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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国内企业信息管理存在的问题入手, 针对数据分散, 信息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 提出了基于 XML 网

络服务和 Office 信息检索技术的一个解决方案 , 并结合微软员工信息系统 ( MEIS) 的系统设计实例 , 介绍了如何

利用网络服务和信息检索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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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s, such as inform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inefficiency of data utilization. Then put forward an architecture framework based on XML Web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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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大趋势下 , 企业将不可抗拒

地加速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在现代企业中 , 由于当前信息来源

的多样化 , 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异构数据。而传统的各种应用都

是直接建立在信息存储层之上的, 各种应用直接操作底层的各

类数据源 , 这导致了应用程序不能有效地利用和管理企业的各

种异构信息。如果有统一的平台能够整合现有的异构系统 , 把

大量分散、格式不统一的数据进行整合 , 并为上层应用提供统

一的接口和访问规范 , 那么将会消除这种异构信息所带来的不

足。XML 网络服务便是一种能够满足以上要求的标准化技术

框架, 利用它可以实现企业内部 , 甚至是企业之间的异构信息

和数据整合 , 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和统一管理。下面首先分析

一下目前企业信息应用的现状 , 然后介绍基于 Web 服务的解

决方案。

1 企业中信息和数据应用的现状

1. 1 企业中的信息和数据

近年来 ,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全面发展 , 企业中拥有大量的

数据和信息。数据是企业的宝贵资源 , 企业经过多年经营已经

积累了大量的图纸、文档资料和经验 , 企业数据资源来自内部

数据和外部信息资料 , 包括诸多方面 , 如表 1 [ 1] 所示。

如何高效地利用和整合这些数据资源 , 使企业的数据资源

得到再利用 , 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问题。企业数据资源建设成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 并由此实现企业数据资源的共享

和信息交流。因此 , 企业大力发展信息系统、办公系统等 , 希望

高效地利用企业中的各种宝贵数据资源 , 这仅仅是数据利用的

第一步。对知识工作者来说 , 他们需要有效地利用数据和信

息, 并能够快速转换为相关的个人知识或者企业发展所需要的

动力 , 这样才能发挥这些信息和数据的最大威力。

表 1 企业数据资源来源

企业数据资源

内部数据 外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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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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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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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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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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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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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企业中信息处理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许多企业中 , 对于信息和数据资源的建设和利用 ,

主要有以下的一些问题。

( 1) 信息和数据的孤岛问题

目前企业中存在着大量信息 , 但是它们大多处于分散状

态, 格式不统一 , 无法有效利用 , 这是一种信息资源的浪费。很

多企业都在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强化自己的信息管理能力, 建立

了许多系统和数据库 , 如财务软件来实现财务信息化管理 , 用

人力资源软件来管理自己的员工等。

这些管理软件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了很多方便 , 使系统内部

的信息丰富并能够有效利用。但是由于系统与系统之间信息

格式不统一 , 使其独立有余 , 协同不足 , 各种信息无法在企业内

部或企业之间有效传递或协同利用。信息无法有效地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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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自由流动 , 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 , 使信息通信的效率低

下。现实中 , 这种信息孤岛既存在于企业内部 , 也存在于不同

的企业之间。

还有一种类型的信息孤岛, 其主体不是某个企业系统或者

企业本身 , 而是人员及其相关的信息源。员工是企业竞争力的

核心, 企业的信息资源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于员工自身。

这些信息有 80% 是存储在员工的头脑、个人设备或者文件中

( 包括印刷板和电子版 ) , 而目前的协同办公系统很难做到真

正共享这些资源。

( 2) 数据存储介质和信息系统之间存在鸿沟

针对电子的数据和信息而言, 目前企业中的电子数据存储

介质主要是基于 Word、Excel、文本文件等这样的非规范化档案

文件为主。企业的业务是各种各样的 , 所以通常只能用半结构

化或者非结构化的数据去描述, 这些文件蕴涵了企业运作过程

中重要的文档和数据。

而目前信息系统要求高度规范数据格式 , 对于输入源的信

息和数据要求比较规范的格式。这大大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 影

响了信息高效共享的效率。对于非规范数据和信息 , 信息系统

更多的是采用剔除或者等价变换的处理方式 , 这大大增加了数

据处理的代价 , 并降低了数据和信息处理效率和准确性。数据

和信息的再利用效率低 , 信息系统整合难度大 , 为企业的信息

处理和管理造成了很大麻烦。

( 3) 用户界面操作体验以及可视化的问题

目前 ,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开展 , 开发和部署了一些新的管

理系统 , 用于整合信息 , 提高信息使用和管理的效率 , 但是随之

带来了新的问题。为了适应新的系统 , 用户需要改变他们所熟

悉的工作流程和方式。而改变用户的工作习惯代价是巨大的 ,

这其中的培训成本 , 以及由此带来的员工抵触问题都不容忽

视, 为新系统的应用价值打了一个折扣。如果能够提供一种不

改变用户使用习惯 , 而能够改进信息和数据处理效率的系统 ,

将会大大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使用效率。

此外 , 目前多数的信息系统都是基于数字和字符的表现方

式, 这样的信息使用难度大, 不利于用户快速理解和检索需要

的信息 [ 3] 。特别是对于知识工作者而言 ,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

是大量杂乱的数据与信息 , 而是希望能把它们快速转换成目标

知识, 最好能够直接利用现有的数据和信息自动转换成特定的

表现方式 , 如图表、表格等。这就涉及到数据可视化的问题 , 这

也是现在企业信息系统中还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

( 4) 缺乏统一的管理平台

企业中现有的大量数据和信息管理系统之间不能良好通信

和整合, 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来管理和整合所有这些信息

系统。对用户而言 , 目前信息系统繁多 , 没有一个统一的访问和

使用方式, 不能方便地获取需要的信息 , 而且信息的处理也不能

在一个统一的环境中进行。如果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管理和使

用的接口, 使对底层数据和信息的操作对上层应用来说是透明

的, 那么将会大大提高企业对信息整合和利用能力。

2 XML 网络服务和 Office 信息检索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 网络技术慢慢地走向融合和统一。

目前, XML技术成为网络信息通信的工业标准 , 它也是本文的

技术基础。

2. 1 XML 和网络服务概述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标记语言 ) 是

Web 上表示结构化信息的一种标准文本格式。XML语言有两

大优势 , 即自由和超越于格式之上。

XML Web Service 是在 Internet上进行分布式计算的基本

构造块。开放的标准以及对用户和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和协

作的关注产生了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 , XML 网络服

务成为应用程序集成的平台。应用程序是通过使用一个或多

个不同来源的 XML 网络服务构造而成的 , 这些服务相互协同

工作 , 而不管它们位于何处或者如何实现
[ 2]

。

XML 网络服务的接口可以非常详细地定义 , 这使用户能

够创建客户端应用程序与它们进行通信。这种接口说明通常

包含在称为 Web 服务说明语言 ( 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

guage, WSDL) 文档的 XML文档中。WSDL 文件用于说明消息

格式的表示法 , 以 XML架构标准为基础 , 它与编程语言无关。

而且以标准为基础 , 适用于描述从不同平台、以不同编程语言

访问的 XML网络服务接口
[ 4]

。

通用发现、说明和集成( UDDI) 是 Web 服务的黄页。如果

企业自己开发的网络服务希望扩展市场, 则需要配置 UDDI 以

便能被客户发现。如果 XML网络服务已经注册过 , 那么可以

利用通用发现、说明和集成 ( UDDI) 来查找, 以便潜在用户能

够轻易地找到这些服务
[ 5]

。

XML 网络服务体系结构有两大优点 : ①跨平台。允许在

不同平台上 , 以不同语言编写的各种程序和基于标准的方式相

互通信。②标准化。使用标准的通信协议 , 即 XML, HTTP 和

TCP/ IP等, XML网络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标准。

2. 2 Office 2003 信息检索服务概述

Office 2003 中包含了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技术———信息

检索服务。从根本上说信息检索服务的后端就是一种网络服

务; 信息检索服务的前端是 Office 2003 中的所有组件程序

( Word, Excel, Outlook 等, 微软称为智能客户端 ) 以及 IE 等浏

览器。后端的网络服务和前端的 Office 组件程序用 XML格式

的信息相联系 , 构成了信息检索服务的框架 ( 图 1) , 展示了一

个信息检索结果的界面示例。

这个界面中包含丰富的图形和按钮等元素 , 它是在 Word

程序右侧的操作窗格中所截取的。Office 2003 的信息检索服

务能够提供丰富的界面定制功能 , 客户端显示的丰富界面都是

通过后台的 XML 架构定义的 , 不需要开发具体的应用程序代

码, 使它具有与 IE 网络浏览器等瘦客户端相媲美的优点。

Office 2003 预定义了几种 XML 数据架构 , 用于限定信息

流在客户端与 Web服务之间的传输和数据分析。目前定义的

XML Schema主要由以下几种
[ 6] :

( 1 ) Microsoft. Search. Registration. request ;
( 2 ) Microsoft. Search. Registration. response ;
( 3 ) Microsoft. Search. Query ;
( 4 ) Microsoft. Search. Response。

它们都是在 urn: Microsoft.Search 命名空间之下, 用于完成信

息检索服务的注册、查询请求和查询响应等功能所定义的。每

一个命名空间下都定义了一些标准成员和框架结构 , 可根据需

要自由扩充自定义类型。这种灵活和统一的定义格式使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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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实现具有更多的选择 , 实现了业务逻辑层与显示层分离。

但是 , 信息检索服务区别于 IE 等瘦客户端最重要的一点

是: 信息检索服务能够利用 Office 组件内置的功能和 VBA 编

程接口 , 实现普通瘦客户端不能实现的程序互操作以及访问系

统资源的功能。例如 , 可以使用 VBA 接口编写自动生成 Word

图表、Excel 数据统计等功能 , 经过安全验证后访问系统中的文

件和数据等。这是 Office 信息检索技术强于 IE 浏览器等瘦客

户端的最重要一点 , 它提供了更强大的功能和灵活性。

此外 , 信息检索服务还能让用户在熟悉的办公环境中工

作, 绝大多数知识工作者都是在 Office 等应用程序的环境下进

行工作 , 基于 Office 程序的信息系统是用户最习惯的操作方

式, 省掉了培训和系统迁移的成本, 不需要让用户离开他们所

熟悉的工作流程和环境 , 有效地保证了新系统的价值。

3 基于网络服务和信息检索的信息整合方案

基于以上所介绍的 XML网络服务以及 Office 2003 的信息

检索等技术 , 本文为企业信息整合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

用于解决本文第 1 节提到的在企业信息管理中存在的几个问

题。系统结构如图 2 所示。

这是一种典型的三层系统结构 , 数据层、表示层和业务逻

辑层互相独立 , 每一层都能完成独立的功能 , 并为上层提供统

一的接口。其中数据层是数据源的汇总 , 主要由企业现存的数

据库, ERP、CRM、MRP等系统 , 以及企业内部和外部可访问的

数据资源组成。这些独立的系统之间无法自由地相互通

信 [ 7] , 但是它们都可以利用业务逻辑层的数据访问接口模块

整合到信息整合系统中, 主要由 Web 服务的相应模块完成。

通过一种企业内通用的自定义 XML Schema数据格式 , Web 服

务把访问到的数据通过 XML 的数据格式进行封装, 再通过

SOAP 数据流发送到上层应用或者其他的企业管理系统。这

意味着企业现存的各种系统可以通过 XML Web 服务进行数据

传输和通信 , 不会影响系统内部原有的数据格式。

业务逻辑层的功能由 Web 服务完成 , 通过 Web 服务中整

合的商业逻辑组件程序, 并利用统一的 XML数据架构模型 , 整

合各种企业数据系统和信息资源 , 把所有的信息和数据整合到

统一格式 , 使不同系统之间可以通过统一的 XML 数据格式进

行通信。这一层主要完成以下功能 : ①提供一个统一的访问

数据层的数据访问接口, 供其他模块使用 , 使数据访问和格式

处理的功能完全封装在该模块中 , 数据的访问对上层应用来说

是透明的。②数据处理模块用于完成数据相关的处理功能 , 如

检索、分析、知识发现等。这一个模块是信息管理的核心 , 在设

计中应该考虑可扩展性 , 不同的处理算法和流程尽量放置在程

序外部 , 由配置文件或者系统管理程序管理 , 这样数据和信息

处理模块的核心功能能够自由扩展。③定义面向上层应用的

Web 服务接口, 为表示层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 并为底层的多个

信息管理系统提供统一的数据接口 , 供现有信息系统使用。④

数据格式封装和解析 , 该模块主要完成接收和发送的数据进行

封装和解析的功能 , 具体来说就是使数据能够符合预定义的

XML架构 , 符合上层应用程序定义的统一数据格式。例如 , 为

了与 Office 通信应该把数据封装成符合信息检索服务的 XML

Schema定义的数据格式。⑤其他模块 , 可能包括一些安全加

密、系统管理、系统记录等模块完成一些辅助功能。

在图 2 所示的系统结构图中 , 最上层为表示层。在传统的

B/S三层结构中 , 表示层由 IE 等浏览器组成 , 本文所介绍的表

示层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浏览器 , 它还可以是 Office 组件程

序、移动手机、Smart Phone 客户端, 甚至是自主开发的界面应

用程序。针对本文而言 , 表示层将主要由 Office 组件程序组

成, 如 Word, Excel 等 Office 程序。

表示层通过与 Web 服务层的交互 , 发送处理命令和数据

并接收操作返回的结果。所有的数据传输都是 SOAP 格式的

数据封装在 HTTP数据包中进行的 , 数据封装和解析模块用于

处理这种预定义的 XML 数据 , 并返回能够在 Office 组件程序

中显示为丰富界面的 XML 架构数据格式。其中 XML 架构的

定义可以根据微软信息检索服务的 SDK 文档作为参考 , 为了

演示具体的结果 , 笔者设计了如下的 XML 架构 , 用于定义图 1

的显示界面 :
 < ? xml version = " 1. 0 " encoding = " UTF-8" standalone = " no" ? >

< ResponsePacket xmlns = " urn: Microsoft. Search. Response" >
< Response domain = " " >
< QueryId > < / QueryId >
< Results >
< Content >
< Picture Position = ( x, y) . . . >
< Source > http: / / server/dir/ filename. jpg
< /Source >
< /Picture >

. . .
< /Content >
< /Results >
< /Response >
< /ResponsePacket >

以上仅仅是架构定义的基本结构片断 , 具体的关于显示标

签、图片、下拉列表控件的详细属性的定义这里不再给出 , 它们

都是在 < Content >标签中定义的子字段。利用 XML架构的定

义和设计完成数据显示的可视化 , 而不仅仅是显示最原始的数

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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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检索服务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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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检索服务和 Office 整合在一起 , 所以完全可以利

用 Office 内置的 VBA 语言实现程序的互操作性等更加强大的

功能。例如 , 可以把查询到的数据自动生成一个 Word 表格或

者 Excel 格式的饼形图等 , 再把这些数据自动存储在特定的文

件中或系统中 , 只要通过 VBA 接口便可以完成这些任务。还

可以通过 . NET Framework的底层框架与 Office 2003 应用程序

互操作 , 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如把信息处理结果自动发送到特

定的移动设备或者网络上。

这些高级功能将会满足用户在各种环境下的需求和应用,

有效地把灵活性和丰富强大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4 企业信息系统设计实例

上面介绍了企业中信息管理和利用的一些问题 , 并提出了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下面以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来验证这

个方案的可行性 , 并介绍该系统的设计思想。

4. 1 背景介绍

在微软大中华区有两千多名员工 , 原有的员工信息包含在

以下的几种系统中: 企业活动目录 ( Active Directory) 、Excel 表

格、个人联系人资料、一个基于 Web 的微软全球员工信息查询

系统。目前员工的信息获取和管理主要有以下问题 : ①信息分

散, 每个系统包含信息的一部分 , 信息不完整 ; ②信息保存的数

据格式不统一 , 管理和利用效率低下 ; ③用户使用和管理不方

便, 没有统一的界面和接口 , 无法实现正确信息的快速获取 ; ④

信息更新和维护难度大 , 数据不同步问题严重。

基于以上所提到的问题 , 需要设计和开发一套供微软大中

华区雇员使用的信息检索系统( Microsoft Employees Information

System, MEIS) , 用于解决现有的问题。

4. 2 系统设计

根据前面所介绍的基于 XML网络服务和 Office 的信息检

索技术的设计方案 , 微软员工信息系统( MEIS) 的体系结构如

图 3 所示。它从用户视图和组件视图两个角度显示了 MEIS

的外部用户对象、内部系统构成及组成构件间的关联关系。

从用户视图来看 , MEIS 主要用户有两种 , 即一般用户和管

理员。在系统中也相应设立了两种具有不同权限角色: General

User 和 Admin。其中一般用户具有浏览和修改自己信息的权

限, 管理员用户具有所有员工信息的操作控制权限。

从系统构成角度来看 , MEIS系统是一种典型的三层结构。

后端的数据提供者为 AD, MS 全球信息服务和 DB等。

表示层主要由微软的智能客户端组成 , 即 Office 组件程序

和 Smart Phone 移动客户端, 同时提供了传统的 Web 访问方式。

业务逻辑层由 Web 服务构成, 主要负责信息的查询、分

析、管理、更新等功能 , 同时提供认证和安全处理、数据封装、数

据访问等功能组件。Web 服务采用模块化设计, 为功能的扩

充和模块的独立化提供支持。

数据访问模块用于连接数据库和其他后台数据资源 , 提供

统一的数据访问接口, 同时整合了移动短消息的数据访问功能。

数据分析和检索模块用于从数据库中查询特定的检索词 ,

并分析和返回查询结果给数据解析和封装模块。检索算法和

分析算法的核心放在配置文件中 , 可以通过后台配置文件进行

扩充。

数据解析和封装模块主要有两种功能 : ①把查询结果封装

成特定的格式发送给客户端 ; ②把客户端传送来的查询信息 ,

解码成内部信息格式 , 供数据分析和检索模块使用。

更新模块可以完成普通用户或者管理员提交的更新命令。

用户可以修改个人信息, 管理员可以添加、删除和更新所有人

的信息。

安全管理模块主要完成用户认证和数据加密的功能, 并保

证信息的安全传输。

移动消息管理模块用于完成移动短消息的发送、接收和信

息解析以及编码等功能。除此之外 , 还有系统管理和系统记录

模块完成一些其他任务。

总体来说 MEIS 系统的设计具有以下特点: ①分层式结

构, 典型的三层系统结构, 即表示层、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层分

离, 使系统具有很好的扩展能力。②Web 服务处理过程按照

阶段进行分解 , 进而将问题解决约束在不同的层次 , 保持各个

部分的相对独立性 , 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展能力。③模块化设

计, 使系统设计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 , 实现了功能模块的“可

插拔”。④统一的标准规范性。在运行平台的设计实现过程

中, 采用国际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设计和实现, 如 SOAP,

UDDI, XML 加密和数字签名等; 同时在平台内部接口设计中 ,

制定和采用统一的自定义接口, 加强了平台总体的规范性。

5  总结

随着网络技术的纵深发展, 企业信息网络化是必然趋势 ,

基于 Web 的分布式客户 /服务器 Intranet 网络是当今企业处理

信息和数据的最佳选择 , Web 技术在信息获取、发布上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利用 Web 服务框架结构 , 并配合其他相关技

术( 如 Office 技术) , 能帮助企业抛开各类应用系统的对象体

系、运行环境、开发语言等技术方面的束缚 , 打破地域的界限 ,

建立稳定安全的电子信息传递通道 , 并实现信息和数据有效整

合及高效访问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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