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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392《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参考模型;
———第2部分:核心模型;
———第3部分:本体注册元模型;
———第4部分:模型映射元模型;
———第5部分:过程模型注册元模型;
———第7部分:服务模型注册元模型;
———第8部分:角色和目标模型注册元模型;
———第9部分:按需模型选择。
本部分为GB/T32392的第8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IEC19763-8:2015《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

8部分:角色和目标模型注册元模型》。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32392.5—2018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5部分:过程模型注册元

模型(ISO/IEC19763-5:2015,IDT)
———GB/T32392.7—2018 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7部分:服务模型注册元

模型(ISO/IEC19763-7:2015,IDT)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武汉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何克清、何非、王健、王翀、冯在文、王静、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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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于网络的诸多自主应用(例如网络服务)及其之间的互操作,正在信息化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而所有的这些应用都是由特定目标目的所驱使。通常目标都可以表述为用户个体及组织的

某种意图愿景,也可明确为一个具体过程或服务需要达成的技术指标。因此,对目标的有效理解、管理

将有利于信息资源的调配及重用。目标在设定和执行过程中涉及的角色也能切实反映相关用户或组织

的关联、行为、结构等方面的特色,所以对角色的有效描述也将有助于对目标的补充和完善。随着对目

标及其角色等软元素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产业实体已经积极参与到将角色目标涵盖进其专业领域

的业务模型(例如业务过程模型、软件组件等)、并标准化的进程中。
为了对目标及其关联角色进行描述或建模,现在已经开发了很多针对具体专业领域或业务范围的

标准及规格。这其中一个例子就是ISO/IEC14662,即开放式电子数据交换参考模型(Information
technologies—Open-edireferencemodel),该标准是针对具体专业领域的参考模型,其中特别将业务目

标这一概念作为一种专门目标加以引入,并得到广泛认可。
本部分提供了一种元模型框架,该框架用于注册角色和目标模型的通用描述信息(如元数据和语义

信息),以支持业务角色、尤其是目标的发现、匹配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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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互操作性元模型框架(MFI)
第8部分:角色和目标模型注册元模型

1 范围

ISO/IEC19763的主要目标是构建支持互操作的元模型框架。
本部分提出了一个元模型,为过程和服务的用户在注册其相应的角色和目标模型时提供了一种注

册和管理机制。
本部分最终致力于建立角色和目标模型库,并通过其注册元模型来推动基于目标的跨过程模型库

及跨服务模型库的过程选择和服务选择,进而促进传统范畴之外的角色及目标的跨系统跨平台发现、匹
配和重用。为了达到该目的,本部分的元模型为几种现在主流的角色和目标建模语言描述的角色和目

标模型提供了对应的管理信息以及通用语义,这些角色和目标建模语言涵盖:i*(Goal-orientedRe-
quirementsModelling,面向目标的需求建模)(参见参考文献[1]),KAOS(KeepAllObjectsSatisfied
或者KnowledgeAcquisitioninAutomatedSpecification,自动规约的知识获取)(参见参考文献[2]),

NFRF(Non-functionalRequirementFramework,非 功 能 需 求 框 架)(参 见 参 考 文 献[3]),BMM
(BusinessMotivationModel,业务动机模型)(参见参考文献[4]),RM-ODP(ReferenceModelofOpen
DistributedProcessing,开放式分布处理参考模型)(参见参考文献[5])等。图1展示了本部分的具体

范围,其中,注册指:依照注册元模型对源角色和目标模型的相关管理信息、模型描述信息展开的注册行

为,以及源角色和目标模型向 MFI角色和目标模型的注册元模型的映射转换。

图1 本部分的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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