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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E_E4_BA_8B_E4_c54_271009.htm 随着社会生产的流

程化，工作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作流的概念起源于

生产组织和办公自动化领域，它是针对日常工作中具有固定

程序的活动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是通过将一个具体的工

作分解成多个任务、角色，通过一定的规则和过程，约束这

些任务的执行和监控，以达到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促进了电子商务应用的极大

发展，使得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部门之间的业务相互

处理成为可能，这为工作流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

。按照工作流管理联盟（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WfMC) 的定义，工作流是指“在计算机应用环境下业务过程

的部分或全部自动化”，其目的在于“使得在多个参与者之

间按照某种预先定义的规则传递文档、信息或任务的过程自

动进行，从而实现某个预期的业务目标或是促使此目标的实

现”。 1、工作流管理系统 为了实施对业务过程的工作流管

理，需要相应软件系统的支撑，这种软件系统可称为工作流

管理系统。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定义是：“工作流管理系统是

一个软件系统，它完成工作流的定义和管理，并按照在计算

机中预先定义好的工作流逻辑推进工作流实例的执行。” 一

般而言，工作流管理系统应包含如图1所示的三个组成部分：

①定义建模；②运行控制；③运行交互。 传统工作流管理系

统的运作原理如下：相应的工作流过程定义对每个新的事例

予以实例化，即为每个事例创建一个新的工作流实例。基于



相应的工作流过程定义，工作流引擎计算对于该事例应激活

哪些活动。 针对每个被激活的活动，将生成一个工作项并放

入每个具有相应角色的用户的“工作夹”。 用户从其工作夹

中选择工作项，并开始执行相应的活动等。尽管一个工作项

可以出现在多个用户的工作夹中，但只有一个用户执行相应

的活动。 当一个工作项被选中后，工作流管理系统将启动相

关的应用程序并监控相应活动的执行结果。需要指出，用户

只能看到在其工作夹中的工作项，并且当选择一个工作项时

也只能获知与执行相应活动有关的信息[2～4 ] 。 2、基于事

例处理的工程项目工作流管理的概念 工程项目可以看作是一

项任务，有许多过程和活动构成，但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不

同的是，工程建设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

可以在总体上分为弱结构化和变动性两个方面。正如同大

约90%的工程建设信息是非结构化的文档信息，工程建设中

绝大多数处理过程属于非结构化或弱结构化的工作过程。 对

于这些非结构化或弱结构化过程的支持，根本无法采用传统

的工作流管理技术。同时，工程建设领域也存在一些诸如设

计变更、工程索赔以及招标采购等具备较高结构化程度的管

理过程。这些管理过程尽管数量较少，但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有研究指出85 %的建设问题和过程有关而和产品没有太大

关系，因此如何实现工程建设过程的管理工作流自动化仍然

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必须注意到，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流具有

一定程度的变动性，严重依赖于固定的事先过程定义的传统

工作流管理技术，无法对其提供有效的支持。事实上，许多

研究人员都指出：由于缺乏灵活性，传统的工作流管理技术

在工程实践中经常以失败告终。 传统的工作流管理技术之所



以缺乏灵活性，其关键原因在于路径是驱动工作流的唯一机

制，即工作是基于预先固定的因果关系从一个工作夹流转到

另一个工作夹。因此，所导致的过程模型或者过于简单或者

过于复杂和非透明。 针对以上原因，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

所谓的事例处理系统（case－handling system），倡导一个根

本性的思想转变：工作流的驱动不是通过预先确定的路径，

而是应该通过事例。传统的工作流管理技术侧重于在一个工

作流过程中“应该做什么”，而事例处理技术则侧重于为了

取得业务目标“可以做什么”。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流管理方

法，事例处理技术为支持灵活的、知识密集的业务过程提供

了新的可能性。事实上，事例处理原则的应用已经在荷兰一

家名为海杰曼斯的大型建设公司的一些项目中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 简单而言，事例是工作流过程的一个实例，是工作流

参与人员所需处理的对象。 在工程建设领域，事例可以是一

个具体的设计变更过程、一个具体的工程索赔过程以及一个

具体的招标采购过程等。如果将事例看作是通过执行工作流

过程所制造的产品（建设管理过程的产品是信息），则真正

驱动工作流过程的是产品的特征。 通过关注产品的特征，可

以将传统的面向“推”的路径（从一个工作夹到另一个工作

夹） 转变为面向“拉”的机制（以关于一个事例的数据对象

为中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基于事例处理的工作流管理方法，

通过统一建模语言（UML） 提出其相应的对象模型（图2）

。 3、基于事例处理的工程项目工作流管理的过程定义 对于

基于事例处理的工程项目工作流管理而言，同样需要进行过

程定义。 传统的建设过程被认为是彼此分裂，在没有应用信

息系统时，信息呈孤立状态，形成了“信息孤岛”；在信息



系统应用后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流；但是还需要应用过程管理

思想对信息系统的工作流进行集成和优化，即在利用流程再

造（BPR）工具进行业务过程重组和优化的基础上描述工程

项目工作流的过程逻辑。过程定义所产生的过程模型是整个

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基础。许多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开发平台均

提供可视化的过程建模工具，使得用户能够以直观的方式对

实际的业务过程进行建模，而且所建立的过程模型可以直接

得到系统的支持。过程建模的方法有活动网络图、有向图

、Integration definition method（ IDEF3） 以及Petri网等等，其

中的Petri网过程建模方法近年来最为学术界所重视[5 ，6 ] . 以

下采用简化Petri 网模型对任务管理过程予以建模。 在一般性

的任务管理过程中，团队领导首先要求团队的某个成员完成

一个任务。该团队成员基于自身能力和各种约束条件检查任

务要求，然后发送一个答复给团队领导。如果该团队成员认

为无法完成该任务，则团队领导需要物色其他合适的团队成

员。如果该团队成员确认有能力完成该任务，则团队领导对

任务进行详细描述，并将其发送给该团队成员。当该团队成

员对任务的详细描述不理解时，他可以提出询问，直到该任

务被理解并被实施。对于团队成员所提交的任务结果，团队

领导将其与原来的任务状况说明相比较。如果认可，则提交

工作成果。否则，团队领导将任务重新退回给该团队成员（

图3）。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