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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面向制造业产业链协同的实际需要，在分析了企业群产业链之间合作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
链协同模型、企业群集成管理模型，提出了面向产业链的集成服务平台框架。该框架实现了在企业群模式下各

业务系统的松耦合集成，通过在支持多核网状式企业群协作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实施中的应用，验证

了所提供平台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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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企业的联系更加密切，联系方式
更加复杂，企业系统间的信息集成变得越来越重要。文献

［１，２］分别研究了企业间资源信息集成和柔性系统集成技
术，其主要是对企业内部系统集成的研究，适合企业内部各

业务的协同。随着协作的进一步加强，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发

展成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产业链协作模式也逐渐由以龙头

企业为核心的单链模式［３］，拓展到业务关联的多条产业链间

的相互协作、共同发展［４］，其协作模式也逐渐表现为多链性、

多核性、网状性。

对产业链协作服务平台的研究，主要是龙头企业自建业务

协作平台，以及基于应用服务提供商（ＡＳＰ）／软件即服务
（ＳａａＳ）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业务协作公共服务平台两种［５，６］，实

现了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平台的业务协同。文献［４］研究了
多产业链协同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平台的可扩展性、支持柔

性的业务协同，但缺乏平台与企业内部系统的信息集成。当前

供应链中各个企业信息系统的发展是独立的和不均衡的，同时

供应链又是动态的，一段时间之内会有新的企业加入供应链，

又会有老的企业脱离供应链。当前的供应链信息系统还缺乏

对于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与决策［７］。文献［８］研究了龙头企
业自建业务协作平台，支持企业间的业务协作，适合大型企业

的信息化。如何实现产业链之间业务系统的信息集成成为企

业和学者研究的焦点。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产业链企业间协作关系

和业务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在多产业链协作模式的基础上［９］，

提出了一种适于产业链企业群集成服务工作平台的体系结构。

"

　面向制造业产业链的集成服务平台架构

制造业产业链是围绕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销售和售

后服务的各个企业形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些企业独立经

营，但存在着大量需要集成的业务，其集成过程具有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产业链跨链协同、产业链间超链协同等特点。面向

制造业产业链的集成服务平台体系结构旨在建立一个集成供

应链信息平台的软件环境，在设计此模型和架构之前，必须考

虑到以下问题：

ａ）产业链集成平台不是多个产业链上的多个业务系统的
简单堆积，设计的公共服务平台模型和架构必须具有良好的扩

展性，支持企业联盟和业务系统的扩展。

ｂ）设计的平台模型和框架必须支持企业业务的柔性特
征，能够支持企业不断变化。

ｃ）平台模型和架构应支持各业务系统的即插即用机制，
能够保障各个业务系统变化的独立性及与平台的松耦合性。

此集成服务平台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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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集成供应链中的众多节点，企业拥有一个共同的集成
供应链信息门户。在信息门户上客户可以发布自己所需要的

个性化产品信息；各个节点企业可以收集、整理、检索自己所需

要的数据和信息。

ｂ）每一个节点企业都拥有一个关于集成供应链的数据
库，该数据库最重要的功能是为集成供应链信息平台数据仓库

提供集成的企业数据模型。

ｃ）在集成供应链信息门户之后有一个巨大的集成供应链
信息平台数据仓库。通过各个节点，企业提供的基础的企业数

据模型建立起来的集成供应链信息平台数据仓库，可以为集成

供应链上的所有成员提供辅助性决策［７］。

目前的协同平台如ＡＳＰ、ＳａａＳ等主要是针对业务系统的协
同交互［５］，实现了平台的可扩展性［４］，但缺少对供应链信息集

成的研究，或者只是企业内部系统的集成［１，２］，没有将企业的

信息集成与平台相结合。本文提出的集成供应链信息平台是

企业信息系统的延伸与集成，通过集成供应链信息门户，加强

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可以获得个性化的信息；通过与平台的

交互，能访问和查询集成供应链上的所有节点企业及其信息，

加快了访问者获取信息的速度；它还将一系列独立的内部和外

部作业转换为对各种信息有条理的集成。

面向制造业产业链的集成服务平台体系结构如图１所示。
平台提取各企业间信息体系的公共属性来统一进行设计和

开发。

&

　企业群的集成管理模型

企业之间的竞争早已变成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企业之

间合作的复杂性越来越高，从单纯以某种企业为核心的单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已逐步转变为多产业链间的、更加

复杂的网络协同，表现出产业链间的跨链协同，并且由于核心

企业的类型不同而表现为多核类型产业链的协同。多产业链

业务之间的协同具有以下特点：

ａ）企业之间的协同更加复杂化。供应商、制造商、服务商
等都不再围绕单独的某一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而是围绕多个

核心企业形成的核心企业群，形成集群的供应链形态。

ｂ）产业链上协作企业的类型模糊化，协作企业的合作越
来越紧密，某一核心产业链中的服务商可能是另一核心产业链

中的供应商，各协作企业在不同的核心产业链中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

ｃ）核心企业不再是唯一的，同质的核心企业构成核心区
企业群，企业围绕不同核心形成多个体系，同一体系内部密切

合作，既合作又竞争。

ｄ）产业链间的协作表现为多核性，协同不再以某个或某
类核心企业为主导，而是围绕核心企业群展开。

ｅ）核心企业的类型决定了产业链中角色的划分。以汽车
制造厂为例，零部件生产的核心企业在整车制造中扮演供应商

的角色。

根据产业链所具有的特点，设计了如图２所示的面向制造
业的产业链协作模型。

该模型的建造规则如下：

规则１　对同质核心企业群定义为某个核类，对该核类按
类别管理。令Ａ＝｛Ａ１，Ａ２，…，Ａｎ｝为核心企业群类别集合。以
汽车制造业为例，Ａ１为整车制造核心企业群，Ａ２为零部件制造
核心企业群，Ａｎ为某部件制造核心企业群。在这种分类下，每
个核心企业都属于某一类型的企业群，整个核心企业群即构成

了多核产业链网络。

规则２　对同质核心企业群所在的区域简称为群域（ｍ），
为方便整个产业链网络管理，对每个核心企业群标记群域，通

过群域对核心企业群进行管理。令 Ｃ＝｛Ｃ１，Ｃ２，…，Ｃｎ｝表示
核心企业群中的核心企业集合，其中：ｎ代表核心企业数量；Ｃｉ
为任一核心企业集，则该类在群域的约束下建立了Ａ→Ｃｉ的一
对多的映射关系。

规则３　每个具体的核心企业都具有以自己为核心的产

业链网络，以Ｔｉ为群域中的核心企业，其产业链网络可通过递
归的方式建立，其可形式化描述为

ｃ＝Ｔ１→Ｔ２→Ｔ３→…→Ｔｎ＝

｛ｔ１１，ｔ１２，…｝→｛ｔ２１，ｔ２２，…｝→
｛ｔ３１，ｔ３２，…｝→…→｛ｔｎ１，ｔｎ２，…｝

规则４　产业链网络可用图Ｎ＝（Ａ，ｍ）表示。其中核类Ａ
是它的点集，群域 ｍ是它的弧集。对整个产业链的管理即是
围绕图中核类的管理。

在产业链协作模型下，企业群的集成管理模型如图 ３
所示。

'

　业务系统的集成管理

业务系统集成是把当前业务与最新需求的业务有机地集

成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业务流程；同时这个业务流程应能

够适应企业未来业务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它是企业业务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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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和优化。系统集成具有如下特点：

ａ）业务流程是以客户需求为输入、以提供对客户有价值
的产品服务为输出，按照既定目标、逻辑相关、可持续执行的一

系列活动。业务流程活动将多种企业资源动态关联组合起来，

共同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服务。企业资源是对在为客户

提供产品服务过程中可使用的所有对象的统称。

ｂ）业务流程管理系统能使企业建模、发布和管理关键业
务流程。通过流程管理工具把业务流程从公司的应用程序逻

辑中分离出来，通过使用一种基于组件的应用程序构造模型，

加上业务流程管理工具和业务规则引擎，提供高度柔性化、高

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业务流程管理。

ｃ）从系统分析的观点看，业务流程是一个具有系统开放
性的复杂关联对象，对外与客户和环境发生产品服务和信息交

换；对内关联着众多企业资源，成为客户服务与企业资源之间

的重要关联载体。

ｄ）供应链业务流程集成在范围上主要有三种：（ａ）企业内
部的业务流程集成是指企业内部各事业部运行流程的集成；

（ｂ）上下游业务流程集成是指上下游企业间运行流程的集成，
如分销流程、采购流程；（ｃ）供应链业务流程集成是指供应链
上跨越多个企业的业务流程集成。集成框架下的业务系统管

理模型如图４所示。

(

　实际应用

本文提出的集成管理平台模型和架构已经被应用到支持

多核网状式企业群协作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中（简称

ＭＷＥＣ４Ｓ）。支持多核网状式企业群协作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
的应用对象包括汽车制造厂售后服务部、质量部，以及遍布全

国的服务站、零部件供应商等。通过售后服务管理系统，实现

售后服务工作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及管理水平。

平台采用图１所示的架构，设计了集成供应链信息平台。
平台由用户管理、平台界面管理、协作关系管理、权限管理、日

志管理、事务管理、运行监控、协同销售管理、协同采购管理、协

同售后服务管理等模块组成。平台的公共组件包括企业群管

理组件、业务系统管理组件、平台数据集成组件等。将集成供

应链信息管理作为集成服务平台的主解决方案，企业群管理、

业务系统管理分别作为单独的模块解决方案。主解决方案的

Ｇｌｏｂａｌ和ＷｅｂＣｏｎｆｉｇ文件被平台相关的其他解决方案共享，组
件解决方案生成的ＷｅｂＵＩ层的运行程序作为目录拷贝到主解
决方案的ＷｅｂＵＩ层目录下，组件解决方案生成的ｂｉｎ目录下的
ｄｌｌ拷贝到主解决方案的 ｂｉｎ目录下。在 ＩＩＳ中，将主方案的
ＷｅｂＵＩ层目录创建为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部署后，为集成供应
链各应用之间的相互调用创造了基础条件，要使各个业务系统

将多种企业资源动态关联组合起来，还必须将各个业务系统在

平台总线上注册，并通过核心企业群分类授权和分级授权机制

进行授权。用户注册如图５所示。支持多核网状式企业群协
作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在．ＮＥＴ环境下开发和运行，主要通过
系统采用Ｂ／Ｓ架构，用户只需要Ｗｅｂ浏览器即可使用。

对于平台上注册的每个企业，一旦通过审核后，都对应有

一个企业管理员。企业管理员登录后，可以对本企业的基本信

息进行管理，可以添加功能用户，管理员本身不能操作任何协

作业务，这些协作业务只能通过添加功能用户并给功能用户授

权，由相应的功能用户来操作。功能授权如图６所示。

功能用户被添加和设置权限后即可登录进行业务协作。

登录时需要选择联盟，然后单击“操作员登录”图标按钮即可

登录平台进行相关的业务协作。系统主操作界面分为三个区，

左面为主菜单、右面为操作区、上面为标题区。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面向制造业的集成供应链信息平台架构，该平

台支持企业联盟和业务系统的动态扩展，给出了．ＮＥＴ环境下
平台的应用实例。随着业务系统的逐渐复杂化，业务流程的智

能化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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