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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在政府实际工作中已经发

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如果缺少了电子信息技

术这个手段，或者说如果因为某些问题导致电子政务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大量的政府部门将完全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将直接给地方的经济发展带

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能会出现较

大的变化，相应的业务流程也会随之改变。因此为了增加政府部门的办公

效率以及避免电子政务系统的重复开发，如何使电子政务系统有效地适应

业务流程的频繁改变成为衡量一个电子政务系统成功实施的标准之一。因

此，如何提高电子政务系统的自适应性成为了当前电子政务中一个重要的

课题。 

本文通过分析电子政务中自适应业务的需求，并对工作流管理联盟

WfMC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简称 WfMC)的工作流过程元模型

进行了扩展和改进，提出了支持流程动态变化的工作流过程元模型，并且

利用该模型和 J2EE 组件技术开发了自适应业务网上审批系统。 

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 对具体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进行抽象

总结，提出了自适应业务问题。并分析了现有的工作流管理系统的技术优

缺点，总结了工作流技术的发展状况。 

第二章 首先，对具体电子政务项目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分析了厦门

建设管理中心电子政务中的需求问题——实现该中心的并行处理业务。并

且基于该中心的需求，综合分析了电子政务中对自适应业务需求的一般性

问题。其次，针对需求，分析了解决该需求的传统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利

用工作流技术原理构建工作流过程模型来解决自适应业务需求，并通过

J2EE 的组件技术实现该工作流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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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三章  工作流自适应业务技术的详细介绍。首先对工作流基本原理

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扩展了 WfMC 的工作流过程元模型，提出了支持动态

特性的工作流过程元模型。并对扩展的工作流过程元模型进行详细论述。 

第四章 工作流自适应业务技术的实现。 分析了J2EE组件技术的优点，

并把第三章提出的工作流过程元模型转化为 J2EE 模型。详细介绍了转化模

型的多层结构。 

第五章 自适应业务网上审批系统的介绍。详细介绍了利用自适应业务

技术开发的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实现。该工作流管理系统有效的解

决了厦门建设管理中心电子政务中的需求问题。 

第六章 总结和今后研究方向。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提出了下一

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电子政务；自适应业务；工作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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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government has given play to th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ffect in the 

government routine. Not theory with exaggerating, if having lacked these means 

of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w, or because of some problems the 

E-government system can not the failure-free operation, the work will can not 

carried on completely in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ith 

directly to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place bring huge negative influenc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was reformed go 

deep into, the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and the 

workflow will change with it.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 avoid repeated developing of E-government system, E-government 

system will effectively adapt itself to the frequent change of the workflow. So 

how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is the important task in E-government now. 

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quirement of self-adaptability function. It 

developed and improved workflow meta-model of WFMC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It gave a workflow meta-model to support the 

dynamical changes of workflow. It uses meta-model and J2EE component 

technology to develop self-adaptive On-line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System. 

The paper has six chapters. In the first chapter, we analyzed the 

requirement of E-government system and raised the problem of self-adaptive 

function. We analyzed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the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s in existence and the develop situation of the technology of 

workflow. 

In the second chapter, it did a lot research on E-government system. It 

analyzed the main requirement of XiaMen Construction bureau –to realize the 

parallel managing.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XiaMen Construction bureau, it 

analyzed generic problems of self-adaptive operation on E-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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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it analyzed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method in existence and tabled a 

proposa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elf-adaptive operation by using workflow 

technology. It used J2EE component technology to put the model into reality. 

In the third chapter, it in detail introduced the self-adaptive workflow 

technology. At first, it studied the basal principal of workflow. Second, it 

extended the workflow process meta-model of WfMC and proposed workflow 

process meta-model to support dynamical characteristic. It also introduced the 

extended workflow process meta-model. 

In the forth chapter, it implemented the workflow self-adaptive operation 

technology. It analyzed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J2EE component 

technology. It translated the meta-model introduce in the third chapter to the 

model of J2EE. It introduced the multilayer of the model.  

In the fifth chapter, it developed self-adaptive On-line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System. It in detail introduced the main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of 

workflow managing system. The workflow managing system effectively solved 

the demand of XiaMen Construction bureau. 

In the last chapter, it reviewed the work of the paper and proposed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future. 

 

 

 

 

Key words: E-government；Self-adaptive operation；Workflow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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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子政务的背景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在推动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改革，重点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一次全方位、全新模式的政府行

政手段的革命。由美国开始，电子政务建设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开来。 

1999 年 1 月 22 日，由 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信息产业部等 47 家部委办局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的“政府上网工

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标志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全面展开。到 2004 年，

在我国信息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的今天，电子政务建设水涨船高，异军

突起，在软件市场环境一度低迷的状态下，电子政务市场成为一匹不小的

黑马，给 IT 产业孕育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开展已 5年之久的我国电子

政务建设也呈现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 

1.1  电子政务的概念 

电子政务(e-Government)是面向政府机构的流程优化和服务扩展、基于

Internet技术的综合信息系统。电子政务的目的是以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

面向政府机构的业务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的优化和扩展，将信息技术

在政府机构的应用从简单的取代手工劳动提高到工作方式的新层次。  

电子政务的服务对象包括本机关内部、其他机关、企业以及社会公众；

能处理的信息包括机关内部信息、可在一定范围交流的信息及能够公开发

布的信息，还能交互地处理信息。电子政务的实施其中 重要的一部分就

是要将政府的整个行政办公流以及其中包括的信息流实现自动化。 

我国电子政务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单个政府机构建设自己的门户网站，实现基本的信息检索和信息

发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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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个政府机构在门户网站的基础上，对内（包括机关内部及其下

级机构）实现集成的网上办公功能，对外实现网上业务受理，并与内部办

公集成，实现简易交互功能。 

(3) 多个政府机构在信息交换平台上实现数据处理，实现在线互动，

为公务员和普通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一站式”服务，从而形成面向社会的

政府服务职能。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中存在的三大技术难点： 

(1) 自适应业务问题。 

    自适应业务，即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系统操作界面，功能权限。

更重要的是用户可根据系统业务流程的更改，改变系统的程序流程来适应

业务流程的更改。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能会

出现较大的变化，相应的业务流程也会随之改变。因此为了增加政府部门

的办公效率以及避免电子政务系统的重复开发，如何使电子政务系统有效

地适应业务流程的频繁改变成为衡量一个电子政务系统成功实施的标准之

一。 

(2) 数据标准化问题。 

在我国实施政府部门电子化的早期，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的实施政

务电子化。这就导致了各部门之间的政务平台的异构和数据格式的不一致

性。 

而目前，电子政务要求能够在异构平台、异构环境、异构网络中实现

数据交换和业务自动处理，这些必然涉及到数据、文档格式和公文的标准

化、统一化。 

(3) 政府专网与 internet 网的隔离问题。 

政府专网与internet网的隔离问题归根到底是电子政务的安全问题。

由于电子政务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涉及到国家秘密与核心政务,它的安

全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公众利益,所以电子政务安全的实施和保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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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 

本文所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自适应业务问题。笔者通过对该问

题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工作流技术是解决自适应业务问题的有效手段之

一(具体分析参考第 2.2 节)。下面我们将对工作流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进行

研究总结。 

1.2  工作流技术的发展研究 

1.2.1  工作流技术的发展阶段 

工作流技术是一个被业界广泛应用并迅速发展的技术, 它的主要特点

是使处理过程自动化, 使人以及各种应用工具相互之间协调工作, 以完成

某项工作。其目的是为了让合适的人或软件在恰当的时间执行正确的工作。 

工作流所关注的问题是处理过程的自动化,它根据一系列定义的规则, 

把文档、信息或任务在参与者之间传递, 以达到某种目的。工作流管理联

盟WfMC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简称WfMC) 分别给出了工作流

和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定义[1]:  

(1) 工作流是业务流程的全部或部分自动化，在此过程中，文档、信

息或者任务按照一定的过程规则流转，实现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工

作以期达到业务的整体目标。  

(2) 工作流管理系统是一个完全定义、管理和执行工作流的系统, 它

通过计算机表示的工作流逻辑来驱动软件有序地运行。 

工作流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 20世纪70年代末的办公自动化（OA）和任务批处理。这一时期, 主

要把数据管理部分分离出来,产生了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通过数据库管

理系统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和任务批处理，从而使应用系统大大地简化了数

据管理工作[2]。 

(2) 到了20世纪80年代, 同样地又把用户界面部分分离出来, 于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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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用户界面管理系统(UIMS)。通过使用UIMS, 应用程序不再过多地管理

和用户的交互功能, 并且使应用程序有相似的用户界面, 方便了用户使

用。该阶段，工作流技术发展取得的 大突破是工作流管理的概念的提出, 

但是由于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限制, 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3] 

(3) 进入20世纪90年代, 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开始认识到需要有支持

设计和执行业务流程的高级工具。工作流管理系统作为一个通用的应用功

能开始出现, 用于支持业务处理, 使应用开发人员可以把业务流程从应用

中提取出来。工作流管理不仅可以广泛应用在银行、保险、法律以及行政

机关等办公自动化领域, 而且也同样适用于软件开发过程管理以及工业界

和制造领域。 近几年,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及伴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对提高生产质量、缩短生产周期等的要求强烈, 

使得工作流管理成为企业界和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种种迹象表明工作流

管理将会对下一代的信息系统产生重大影响。[4] 

图1.1充分地说明了工作流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 

 

 

 

 

 

 

 

 

图1.1   工作流技术的发展历程 

 

工作流技术主要是体现在工作流管理系统中。下面我们将分析研究国

内外现有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流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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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外工作流管理系统的研究分析 

工作流管理系统（WfMS）巨大的潜在市场(据权威机构Ovum的预测, 到

2000年, 通用WfMS 产品市场将达到10亿美元, 而支持工作流的应用软件

市场则将达到70亿美元[5])和广阔的应用领域(例如办公、电子业务、协作

研究、CIMS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与软件厂商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

和开发中。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通用WfMS 及声称具有工作流功能的系统已

经有几百种之多。 

目前国内也出现这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并已开发出一些比较专用的

WfMS,如：SynchroFlow（西安协同数码）、SunFlow（杭州信雅达）等；但

总体来说，国内研究开发办公自动化（OA）的公司居多，而开发出的少数

WfMS 基本上只能应用于特定的领域。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开

发出了一些比较通用的 WfMS。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流管理系统有： 

(1) Lotus Domino/ Notes: 是以文档为中心的工作流管理系统 

严格来说，Lotus Domino/ Notes 不是一个工作流管理系统，Domino

充其量是一个可以编写带有流程的应用的编程和运行环境，其本身并不具

备一个工作流管理系统的特征，如图形化的工作流定义、独立的工作流引

擎、清晰的工作流访问接口等。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每一个工作流特性，都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 

Lotus Domino/Notes(简称Notes)是IBM Lotus公司1989开发的，目前

全球 流行的通信处理软件和群件(即群组工作软件)产品之一，它所具有

的众多功能被公认为是创建工作流程的理想平台，能够通过提高交流和知

识共享的方式，促进个人和组间的工作效率。它包含了通信、协同工作和

协调运行三大技术。 

(2) ORBWork: 基于 CORBA 的分布式工作流系统[6] 

ORBWork 是美国Georgia大学计算机系METEOR (Managing End-to-end 

Operations) 研究项目所开发出的一套工作流管理原型系统, 它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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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BA 的完全分布的工作流执行系统, 以CORBA 产品Orbix 作为底层的通

信支持, 并使用CORBA 来实现系统的互操作和数据源的封装。 在ORBWork 

中，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 包括任务管理器、任务(或经过封装的已经存在

的应用程序)、监控单元和恢复机制都是CORBA 对象, 它们之间通过CORBA 

的IDL 调用进行协作。同时, ORBWork 还为用户提供了Web 界面以及Web 与

CORBA 之间的接口。 以CORBA 作为工作流系统实现的底层基础有许多优点, 

比如对象请求代理(ORB) 机制、标准的接口定义语言(IDL )、面向对象等

等。 

(3) WebWork: 基于Web 的工作流系统[7] 

WebWork 与ORBWork 一样, 也是METEOR 项目中的一部分。 与ORBWork 

不同的是,WebWork 是完全基于Web 技术实现的工作流系统。 METEOR 的研

究人员考虑到企业可能由于价格等原因而不愿意去购买CORBA 产品, 但是

大多数企业都有自己的Web 服务器, 或者可以连接到某个Web 服务器上, 

因此开发出了一套基于Web 的工作流管理系统。 Web 浏览器为用户提供了

一个通用、友好的界面, 而且它可以很容易地、不附加任何多余代价地布

置在多个计算平台上。 

(4) Exotica/FMQM ——基于永久消息队列的分布式工作流系统[8] 

IBM Almaden 研究中心所进行的研究项目Exotica 在工作流分布执行

方面提出了一种能够完全分布的执行模型, 它通过永久消息(persistent 

messages) 的方式来保存工作流相关执行信息, 使得每一个执行节点都是

相互独立的, 工作流过程的执行不以某一个节点为中心, 完全实现了分

布。 

Exotica 的这种设计方案是建立在底层的消息传递系统之上的, 类似

的产品有DEC 的MessageQ ,Novell 的Tuxedo/Q , IBM 的MQ Series。 这

些消息系统为上层的应用隐藏了复杂的通信实现代码, 并且屏蔽了操作平

台、网络协议的异构性, 通过提供API 函数来提供各项消息服务。 这些产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电子政务的背景分析 

 7

品的特点很适合用来连接分布式应用, 实现工作流管理的功能。 

(5) EV E——事件驱动下的分布式工作流执行系统[9] 

瑞士苏黎士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的工作流执

行服务中间件平台体系结构, 称为EV E (event engine) , 用以集成工作

流执行过程中松散耦合的分布式功能组件(包括各类企业应用)。 在EV E 体

系结构中, 工作流的执行是由分布在网络上的代理(broker) 通过响应由

EV E 服务器检测到的事件来完成的；同时, 代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又会

产生新的事件。 每一个代理代表了一种活动任务的处理实体, 它的行为也

是由ECA 规则来定义的。 不同的代理分别用于提供用户接口、组织管理、

外部应用集成以及系统组件等功能。 

EV E 服务器是整个EV E 体系的核心, 等同于工作流参考模型中的工

作流引擎。EV E 服务器能够直接同本地的代理及远程的EV E 服务器相互

通信, 而代理则只能通过EV E 适配器(EV E-adapter) 与本地的EV E 服务

器通信。 因此, 不同代理之间的交互是通过把事件发送给本地EV E 服务

器, 进而由本地服务器再发送给本地的相应代理或者再通过远程EV E 服务

器发送给远程的代理来完成的。 

从EV E 系统的设计思路来看, 它也属于一种完全分布的执行方式, 因

而很容易克服服务方完全集中于一点而带来的诸多不利, 如系统吞吐量的

瓶颈、系统的可靠性问题等。 当然, 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问题, 复合事件

的检测就是一个例子。 

(6) DartFlow ——基于可移动代理的工作流管理系统[10] 

DartFlow 是达特茅斯大学计算机系设计开发的一种基于可移动代理

的工作流系统。 所谓“可移动代理”, 是指一段可以在自身的控制下由异

构网络系统中的一台机器转移到另外一台机器上运行的程序。 也就是说, 

可移动代理能够在执行到某一点时挂起自身程序, 将代码传递到另外的网

络节点上去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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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代理具有许多优点, 比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减少网络流量、适

合于移动用户、有利于数据集成、具有并行机制等, 因此很适合于工作流

管理系统的构建: 企业的每一个经营过程的实例可以由一个移动代理来处

理,代理在预先定义好的步骤下在分布的网络节点上执行, 当代理移动时, 

它携带着过程所需的执行代码与数据, 无需每一步都通过中央的数据库服

务器来交换数据。在DartFlow 中, 它的系统组件结构与工作流管理联盟所

提出的参考模型基本一致, 能够相互对应, 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几个部分是

过程代理、多种类型的代理服务器、用户界面与工作表服务器。 

通过对基于持久消息队列的Exotica、基于事件的EVE、基于可移动代

理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些系统在实用性方面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 将完整的静态流程模型定义到工作流模型中,降低了系统的自适应

性； 

(2) 数据一致性维护困难,在涉及到模型动态修改和异常处理时尤为突

出； 

(3) 系统分布策略仍属于静态负载均衡。用户希望工作流系统能够提供

集中可靠的数据管理、动态地负载均衡,以及支持部门级或企业级

的多工作流系统协作功能。 

对于政府部门经常出现工作流程的动态变化,如果在工作流模型的定

义过程中,使工作流的模型本身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从而在工作流引擎的控

制下,不经修改工作流模型,工作流就能够根据流程环境和流程执行情况动

态地改变执行路由和工作任务,这种自适应的工作流系统就能够更好地满

足企业流程的需要。 

1.3  自适应业务在电子政务中的意义 

一个自适应业务工作流环境将为建立电子政务系统提供如下一些优势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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