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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虚拟组织的两个主要组成 ：1)虚拟的办公环境，如个体之 间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电子通 

讯交流方式和个体之 间基于信息技 术支持 的文件存储、检索或数据处理等 系统．2)功能虚拟 

化，发展 自己的核心业务能力．弱项实行外包(outsoureing) 因此，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有效 

支持是虚拟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 如何在构建虚拟企业动态联盟的企业建摸时，考虑整体的信 

息系统构槊值得研究 文章利用战略依赖／原理模型等面向目标(goal—oriented，G0)的分析方 

法 O0(olojeet oriented)方法的延伸．研究 了虚拟企业动态联盟 中企业建摸的 Meta—Model，该 

模型为动态联盟间的信息系统构槊提供了建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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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企业中的广泛应 

用，企业间的交易成本相对减少，使得虚拟企业 

(virtual enterprise，VE)的存在成为可能 ] 虚拟 

企业是由“一些独立的厂商、顾客、或是同行的竞 

争对手．通过信息技术联成的临时网络组织，以达 

到共享技术、分摊费用及满足市场需求的目的”或 

虚 拟企业是“一组扩展各 自的经 营范围，通过 

E Business一起台作或从事商业活动的伙伴关 

系”，它具有“扩展(extending)”即办公环境虚拟 

化、“个性化(pers。nalizati0n)”即客户化的服务活 

动、“协作(collaboration)”即供应商、客户以及合 

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关系等特点 ]．因此，虚拟企业 

的基本精神 在于突破企业的自身限制延伸企业 

功能模块的物理范围．是一种对市场环境变化作 

出迅速响应的动态联盟” ；同时，这也是一种通 

过不同企业实体问的相似资源联盟和互补联盟， 

是“基于机遇和动态的市场特性而追求有效反应 

速度”的企业“动态联盟” 企业动态联盟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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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了适应快速多变的市场机遇，通过整台企 

业流程和开展价值链中的战略活动，企业间经过 

协调，优化、共享价值链来赢得竞争优势 上述活 

动都离不开 IT／IS支撑的虚拟办公环境 尤其是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EC)的迅速发展 

和应用．价值链进一步扩展，对不同企业实体问的 

台作要求更加强烈；为了共同的商机，不同企业需 

要在一定资源约束下，进行动态联盟，完成一系列 

的任务与活动 

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动态联盟的概念、 

组织结构和合作动机 及有关动态联盟组织模 

式和系统设计等方 面0 要构筑完整 的动态联盟 

模型，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解决以下问题： 

1)动态联盟的业务模式 ： 

2)与业务模式一致的信息系统整体构架： 

3)与企业目标～致的信息系统关联性分析． 

本文将利用 OO思想的延伸——面向目标的 

分析方法(战略依赖和原理分析方法)研究虚拟企 

业动态联盟中的建模问题，为不同企业之问相互 

协作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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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态联盟中企业建模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 

企业建模由实体、过程和目标三大类组成，是 

为了特定的产品、服务和工作 目标而建立的整个 

过程集的逻辑组织．过程又是一系列通向目标的 

有序的步骤．企业过程建模是建立整个过程集的 

逻辑组织来产生特定的流程信息集．因此．动态联 

盟，从实质上来看．它们是多个不同企业实体间在 

共同的企业目标(客户需求)驱使下，在有限的资 

源约束下，坍同完成一定的任务和活动的过程． 

运用形式化定义为三元组空间： 

nED̂ = { ẑ  ， P，0tAg，P1t 

其 中 

三 —— 企业实体空间集 

’ — — 企业过 程空 间集 ，由实体 间的相互 

关 系(R)组成 ，并且 R — G U T， 

其中 

G —— 企业 目标 ／共同的商机 

7’—— 任务与活动集 

(Ag，P)__-约束空间集，企业实体与过程 

间的约束条件或现有资源即 

企 业 实 体 的 核 心 能 力；如 

IS(联盟中技术支撑体系)等 

1．1 基本原理 

从实体论的角度出发，企业建模涉及静态实 

体，(如 E R模型中的实体、关系、属性)，动态实 

体 (如 State charts中的状态 ，状态转换和处理)， 

目的实体 (如代理人，问题，商品，支持／否定， 

子目标等)和社会实体(如行为人，位置，作用，授 

权、责任)等 “．企业建模的前期工作企业战略 

联盟规划包括企业使命、愿景、目标、实施、评析等 

过程和内容．而企业目标是实现使命从意图的陈 

述向执行指标和目的转换的关键．它通过一系列 

的组织处理活动如 ：客户服务、市场、组织结构、人 

力资源、产品、生产、利润、R8LD以及社会责任等 

来实现其指标．它属于目的实体，可以作为社会实 

体与动静态实体的连接点，为建立企业信息模型 

提供依据．因此，本文将以目的实体作为转换实 

体，实现动态联盟中的社会实体、组织结构、合作 

动机等的形式化表达． 

1．2 建模方法和思想 

传统的企业建模技术(如结构化分析，ER 

图，O0)主要表述的是静／动态实体．只能描述企 

业过程是什么，而不能表述行为和实体之后的动 

机、意图和原理．因此，在战略层面上缺乏相应的 

表达和描述能力．Yu和 Mylopoulosl1 认为 GO 

分析方法是O0思想的延伸，可以用于需求分析 

的早期阶段，有效补充了O0对社会实体和 目标 

实体描述的不足．战略依赖／原理模型是分析社会 

与目的实体联系的概念模型．它们是描述企业内 

部之间及其与外部实体间关系的网络图，有效体 

现了GO的分析思想 ，是描述 目标和社会实体联 

系的工具之一．它们被 Yu和 Mylopoulos用来分 

析企业实体与供应商、客户等外界联系，以创造新 

的企业业务流程．它们关注目标的分析，着重于描 

述和评价组织社会实体间目标方向的选择和关 

系，是 O0思想中面向目标和社会实体建模的补 

充；因此，动态联盟中企业建模可以借用蕴涵了 

GO分析方法 的战略依赖／原理模型作为建模 

工具． 

该方法突破了传统信息系统需求工程中建模 

方法．专注于活动和实体建模的局限性．它从战略 

角度分析了从客户的需求引发所导致的多个企业 

实体进行战略联盟，并为统一 目标所产生的一系 

列生产合作过程的建立 如供应商、原料获取到生 

产过程、客户等之间的联系 ，并且剖析了与企业战 

略目标一致的过程处理和动机、意图、原理．战略 

依赖模型可以提供与企业 目标集一致的流程结 

构；战略基本原理模型则建议、探索、评价所选择 

的方案．这充分体现了面向对象的封装和继承等 

思想．同样．该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内部各实体间 

的关联性．因此，该方法可以：①使传统的基于活 

动与实体关系的过程流转化为行为者之间意图、 

任务和目标、资源间的依赖关系来实现；②描述各 

个行为者及其相互依赖关系后的原 由，进一步分 

解上述意图或目标、任务等．从而实现以下目的： 

(1)为多个企业实体间建模或多 agents间的 

协作关系(Ag)提供一种依据 

(2)识别动态联盟 中真 实的高层 目标集 

(G)，以达到新的战略依赖关系(R)； 

(3)企业实体间的依赖关系(R)被描述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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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实体流相关联的任务或活动集 (7 )组成的 

广义流程空间集(1／,r)． 

通过上述过程．建立企业目标、企业流程与信 

息系统 目标 一致的动态联盟关系． 

2 M eta—M odel 

研究事物层次可以根据粒度划分为概念层， 

逻辑层和物理层．而概念信息模型一般分 meta 

级，域范围级 (domain)，实例级 (instance)3个层 

次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动态联盟中企业建 

模的概念性的 meta级描述． 

战略依赖模型主要分析行为人之间的目的依 

赖关系．该模型的meta层内容表述见图1 行为人 

分为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二者通过依赖关系连接 

依赖关系叉分成资源、软 目标、任务和 目标4种类 

型．由此，得出 

图1 战略依赖的 meta—model 

定义l 战略依赖模型Meta Model形式化表 

达 为SDM 一 {A， ⋯，回 一 J 其中 

A 企业及其相关行为对象如Actor，分为 

depender，dependee两种类型； 
一 {depender，dependee}—— 企 业或实 

体对象问的依赖关联集． 

or ⋯。一 fGoa1．Task．Resource，Soft goal}： 

间依 赖 关 系 dependum 的 类别 集，并且 

G0a1—— 目标类型集 ，Task—— 任务类型集，Soft 

goal一 软 目标类型集 

为了推断依赖关系后面的原由，战略原理模 

型通过任务分解以及目标 ／方法分析两种方法衍 

生出职能级的依赖关联及所需的业务流程和信 

息流 

定义 2 战略原理 meta—model形式化描述 ： 

SRM 一 {E，一 ，’B ⋯ j 

其中 E—A 
’ 

⋯  — — 实体对象如 Entity，为行为人 

或 目标、任务、资源和软目标 

的并集 

一y—— 分解规则，为 E与 ’E问的二 

元关 系，一般为 

一y— Means—Ends Link Task Decomposition Link)： 

体现了基于目标推理的思想，对战略依赖模型中 

的目标 ／流程问为什么的问题，以寻求最根本的 

依赖关系，达到改善动态联盟中的台作关系． 

。回 一 Goal，Task，Resource，Softgoa1)，为 

实体对象E分解的子集中的依赖关系 

图 2 战 略原理圈 的 meta—model 

3 动态联盟的 Meta—Model 

3 1 动态联盟的战略依赖 ／原理 Meta—Model 

根据上述战略依赖 ／原理 Meta—Model以及 

动态联盟的内容表述，可以有 

定义3 动态联盟的战略依赖 Meta—Model 

形式化表达为 

DD = f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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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一 > A 并且 A．∈A：表示实体对象．可 

以 由团队、部 门、企业等单元组成；在动态联盟战 

略层为企业及其相关行为对象集； 

三 一∑∑{depender／，dependeej}：企 
— I I一 

业实体间相互构成的依桢关系，依赖关系类别与 

上述类型一致．实体对因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不同 

而不同． 

∑@ ⋯ 一 ． 
g[ Goal；f[ Task，r[ Resource， 

5 rL Soft goal，子集 g， ，r， 可以为空． 

定义 4 动态联盟 的战略原 理 Meta Model 

形式化描述 ：DRM 一 { ．三一y，三 8一 一 }． 

其中 一矗 U ： ⋯ ：宴体对象集．其中其 

个类 ．∈d ； [ ；其中 表示某种实体或依 

柏关系类型集 ， 为具体的特定对象 目标． 

y： 间的分解规则集．主要运用战略原理模 

型 SRM中的一 分解规则． 

1)Means—Ends Link 

对 DAM 中的 8 ⋯ 中的 Goal和 Soft 

goal或 邑 进行原由分析 ，得出其子集 ’ 或 
‘ 

2)task decomposition link： 

对DAM中的∑ 一 中的Task或 进 
行分解、细化，得出其子集 。8一⋯ 或 。邑．其中 

。邑 rL ；三。8 [ m ． 

同时，。邑 与三。 一 间存在下述约束关系 

垂( ， )一 {AND，OR} 某目标实体对其后 

序依桢关系集问各 

类 关 系 的 约 束 

条件． 

n( ． 。)={+． }一 目标实体间的相互 

影响关系． 

8(0 ⋯  )一 、√ ．× IS／IT 对依赖关系 

的支 持 或 改 善 的 

程度． 

约束关系的具体含义见下节． 

3．2 动态联盟的企业建模 

企业过程模型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实体流之 

间的活动集 ；在这里， ⋯ 间的依桢关系可以看成 

动态联盟的过程，利用动态联盟中所有行为人的 

协作关系，则有 

定义 5 S为所 有行 为 人 间的 协作链 集 ； 

S‰一为第 i对 间的关系组合集； 

s 为第 i对 ⋯．间的 第f组关系组合，表 

达形式为s ⋯  州∞． }；其中 为 ⋯．间的 

第f组关系组合顺序链，由 中的元素组成． 

则 ·∈Ŝ⋯ ；并且，S‘⋯·[ s． 

‘一·一 {(s ⋯ “， ．⋯) 因 ～ 相同，也 

可以合并写为 

S‘⋯·一 ( ( ，⋯ ， ，⋯))}．则有 

S一 {sa．ct—r-，⋯ ，S‰m ．⋯ }= 

{(S 一，S -·)；⋯ ； 

(( -r一_I'⋯ ，s ，⋯ )；⋯) 

其 中 一 U 0∈ (1．m))， 

m为关系组合的最大值 

表达方式为 

一 { 1， 2，⋯ ， ，⋯ ． Ⅳ } 

奶 [ ；如 一 (rl一坨一 3⋯一 l，and／or 

r1+一r2+一f5⋯s2) 

并且，在模型中注明： 

1) l( ，d )一 AND(a ，( 】， 2，⋯ ， )) 

所有的 为真，则 成立． 

2) 2(％ ．d )一 OR(o￡，( ，d 2，⋯ ，d )) 

任一个 为真，则 d 成立 

3)f21( ．， )一 十 ( ，d ，)； 

f21( ，d ．)一 + ( ，( 1． 2，⋯ ， )) 

表示 对 ．的影响为正，或 对 的影 

响为正． 

4)f22( ， ，)一 一 ( ， ) 

n2( ， )一 一 (dE．( 
． ， I，⋯ ， )) 

表示 ，对 的影响为负，或 对 的影 

响为负． 

5)01( ⋯ )一 √(relationship) 

表示实体间的某个依桢关系可以运用信息技 

术获得竞争优势，在制定战略时需要考虑． 

6)82( ，)一 ×(relationship) 

表示实体间合作最主要的是社会资源(如政 

策等)．则有 

定义 6 企业动态联盟建模的 Meta—Model 

形式化概要表达为 

nEDa— t∑A ， pP，0tAg，P)} 

其中2 一2 ； 一S； ( g，P)一 Un 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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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态联盟建模过程 

现 以上海菜汽车出租与出租司机、汽修 汽 

配厂家间的战略依赖关系为例，利用 Meta模型说 

明建立动态联盟的过程、乘客通过电话或计算机 

网络预定 出租车；其他的一切服务 由出租公司、司 

机和汽修 ／汽配厂家处理：而公司之间则建立一 

定的坍作关系(如图3)、 

矫 一 < 拆一一口 拆resoume．4 I--1 呲 
5( 1 表示依赖对象； 6— 表示依赖关系的方向 7—--● 表示正的影响约束关系： 

8． 表示负的影响约束关系：9—{_— 表示任务分解关系： l 表示目标，方法分解关系 

图0 某汽车出租公司战略依赣图 

1。战略的实体目标集的建立或更新 

建 立出租汽车公司、汽修 ／汽配以及零件生 

产厂家以及客户之间的动态联盟关系． 

DDM 一 { ，三 ⋯ 三 枷 )；其中： 

．2A一 出租公司 ；出租司机；汽修 ／汽配厂；零件 

生产厂家：乘客)； 

三 ⋯ 一 {(出租司机 ，出租公 司)；(出租公司，汽 

修 ／汽配公司)：(汽修 ／汽配公司，出租司机) 

(乘客，出租司机)；(乘客，出租公司)；⋯)； 

三0 一 Goal(高载客率．汽车被租用，汽车 

被修理 ⋯)；Softgoal(快的修复速度，好的关系，客 

户 满 意 度．⋯)；Task(预 定 出 租 车，⋯)； 

Resource(卫星定位系统，修理补偿，支付出租费． 

支付修理费，汽车信息资料，支付乘车费，⋯))． 

2。运用战略原理模型分解战略依赖模型 

运用 战略原理 模 型 中的 一y分解 规则 ，对 

三臼 ⋯ 中的Task或 邑 进行分解、细化．得出其 

子集 。@一⋯ 或 。邑． 

现以上述例子中的“汽车被修理”依赖关系进行 

进一步分解如下： 

① Means-Ends Link 

实现“汽车被修理”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两种： 

1)由司机直接与汽车修理公司联系．2)由出租公 

司出面到特约维修站进行修理．不同方式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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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修速度以及质量也稍有不同． 

国 Task Decomposition Link 

汽修 ／汽配公司受理维护时，要分解成校验 

有关合同或法规并准备安排修理两个子任务．修 

理汽车的任务又分解成日常维护与特殊修理两个 

相排斥 的任务．特殊处理主要涉及事故处理．表达 

形式为Task 一 {校验台同，准备安排修理) 

Task 一{日常维护，特殊修理 )~Task #一 

校验合同、政策和法律．准备处理程序，费用 

安排}． 

③ 根据 ①② 推理规则进一步进行分解，得 

出下述子关系集与子对象集 

’@ ⋯。一 { Goal一 {服务质量，利润，低的 

管理成本，谁的责任，⋯}；’Resoure一{维修成本． 

事故赔偿 费用，获得事件信息，⋯j；。Task一 

{Task ，Task ，Task #．确 定 责 任 t 

⋯ }；。Softgoa[一 {客户满意 ，减低打官司的风 险． 

快 的处理过程 ，···)} 

’毛 一 ，保险公司，法规．El击者，交警支队) 

① 运用 约束对某目标宴体和其后序依赖 

关系集间各类关系建立制约关系 

1) 1 Or ． ．)一 AND(修理汽车 ，(汽车信息 

资料，·一，))； 

2) 2( ， )一OR(修理汽车．(日常维护， 

特殊修理))； 

⑤ 运用 n约束对目标实体问各类关系的相 

互影响关系建立约束性 

机 ，出租公 司)，( 。：卫星定位系统 ； 。：汽车被 

租用： 。：高载客率； ：支付出租费))}，·．．． 

S一 {((出租 司机 ，出租公司)，( 。：卫星定位系 

统； 。：汽车被租用； ：高载客率； ：支付出租 

费))；((出租司机．汽修 ／汽配公司)，( ：快的修 

复速度(服务质量)； !：支付修理费； ：汽车被 

修理))；((出租公司，汽修／汽配公司)，( ：修理 

补偿； ：汽车信息资料；q．-：：好的关系))；((乘 

客，出租司机)，( ：客户满意度； ：支付乘 

车费))：((乘客 ，出租公 司)，( ：预定出租车))： 

图 4的部分内容表达如下： 

S3： 甚佳 一‘⋯2一’ 自‘ 。 ’一 { 。} 一 

{(出租司机，汽修／汽配公司)．汽车被修理j； 

一 {(汽车被修理))一 ：受理维护{校验合 

同．准备安排修理j一 修理汽车 一 日常维护(汽 

车信息资料)一 费用估算(维修成本，低的管理成 

本)一 服务质量(利润，客户满意)；gt2：受理维护 

校验合同，准备安排修理)一 修理汽车一 特殊 

处理(汽车信息资料)一 事故处理(减低打官司的 

成本，低的管理成本)一 保险公司处理事故(校验 

台同、政策和法律 准备处理程序，费用安排)一 

谁的责任 一 确定责任 一 获得事件信息(法规．目 

击 者．交警支 队)i·-．． ；并 且存在 约束 关系 

2( ， )一 OR( 1． 2)． 

1)121( ， )一+(服务质量 ．(利润，客户 5 结论与讨论 

满意))U (利润．客户满意) 

2)122( ． )一 (事故处理，(服务质量 ，低 

的管理成本))U (服务质量 ，低的管理成本)； 

3)@1( 。 )一 √(汽车资料信息(获取 ／ 

存取))U(费用估算)U(快的修复速度)； 

3。关键过程识别和组成 

过程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实体流之间的活动 

集；由此． 问的依赖关系可以看成是动态联盟 

的过程．本文用所有行为人的协作链集 S来标识 

动态联盟中的关键流程， 

图 3表达如下 ： 

S 一 { m 一 {c出租 司机．出租公司)． 
。

：卫星定位系统 _I．．．- 

S 呲一 {(卢 ，( ，⋯， ’，⋯)))一 ((出租司 

本文建议 的 Meta Model强调 的是针 对同一 

层次的目标在不同实体对象问的协同运作，适合 

作为建立在“一定契约”关系上的动态联盟的企业 

建模；因此．针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企业，利用该 

方法需要进一步在战略层、策略层 和运营层等不 

同层次上对总体目标进行分解，相关研究参见文 

[14．15]．同时，如何解决与目前企业建模所常用 

的 O0方法进行衔接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 

利用战略依赖／原理模型可以有效地识别企业目 

标以及支持动态联盟关键流程的构建和 IS／IT的 

支撑框架．实现多企业实体或多 Agents问在企业 

战略单元级间的目标协调，并且可以和业务流程 

建立映射关系，从而实现企业 目标与信息系统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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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致的企业信息模型．该方法与思想在企业战 

略规划与信息系统 建模集成 的项 目中进行 了运 

用 ．在确定动态联盟协作关系上可 以取得 定 的 

效果．当然．有关该模型方法在实际中的运用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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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ta—model of enterprise modeling in dynamic alignment 

YANG Qing．QIAO Zhi gang，HUANG Li—hua，XUE Hua-che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Virtue enterprise(VE)is of two major characters that are virtue work—environment and out— 

sourcing，which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formation sys ms(IT／IS)．It is worthy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whole in{ommtion systems architecture when construct the enterprise model of 

the dynamic alignment．The paper presents the meta model of strategic dependence modeL／strategic ratio 

nale mod e1．which embody the idea of the GO (goal—oriented)method seen as the complementary of OO 

(object—oriented)OD the early stages of enterprise modeling．Furthermore，it analyzes the meta—model of 

dynamic alignment based on the infrastructure in VE．Finally，the example is given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virtue enterprise (VE)；dynamic alignmenti meta—model；ontology；strategic dependence 

modeI(SDM )；strategic rationale model(S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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