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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讨论了信息技术对企业的影响
,

指出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下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

不足之处
;
分析 了 Int r an et 对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

提出 了基于浏览器 /服务器

的 nI tr an et 管理信息系统结构
,

该结构 由网络应用支撑
、

信息资源管理
、

办公应 用和事物处理应用四大

平台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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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 39 3

9 0 年代初
,

H a m m e r 等提出了企业过程重组 ( B u s i n e s s P or e e s s R e e n g i n e e

inr g
,

B PR ) 的思想
,

以

便对企业过程进行根本性的思考和彻底的重新设计
,

以求对企业运作的关键性业绩指标如成本
、

质量
、

服务
、

速度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改进
。

世界各地许多企业先后推行 BRP
,

通过总结成功与失败经验
,

认识

到信息技术 (In fo mr iat
o n
几

e h n o l o g又 I T )和信息系统 (x n fo mr
a t i o n s y s t e m

,

15 )所起的关键作用
。

I T 技术对企

业过程经营的影响非常巨大
,

见表 l
。

表 l lT 对企业过程经营特征的影响

III TTT 对企业过程经营特征的影响响

办办公 自动化系统(O A ))) 办公事物处理电子化
,

形成无纸办公环境境

全全球互联网络 (W叭爪V )
;;;

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
,

使企业内外处理达到一致致

电电子数据交换
,

又称无纸贸易易 性
,

加强了内外联系系

电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E D )P
:

数据库管理系统统 规范过程的自动化系统
,

加强了大部分处理过程
,,

(((D B M )S
;

制造资源计划 (M限 P ll) 管理信息系统统帮助精简管理步骤
,

缩短了响应时间
,

提高了企业运作效效

(((M ls )
;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 MI )))S 率
。。

计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 (C S c哟哟 使跨功能的过程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使整个个

企企企业能以过程为纽带连接成一体体

专专家系统 (E )))S 用专家的知识辅助解决企业的决策问题题

电电子会议技术
,

电子讨论环境境 提供更加实时和科学的讨论
、

决策环境境

工工作流程管理软件(Wo kr lF o w))) 加强工作流程各环境的联系
,

实现了工作流程的部部

分分分自动化处理
,

为企业构建了过程管理的初步形式式

nIII tr an et 以广域网和局域网为基础的群件系统统 消除了企业内部联系的地理限制
,

扩大了企业过程程

(((如 L o ut s N o t e s ))) 管理的范围
,

大力支持了分布式应用
。。

图图形用户接口 (G ul ))) 使过程的表达符合人的认识习惯
,

减少了使用的技技

术术术难度
,

降低了培训费用用

客客户机 / 服务器技术(C lie n灯S e vr e ooo 降低了系统成本
,

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充性性

模模型模拟软件
,

B P R 辅助工具等等 使企业应用系统的开发建立在预测
、

模拟的基础上
,,

增增增强了其系统性
、

科学性
,

降低了风险险

群群集系统技术( lC us et )r, 服务器互联联 支持完整而安全的分布式应用
,

提供分布式系统的的

灵灵灵活性和大型机的性能
,

对大型企业广泛的 B P R 提供强强

有有有力的支持
,

为深层次的 B P R 提供了最佳支持技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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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

,

M IS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自 90 年代以来
,

M IS 的建设使企业的管理发生

数数据库库

服服务器器

图 l 客户机用及务器的网络结构

了巨大的变化
。

目前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指中型或中型以上 )
,

多

为 cl ien 灯se vr er (c/ s) 方式结构的网络结构
,

即客户机 /服务器方式
,

其形式如图 l 所示意
。

C/ S 结构在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

为企业带来 了效益
。

在 C/ S 结构的网络中
,

工作分别由服

务器和客户机完成
。

所有的客户机与数据库服务器相连
,

服务器

负责管理数据库的访问
,

对数据库进行检索和排序
,

此外还要对数

据库的安全层层加 锁
,

进行保护
。

客户机负责与用户的交互
,

收集用户信息
,

通过网络向服务器请求对诸如数据库
、

电子表格
、

或字

处理文档等信息的处理工作
,

每个服务器可以直接响应多个客户的请求
。

由于在网络上传输的主要是服

务器的处理结果
,

所以速度比以往的主机 /终端模式快
。

在 C/ S 结构中
,

客户机的处理功能通常都很强
,

在它上面运行的程序通常也很复杂
。

在 C/ S 结构中
,

提供给一个客户机和一个服务器的软件是成套出现

的
,

开发人员不仅需要开发客户端的软件
,

同时还要开发出后台的软件
。

而在访问另一套服务器时
,

则

需要另一套软件
,

这是一种配对
、

点对点
、

框架结构的模式
。

C/ S 结构的网络管理相对复杂
,

而且购买

或开发这类程序的价格通常比较贵
。

C,/ S 系统的优点是与大型数据库的联接紧密而快捷
,

实现了分布式数据处理
,

减轻了服务器的工作

量
,

提高了数据处理速度和网络利用资源
,

实现透明访问异地数据库的数据
,

系统安全性好
。

传统的 C/ S 模式下的企业 M IS 有些方面不够完善
,

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的多方面的需求
,

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

l) 专用性 系统基于专用的平台及非标准的协议和技术
,

用户界面风格不一
,

使用繁杂
,

不利于

推广使用
。

使用者必须按照既定格式获取信息
,

不同系统难以交流
。

系统开发和维护复杂
、

移植困难
、

升级麻烦
,

缺乏系统性和具有前瞻性的框架结构
。

2) 封闭性 企业的 M IS 是一个独立的封闭式的系统
,

M IS 是按单项业务系统开发的
,

只能按开发

时的思路和流程处理信息
,

这给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
。

企业内部信息量最大

的是办公系统
,

但通常 MI S 主要是业务和内部信息
,

而办公和外部信息少
,

因此难以满足企业经营和管

理活动的信息需求
。

研 S 提供的主要是字符和数字
,

用户使用单调
。

3) 单向性 信息的内容和形式过于单一
,

信息的流向基本是由下向上单向流动
,

下层只为上层提

供信息
,

难以得到上层的信息
。

限制了上层通过 MI S 发布信息
、

履行管理职能的活动
,

不能充分发挥下

层使用 M IS 的积极性
。

4) 集中式 系统的数据库系统信息基本集中在企业的信息中心
。

5) 传统性 Ml s 系统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模拟手工系统的数据处理流程
。

信息系统的目的是改革

传统信息的处理和传递方式
,

并改革企业的管理组织结构
,

传统的 M IS 难以做到这一点
。

以上不足导致了用 0 5 结构所开发的 M IS 标准性差
、

质量难以保证
、

可维护性差
、

培训复杂
、

软

件开发周期长
、

系统生命周期短
,

极大地阻碍了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中应起的作用
。

不少企业按照传统

的方法建设 MI S 系统
,

但收效甚微
。

改造并创造新一代的诵 S 系统
,

将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

2 基于 Intr
a n e t 的 M I S

近几年来 Int e m et 已经由教育和科研领域快速扩展到商业领域
,

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

nI atr en t

是以 Int e m et 技术为基础的网络体系
,

又称为企业内部网
,

是 I in e m et 技术在企业 L A N 或 认叭N 上的应

用
。

其基本思想是
:

在内部网络采用 T C P仰 作为通信协议
,

利用 Int e m et 的 w 亡b 模式作为标准平台
,

同时建立防火墙把内部网和 Int e m et 隔开
。

nI tr an et 可以和 Int e m et 连接在一起
,

也可以自己成为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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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网络
。

n Itn r aet 模式是基于 In t e met 的 叭触b 模型
,

因此可以将这一模式称为 B or ws er/ se vr e r田 /s)
,

即浏览器 /

服务器模式
,

它可分解为一个应用服务器 (v阳b 服务器 )和一个或多个数据库服务器
,

如图 2 所示
。

在 C/ S

模式中
,

所有客户端需要配置几层软件
:

操作系统
、

网络协议软件
、

客户机软件
、

开发工具
、

应用程序

等
,

因而变得很肥
,

被称为肥客户机
。

而服务器端则是单纯的数据库服务器
,

称为瘦服务器
。

在 B/ S 模

式中
,

客户端只需装上操作系统
、

网络协议软件
、

浏览器即可
,

这时的客户机被称为瘦客户机
。

而服务

器则集中了所有的应用软件的开发
、

维护等工作
。

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户机 111

数数据库服务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WWWWWWW e bbbbbbbbbbbbbbb

服服服服务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户机 222

域域名服务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户机

nnn

图 2 1爪arn et 网络结构

nI t r a n et 具有标准化
、

开放性
、

分布式等众多优势
,

对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l) 使用简单
,

用户使用单一的 B or w se r 软件
,

通过鼠标既可访问文本
、

图像
、

声音
、

电影及数据库

等信息
。

系统的维护工作简单并主要集中在服务器端
,

特别适合非计算机人员使用
。

2) 标准化
,

In 加川 e t 基于公开的协议和技术标准 (如 T c P朋
,

H了即 )
。

可以与企业现有网络很好结合
,

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

3) 开放性
,

nI atrn
et 可以通过接人的方式成为 Int e m et 的一部分

,

提供 I in e m et 的一切服务
;
也可以

自成体系
,

不接人 Int e
m et

。

信息共享度高
,

H T M L[ 是数据格式的一个开放的标准
,

目前大多数流行的

软件均支持 H T M比
,

同时利用 M IM E 技术 ( 枷一tip帅
o s e In t e nr e t M a i l E x t e n s i o n s ,

多用途 Int e
nr

e t 邮件扩

展 准得 B or w se r 可访问多种数据格式
。

4) 分布式
,

nI antr
et 可充分利用 nI et m et 的超文本

、

多媒体传输技术
,

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数据库有

机地联结起来
。

5) 突破了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面向事物处理的局限性
,

把办公事务和决策事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

而促进了企业内部信息的广泛交流
。

6) 可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设备及信息资源
,

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

7) 广域网支持
,

无论是 P SNI
、

D D N
、

帧中继
、

X 25
、

sI D N
、

C AT V
、

A D S L 均能与其良好连接
。

s) 安全性好
,

防火墙技术将保证现代企业网络的安全性
。

由此可见
,

基于 nI tr an et 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满足企业对信息高质量的需求
,

产生全

新概念的网络化企业的出现
。

它将重新定义企业的运行方式
,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

并为管理者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

因此基于 Int e m et 的管理信息系统将是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的趋势
。

3 基于 nI atr ne t 的 M IS 结构
基于 In tr a n et 的 Ml s 结构主要由图 3所示的四大平台所构成

。

3
.

1 网络应用支撑平台

该平台包括网络操作系统
、

传输协议 (如 T C P仰 )
、

网络拓朴结构等软硬件
。

该平台跨越 U in x 、

w i n d o w s N T
、

N vo ell N et W岔 e
及其他网络操作系统

,

实现多平台
、

多协议
、

多

操作系统之间的通信
。

其特点使企业信息管理综合环境独立于网络系统
,

网络应用支撑平台对应用系统

透明
,

确保不同系统之间的良好连接
。

该平台综合数字
、

语音和图像通信能力
,

能够与外部网络相联接
。

考虑到多媒体以及宽频带的需求
,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 28 卷

网络技术必须有 良好的前瞻性
。

由网络服务器
、

路由器
、

网关
、

通信设备
、

安全保卫设备等组成
,

并采

用防火墙
、

数据加密
、

虚拟专网等现代网络技术
。

同时包含现有网络应用支撑系统
,

支持上层应用软件

的运行
,

建立起安全
、

可靠
、

开放的网络应用支撑平台
。

这是新一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环境的基石
。

系统内不同地区的用户只需与当地的公共信息网络接点相连
,

就能与系统内其他地区的用户通信
。

I n t e l l l e t

数数据库服务器器
防火墙 客户机 1

D N S 服务器
企业管理信息

系统环境

客户机 2

客户机 。

网络应用支撑平台 信息资源管理平台 办办公应用平台台 事物处理应用平台

图 3 基于 nI tr an et 的 MI S 结构由四大平台构成

3
.

2 信息资源管理平台

利用新技术构造资源环境
,

使信息有一个生成
、

发布
、

搜索
、

利用
、

再创造的循环机制
。

不仅能提

供信息查询访问的手段
,

更重要的是能进行信息的组织
、

发布和分析
,

还能够支持多种数据库的访问
。

该平台综合了 I n tr an et
、

研阳b
、

H T M L
、

超文本信息链
、

图文声像结合的多媒体开放文档体系结构
、

交

互式对象
、

中西文全文检索等各项新的技术
,

把多个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上 V几b 服务器
、

消息传递服务器

及工作流服务器组成一个巨大而开放的虚拟资料库(v 试ua l L ib r ar y)
,

在整个企业网络中实现文档统一管

理
,

摆脱了传统文档体系孤立
、

封闭
、

不易传递信息
、

不易管理和扩展的局限
,

为大规模内部及外部信

息的组织
、

发布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

3
.

3 办公应用平台

又称为消息传递和工作流控制平台
,

其功能主要是消息发布(办公信息
、

文件及资料等 )和工作流 (日

常办公活动和工作计划等活动)管理
,

它也承担向信息资源管理平台传送办公文字信息
、

档案信息
、

以及

接受处理外部信息的任务
,

是直接与使用者联系的界面
。

该平 台所涉及的技术包括消息传递
、

分布目标管理
、

工作流程追踪
、

桌面电视会议管理
、

安全控制

等
。

在这一平台上
,

用户既可以获取信息
,

也可以发布信息
。

信息流是全双向并且是多媒体形式
,

安全

支持企业管理层和领导层的办公与指挥活动
。

由于与 认叭N 相连
,

因而办公活动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

管理者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协同工作
,

从而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质量
。

3
.

工 事物处理应用平台

包括内部业务数据的采集
、

处理
、

存储和事物处理 (包括 D s s 和各种统计分析功能
,

这些功能在传

统树 S 中是非常欠缺的 )
。

该平台不仅具有基本数据项和表示状态的信息之外
,

还具有事物处理数据库
、

强大的文字处理能力
、

强大的关系数据库处理能力
、

强大数值计算能力
、

支持分布式数值计算
、

全文检

索数据库等多种习性信息处理能力
。

上述四个平台相互密切联系
,

网络应用支撑平台为其他三个平台架构了一个桥梁
,

产生了新一代的

企业 MI S 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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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 C/ S模式下的企业 MI S有些方面不够完善
,

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的多方面的需求
。

基于 nI tr an et

的新一代 M IS 解决方案是 M IS 的发展方向
,

以其图文声音并茂
、

使用方便
、

访问信息快捷的崭新面貌

出现
,

大大改变传统砚 S 的封闭和不足
。

该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

将以大的投资回报
,

改变企业的传统办

公方式
,

并提高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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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介绍
.

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

主研人员 黄晓革
、

周南
、

唐继勇等

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是根据广播电台节 目录制
、

播出的特点
,

将专业数字音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

实

现计算机控制下的广播电台制播节 目资源共享和 自动播出
。

该系统由两台资源共享音频工作站组成
,

分别用作节目

播出和录制
,

具有操作简单
、

方便灵活
,

节 目制播检索功能强及节目库容量大等特点
。

系统的音频指标达到广播级

要求
,

节目播出制作可以同时进行
,

完全满足专业广播要求
,

能够进行音乐
、

广告
、

新闻
、

气象
、

台标等节目播出
。

该系统充分考虑 了我国广播电台节 目制播方式和工作特点
,

将 M U SI CA M 数字音频压缩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用于

广播节目制作播出
,

在国内属首创
。

.

科 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