高了建

模的难度.

3　建模技术的进展

3.1　流程挖掘技术

流程挖掘或者说工作流挖掘则是在 1998 年由

R.Agraw al , D.Gunopulos , F .Leymann 提出的.流

程挖掘的目的是从日志数据中抽取信息 ,并且建立

清晰的流程模型 ,同时要保证构建的流程模型与实

际的流程执行过程保持一致.研究证实 ,流程挖掘技

术可以有效降低建模难度 、跟踪并优化模型 、提高建

模效率 ,进而提高建模的自动化程度[ 11-12] .目前挖

掘技术在工作流技术中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3.2　移动 Agent技术的应用

移动 Agent技术是 20世纪 90年代涌现出来的

新型分布式计算模式 ,移动 Agent计算模式具有跨

平台计算能力 ,支持离线计算 、实时远程交互 、异步

自主交互和并行计算[ 13-14] ,集中了其他传统分布式

技术的优点.根据目前国外的一些研究证明 , 基于

Agent 的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可以提高工

作流系统对环境因素变化的动态适应性 ,提高系统

的柔性 ,在电子商务(EC),虚拟制造(AM)等领域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4　结束语

工作流建模技术尽管在很多领域获得了成功 ,但

随着对工作流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深入 ,提高过程控制

的柔性和建模的自动化程度成为工作流的一个发展

趋势.工作流模型柔性和描述能力不足的缺点将使其

难以适用于复杂 、异构的工作环境.自动化程度不高

的缺点将难以保证建模效率和模型的正确性.将移动

Agent技术和流程挖掘技术引入建模方法的研究工作

中 ,对推动企业信息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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