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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ＩＥＣ１４６６２：２００４《信息技术　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６２８—１９９８《信息技术　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７６２８—１９９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重新定义了业务操作视图（ＢＯＶ），由“业务交易的一个视角，它被限于与描述业务交易所

需的做业务决策和组织间的承诺有关的方面。”改为：“业务交易的一个视角，它被限于在

‘人或法人’间做业务决定和承诺有关的方面，这些决定和承诺是描述业务交易所需要

的”。

　　ｂ）　增加了新术语“人或法人”。

　　ｃ）　引言增加了０．３　业务交易和承诺交换语境中的“人或法人”、“自然人”和“参与方”的

用法。

　　ｄ）　附录Ｃ增加了Ｃ．３基于ＵＭＬ的角色行为描述方法。

　　ｅ）　删除了ＩＳＯ／ＩＥＣ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成都市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成华、张荫芬、刘碧松、魏宏、林希、张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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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在经济上的优势已被广泛认识。然而，由于必须在有关的业务伙伴之间建立

详细的双边业务和技术协定，建立ＥＤＩ关系的费用仍是非常高的。建立双边业务和技术协定的高昂的

初始成本不适合短期的伙伴关系，同时包含对大量业务伙伴及其之间协定管理的ＥＤＩ实现也没有效

益。因此，大多数的ＥＤＩ实现只成功地运用于：

———长期的业务伙伴之间；

———数量有限的伙伴之间。

通过引进标准业务剧本和支持它们所需的服务，开放式ｅｄｉ减少了上述障碍。一旦商定了业务剧

本，并且其实施符合开放式ｅｄｉ标准，则不需要在贸易伙伴之间预先建立协定，只需要作出参加符合业

务剧本的开放式ｅｄｉ交易的决定。由于开放式ｅｄｉ采用通用的方法，它能够使参与组织快速而经济地建

立短期关系；同时，业务剧本及其所需的支持服务可供所有希望使用它们的用户使用，因此为实施开放

式ｅｄｉ提供了所需的工具。

开放式ｅｄｉ适用于行业内和跨行业（如公用／专用、行业、地域）的多个自治组织之间的业务交易的

电子化处理。它包括涉及诸如数、字符、图像、声音多种数据类型的业务交易。

组织之间要通过互连的信息系统来相互工作，为了提供相互工作所需的标准，而初步建立了开放式

ｅｄｉ参考模型。该模型独立于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

———信息技术实施；

———业务内容或约定；

———业务活动；

———业务活动的参与方。

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标识了开放式ｅｄｉ所需的标准，并通过定义用于研制这些标准所需的基本概念

为它们提供参考依据。它可作为与ＥＤＩ标准化有关的不同机构协调工作的基础。它既为这种协调提

供框架，也为现有标准和制定中的标准的集成以及未来标准的开发提供框架。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考

虑了现有的ＥＤＩ标准。附录Ａ给出某些开放式ｅｄｉ标准化领域和标准化活动类型，附录Ｂ给出对开放

式ｅｄｉ标准的某些需求。

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采用两种视图来描述业务交易的有关方面：

———业务操作视图（ＢＯＶ）；

———功能服务视图（ＦＳＶ）。

ＢＯＶ描述下列几个方面：

ａ）　业务交易和相关数据交换中的业务数据的语义；

ｂ）　适用于开放式ｅｄｉ业务需要的业务交易规则，包括：

　　１）　操作约定；

　　２）　协定；

　　３）　相互间的义务。

ＦＳＶ描述满足开放式ｅｄｉ机制要求的支持服务。它重点描述信息技术的下列几个方面：

ａ）　功能能力；

ｂ）　服务接口；

ｃ）　协议。

这些功能能力、服务接口和协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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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运作和跟踪开放式ｅｄｉ交易进程的能力；

———用户应用接口；

———传送基础设施接口；

———安全机制处理；

———不同组织的信息技术系统相互工作的协议；

———翻译机制。

０．１　开放式犲犱犻参考模型的协调要求

开放式ｅｄｉ所需的标准覆盖了广泛的领域，它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几个方面：

———业务方面；

———支持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

———信息技术通用标准，如信息建模标准；

———软件工程标准；

———数据建模标准；

———行业专用的信息技术标准；

———互连标准，如消息处理、文件传送、交易处理和网络管理；

———安全标准。

电子业务标准的开发工作已在一些标准化机构和行业团体中进行。

为了实现下列目标，标准开发的协调工作很有必要：

———避免工作的重复；

———保证符合解决方案的标准的互操作性；

———保证标准在技术上的一致性；

———标识和补充标准间的不足和空缺；

———标识和消除标准间的重复和冗余。

附录Ａ描述了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是怎样作为基础来协调不同的电子业务标准化机构的工作的。

０．２　开放式犲犱犻参考模型的技术要求

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的每一视图都与一类必要的标准相对应。与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中的ＢＯＶ有

关的那一类标准，指引开放式ｅｄｉ的业务问题。与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中的ＦＳＶ有关的另一类标准，指

引信息技术问题。每一类标准都需要特定类型的专业开发队伍。通过区别ＩＴ方面与开放式ｅｄｉ的业

务用户方面，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和相关标准在适应信息技术变化和用户需求变化方面具有灵活性，且

不会影响与开放式ｅｄｉ业务用户有关的开放式ｅｄｉ标准。与该框架一致的标准的实施方法不受该模型

的限制。因此在保留了实施方法的灵活性的同时，保证了开放式ｅｄｉ系统间的相互工作。

开放式ｅｄｉ的实施需要不同类型专家之间的合作，主要是信息分析员协助下的业务用户和包括通

信专家在内的信息技术专家之间的合作。

为了支持开放式ｅｄｉ活动，必须开发考虑了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的内部和外部行为两个方面的模型。

不同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的外部和内部行为之间的边界依实施情况而异，因此，这些有待开发的模型必须

考虑用于保证互操作性所必须的各个方面。只有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的外部行为才影响开放式ｅｄｉ系统

的互操作性。在模型中提供开放式ｅｄｉ系统的内部行为的描述只是为了支持互操作性方面的定义和说

明，并提供所需的外部接口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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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　业务交易和承诺交换语境中的“人或法人”、“自然人”和“参与方”的用法

本标准开始研制时，“因特网”和“万维网”还处于萌芽状态，它们对私立和公共行业组织的影响尚未

得到充分认识。因此，在本标准的第一版中，业务操作视图（ＢＯＶ）最初定义为：

“业务交易的一个视角，它被限于在组织间做业务决定和承诺有关的方面，这些决定和承诺是描述

业务交易所需要的。”

本标准第一版中采用了ＩＳＯ／ＩＥＣ６５２３—１９８４对“组织”的定义。但是在１９９８年，该标准对“组织”

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并且该标准也分成了两部分。事实上当今基于因特网和万维网的开放式ｅｄｉ还涉

及“个人”，本次修订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本标准既没有定义“承诺”，也没有定义一个实体必须具备的

抽象特性和行为，以便该实体既能做出“承诺”，又能在“因特网”的虚拟世界中建立起法律和信息技术视

角之间的联系。术语“承诺”在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９４４１中定义。

同时，当考虑“承诺”的法律因素时，为了能够做出“承诺”，术语“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的定义不足以

满足剧本规范的需要。在许多实际情况下，承诺实际上是由两个或多个机器间（自动控制或者计算机程

序）做出的，这些机器是按照法律上能够做出承诺的人的指令工作，而不是由个人做出。在某些司法权

限内，“虚拟”人也能做出承诺，比如法人团体。为了描述这些扩展需求，本标准定义了一个新的术语：

“人或法人”。以这种方式定义的“人或法人”的概念，就会具有潜在的法律和法规限制适用于它。

标准的使用者需明白：

———本标准中的“人或法人”是一个术语，即为做出承诺承担法律责任的“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内的

实体；

———“个人”，“组织”，“公共管理机构”代表了“人或法人”的三种通用子类型。这三个术语的定义和

用法详见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９４４１。

本标准中的“人”和／或“参与方”按照一般语境使用。“业务交易的参与方”应具有“人或法人”的特

性和行为（详见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９４４１—２００２，第６章、６．１．２和６．２）。

０．４　电子业务和开放式犲犱犻：活动领域和参与

下列各表给出了开展电子业务活动的总的语境，其中表１给出了活动领域，表２给出了应承担活动

领域中的工作的组织的类型，表３给出了在该标准完成时应承担活动领域中的工作的实际组织。届时，

应建立用于标识所有有关行业组织的工作文件。

在本标准中规定的开放式ｅｄｉ参考模型的应用，使表１中所述的活动对应的组织能够被不断地完

善。详见附录Ａ，尤其是其中的表Ａ．１和表Ａ．２。

附录Ａ解释了表的标题。此外，表１、表２、表３在以“形式识别”为特征的环境下具有新的内涵。

这是介于环境和活动模型之间的一个特定阶段，其中环境指在标准化框架开发过程中所有已存在的东

西，活动模型指业务建模方法和框架所标识的技术。

表１　活动领域

元标准

Ａ

标准

Ｂ

指南

Ｃ

生产产品

Ｄ

一致性和认证

Ｅ

由……使用

Ｆ

１．环　境 语　言 法律，惯例 业务指南 仲裁机构 合　同

２．形式识别 框架 参考模型 ＢＯＶ和ＦＳＶ 测试机构 工具集

３．ＢＯＶ活动模型 建模语言 业务剧本 约定 测试定义 应用

４．ＢＯＶ数据模型 建模语言 报文标准 使用指南 测试定义 实际数据

５．ＦＳＶ技术 工具、技术 互操作性标准 轮廓 互操作性标准 软件，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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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完成表格各框中的不同任务涉及的组织的类型

元标准

Ａ

标准

Ｂ

指南

Ｃ

生产产品

Ｄ

一致性和认证

Ｅ

由……使用

Ｆ

１．环境 法律和法规组织 框架

２．形式识别 标准化

３．ＢＯＶ活动模型 流程

４．ＢＯＶ数据模型 组织

５．ＦＳＶ技术

实施者

和

用户

测试和

认证组织

实施者

和

用户

表３　当前参与方

元标准 标准 指南 生产产品 一致性和认证 由……使用

环境 文化

适应性

国际的

国家的

双边的

律师 仲裁机构 商业

和

政府

形式识别 ＩＳＯ／ＩＥＣ

ＪＴＣ１／ＳＣ３２

ＩＳＯ，ＩＳＯ／ＩＥＣ，

ＩＴＵ 国 家 和 地

区标准化组织

ＵＮ／ＥＣＥ

ＣＥＮ

ＩＥＴＦ

ＡＳＴＭ

ＯＡＳＩＳ

ＩＳＯ／ＩＥＣＪＴＣ１

ＳＣ３２

ＵＮ／ＥＣＥ

ＡＳＴＭ

ＩＳＯ／ＩＥＣ 标准化组织

供应商

用户

ＢＯＶ活动模型 ＩＳＯ／ＩＥＣ

ＪＴＣ１／ＳＣ７和

ＳＣ３２

ＩＳＯＴＣ１８４

ＩＳＯ，ＩＥＣ和ＩＴＵ

行业组织

ＣＥＮ 国家标准

化组织

ＷｆＭＣ

ＷｆＭＣ 非标准

产品

用户

ＢＯＶ数据模型 ＩＳＯ／ＩＥＣ

ＪＴＣ１／ＳＣ３２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贸 易 组 织 用

户组

ＷＴＯ

ＷＣＯ

ＩＣＡＯ

ＩＭＯ

ＳＷＩＦＴ

ｅｂＸＭＬ

ＵＮ／ＥＣＥ

同前一列，另

增 加 行 业

组织

供应商 ＵＮ／ＣＥＦＡＣＴ 供应商

用户

ＦＳＶ技术 ＩＳＯ／ＩＥＣ

ＪＴＣ１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ＩＥＴＦ

ＩＳＯ／ＩＥＣ 的 各

相关ＴＣ和

ＪＴＣ１／ＳＣ

ＣＥＮ

ＩＥＴＦ

Ｗ３Ｃ

ＩＳＯ／ＩＥＣ

ＪＴＣ１／ＳＣ３２

ＪＴＣ１／ＳＣ２７

ＴＣ２１５

ＣＥＮＴＣ２５１

ＩＥＴＦ

Ｗ３Ｃ

制造商

供应商

多个 ＮＩＳＴ 开

放组织

供应商

用户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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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开放式犲犱犻参考模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协调现有标准的集成和未来标准的开发的框架，以便各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通过

开放式ｅｄｉ进行相互工作，同时，本标准还为这些标准提供了参考。因此，本标准的作用是通过提供标

准开发者使用的语境来指导实现开放式ｅｄｉ所需的标准化工作，保证相关的标准化建模和描述技术、服

务、服务接口、协议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本标准通过业务交易的两个视角，描述了与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使用的信息技术系统的互操作性有

关的重要方面。这两个视角是：

ａ）　开放式ｅｄｉ参与方之间的业务信息、业务约定、协定和规则等的业务方面；

ｂ）　在开放式ｅｄｉ系统中支持业务交易的执行所需的信息技术方面。

本标准既不是实施规范，也不是用于检验实施的一致性的基础。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ＩＳＯ６５２３１：１９９８　信息技术　组织和组织各部分标识用的结构　第１部分：组织标识方案的标识

ＩＳＯ６５２３２：１９９８　信息技术　组织和组织各部分标识用的结构　第２部分：组织标识方案的注册

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９４４１：２００２　信息技术　业务协议语义描述技术　第１部分：实施开放式ｅｄｉ的操作

方面

３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１

应用程序接口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犵狉犪犿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犃犘犐

应用软件使用编程语言工具调用服务所跨越的边界。

３．１．２

业务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

一系列过程，其中每个过程都有明确的目的，涉及多个参与方，通过信息交换实现，旨在达到某个共

同商定的目标，并延续一段时间。

３．１．３

业务操作视图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狏犻犲狑；犅犗犞

业务交易的一个视角，它被限于在“人或法人”间做业务决定和承诺有关的方面，这些决定和承诺是

描述业务交易所需要的。

３．１．４

业务交易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狋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

各参与方的活动和／或过程的预定义的集合，它由一个参与方发起，以完成明确的共同业务目标；当

由所有有关参与方商定的结论中的一个被认可时，则终止，当然某些认可可以是隐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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