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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管理系统与企业传统信息系统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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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工作流管理系统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架构在企业信息系统平台上的新管理技术。本文实证分析了

这项新技术的运作机理和应用效果 ,并将其与传统的业务信息系统进行了对比研究 ,总结出在企业业务处理中采用

工作流管理系统可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灵活应变的诸多优势 ,也客观指出了工作流管理系统目前在标准性、稳

定性方面还存在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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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流管理的概念

在企业信息化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 ,无论是大

型还是中小型企业都在进行信息系统建设 ,如传统

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OA) ,财务信息系统等等。然而

这些系统都是事务处理系统 ,这类事务处理系统通

常都只是面向数据 ,以数据处理为核心 ,针对某一智

能自成的一个独立系统 (如计价、库存等) ,专用来处

理详尽的数据 ,往往局限于解决企业内部某个具体

的问题 ,而非面向市场和用户。其开发的模式也通

常是将业务流程硬编码到应用系统的整体结构中 ,

每次业务流程的修改都可能引起程序结构的大幅度

变动 ,因而系统缺乏柔性。另一方面 ,需求分析人员

不能完全像管理人员那样熟知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具

体的工作 ,使设计从根本上对用户的需求理解就有

可能存在偏差。理解、设计、开发都需要时间 ,待系

统交给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时 ,由于市场等的变化 ,

可能已经导致需求的重点发生改变 ,原来的需求需

要调整 ,从而失去了市场先机。所以我们迫切需要

一种能够支持业务流程自动化的软件工具来满足企

业流程管理的需要。工作流管理系统正是顺应这一

需要应运而生的。

企业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都是由不同的业务流

程交织在一起来实现的 ,因此流程在企业活动中无

处不在 ,我们在此讨论的工作流是与企业流程相关

的一个概念。最初的工作流技术大多被用于办公系

统中 ,那时的工作流技术是与办公自动化技术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的。近年来 ,工作流技术已广泛用于

制造业、电子商务、物流业 ,保险和金融业等许多方

面。而工作流技术也是实现企业业务过程建模 ,业

务过程仿真分析、业务过程优化、业务过程管理与集

成 ,最终实现业务过程自动化的核心技术〔1〕。所以 ,

工作流技术现也正被广泛用于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虚拟企业、并行工程、敏捷制造等新领域中。

1993 年工作流管理联盟 ( Workflow Manage2
ment Coalition ,WfMC)的成立标志着工作流技术开

始进入一个成熟的研究阶段。此联盟对工作流管理

系统的相关术语、体系结构及应用接口等方面制定

了一系列标准。

根据“工作流管理联盟”( WfMC) 的定义 ,工作

流是能够部分或全部自动执行的业务过程 ,表现为

参与者根据一系列的过程规则对文件、信息或任务

采取行动 ,并使其在不同参与者之间进行传递〔2〕。

工作流管理系统就是通过运行在一个或多个工作流

引擎上的软件来定义、创建和管理工作流的执行。

这些引擎解释了对过程的定义 ,与工作流参与者相

互作用 ,并根据需要调用其他的软件工具和应用程

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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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的理解 :所谓的工作流 ,就是一系列由触

发条件定义的具有前趋后继关系、可以自动被执行

的业务活动和任务。而工作流管理系统就是实现工

作流的软件环境 ,它主要是为用户的业务系统的运

行提供一个软件系统的集成与实施的环境。

二、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应用举例

2005 年 ,笔者调研了安徽合肥市场上的企业信

息系统的建设情况。发现工作流管理系统可以被使

用的情况非常多 ,而准备购买或已经购买且正在使

用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单位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笔

者对其中的真心食品有限公司做了进一步调研 ,该

企业创办于 2000 年 9 月 ,其在 2004 年委托合肥星

享数码有限公司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管理系

统 ,该系统主要应用于该企业的管理中心、物流部

门、行政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等主要职能部门 ,如图

1 所示。

该工作流管理系统由工作流引擎负责将工作流

定义工具生成的代码解析 ,并存储到数据库中。在

数据库中包含有事务通知 ,人事调动 ,采购计划 ,资

金计划 ,报销申请等等可用流程。如图 1 角色 C 行

政人事部经理用户可以选择用流程列表中的“人事

调动”流程来运转。在运转的开始 ,引擎负责根据该

经理选择的流程模板创建流程实例 ,并分配此实例

一个 ID (identifier 标识符) 。在运转过程中 ,流程的

某个活动完成后 ,工作流系统将会获取该“人事调

动”流程的 ID 以及完成的活动的 ID ,通过对转移条

件表的查询可以得到后继活动的 ID ,再通过此 ID

到活动表中就可以得到后继活动的详细信息 ,完成

这些动作后 ,系统将此后继活动添加到工作项列表

中 ,并发送消息通知待调动人员的部门经理。

该工作流管理系统帮助企业解决“由谁在何时

必须完成何事以及怎样完成”的业务流程问题 ,这样

就可以把合适的人员安排去高效地执行任务。在上

马该套系统之后 ,该公司的管理和运行效率有明显

的改善 ,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按级别请示的管

理方式。领导一旦下发指令 ,通过该工作流管理系

统传送给下一级 ;如果处理完毕 ,将逐层自动往下传

送 ,从而把管理方式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方式转变。

三、工作流管理系统的
比较优势分析

　　工作流管理系统与企业传统信息系统相比有很

多的优势 ,主要表现在 :

(一)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以便集

中精力处理核心业务

企业在没有应用工作流管理系统之前 ,通常只

是运行简单的基于数据库的管理信息系统。在那个

时候员工必须在不同的窗口中查询 ,寻找自己所需

的信息以及要完成的任务 ,复杂且耗时 ,而运行了工

作流管理系统之后只需要查看自己电脑桌面上的任

务表就能够对自己收到待完成的任务一目了然 ,简

单、清晰、省时。对于高层的管理人员来说无疑更有

效率 ,因为其需审查的工作文件类型复杂且多样 ,这

样节省的时间就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对企业的发展更

为重要的核心事务。

(二)缩短运营周期 ,减少人为差错 ,从而提高劳

动生产率

传统的信息系统其实并没有全面实现机上作

业 ,某种程度上只是加强了数据处理的能力 ,对于业

务流程没有实现简化的功效。而工作流系统大多是

通过邮件传递消息 ,用数据库存储信息 (如 Novel 和

FileNet 合作开发的 Ensemble 系统) ,因此不需要人

工传递文件与通知事务。待完成的工作信息会自动

地进入下一个执行者。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由于公

文或文件太多而被丢弃或延期处理的情况 ,从而减轻

了工作强度 ,缩短了运营周期 ,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提高了企业的业务处理水平以及对市场的

应变能力

传统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是事务处理系统 ,其主

要目标是满足企业业务操作功能 ,提高企业事务处

理的效率和水平。这种管理信息系统一般局限于解

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 ,且只限于解决企业内部

的具体操作问题 ,只是面向企业内部的功能 ,而工作

流管理系统是面向市场和客户的 ,其目标是使整个

企业的业务层提高业务处理水平 ,强化市场意识 ,提

高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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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员工可以迅速适应系统 ,易学易会易用

传统的企业信息系统通常是基于数据库开发的

一个独立系统 ,所以对于计算机操作不是很熟悉的

新员工来说培训工作是在所难免的。而工作流管理

系统大多通过类似邮件系统来对消息和文件等进行

传递 ,所以只要会上网查收电子邮件 ,都可以很快适

应系统投入工作 ,从而大大减少了培训人员的工作

量和时间 ,这对企业用户和开发商都是很有利的。

(五) 可以实现对文件、消息及任务的轻易追

踪 ,从而易于发现流程瓶颈 , 为实现企业的 BPR

(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提供可能

传统企业信息系统并没有完全实现业务流程自

动化 ,并且各个子系统之间通常只是通过数据库相

联系。而工作流管理系统实现了企业经营过程的流

程化 ,使用它可以轻易追踪到公文传送到哪个环节 ,

以及在每个阶段的响应时间等 ,以便于领导决策层

对业务流程进行分析。分析流程就可以发现 ,如为

什么订单被延迟处理 ? 哪个部门对业务的响应平均

比其他的部门慢 ? 为什么货物被发送到错误的地方

等 ,从而可有的放矢地对流程进行优化。而传统的

方式因为个人通常会太过于接近流程 ,或者有私己

的利益和安排 ,以至于限制了流程的高效完成〔4〕。

(六)随时随地办公 ,实现事务处理“零响应”

工作流管理系统较传统的信息系统来说 ,由于

其支持基于邮件的离线处理能力 ,可以通过 WWW

来实现任务协作 (如 Action Technologies 公司的 Ac2
tion Works Metro 系统) ,从而实现了所谓的移动办

公和处理“零响应”。即使企业中的任何一位员工出

差在外 ,只需要用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或 PDA 连上

Internet 就可以批阅公文文件 ,再通过电子签名技

术保证其真实性和有效性 ,并及时传回公司的系统

中 ,进入处理队列等待后续操作 ,从而不会因为一个

环节的员工出差而影响整个业务的完成时间 ,也省

去了以往的大量交接工作。

(七)灵活地更改任何流程而无需改变系统的其

他部分〔5〕

传统的企业信息系统如果某一个环节不能适应

新的发展要求 ,就必须由开发商派专人来修改应用

程序代码 ,有可能要改变整个系统的结构。而基于

工作流管理系统的解决方法其优势就是工作流程描

述清晰 ,并分离于应用程序代码。这就意味着一个

工作流管理系统可以被快速地应用于支持一个新型

的企业业务或过程。并且当整个进程发生改变时工

作流程也相对容易被修改〔6〕。

四、工作流管理系统的
不成熟性讨论

　　目前 ,工作流管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如

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

(一)标准化程度差 ,兼容性不好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 ,不同的厂商所提供的系

统之间缺乏互操作的接口 ,使得用户有很多后顾之

忧。尽管工作流管理联盟成立之后很大程度缓和了

这个问题 ,但要像实现传统信息系统的关系型数据

库(如 SQL 等)一样有着统一标准 ,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系统稳定性不够理想 ,容错能力差

当系统中一些流程发生错误时 ,系统内没有一

种内置重新制定流程的功能 ,而它们只是提供一个

接口 ,让程序员来改变或调整这些功能。

(三)由于技术不成熟而很难实现关键业务

笔者调研发现目前工作流管理系统大多只是用

于实现办公自动化系统之中。因为其不能对时间表

及资源的管理和分配给予很好的解决 ,因此现在把

工作流技术应用于 ERP 中是工作流管理系统发展

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

虽然目前工作流技术还不够成熟 ,还有许多问

题有待解决 ,但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出现让企业的运

行效率和竞争力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随着该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 ,必将大量被运用于企业的信息系

统开发之中。另一方面 ,在当今企业信息化建设的

大浪潮下 ,无论是大型的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在积

极推进其知识库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从对合肥市场

的调研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市场的信息化建设极具潜

力 ,而隐藏在这种需求背后的是巨大的商机 ,因此工

作流管理系统的发展必有十分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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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 ,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defining and applying of CRM strategy1 On analyzing the reason of the failure of CRM , which are the inex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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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card as a new tool to defin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trategy1 In the paper , we propose that BSC is one of the most suitable tool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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