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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商业银行综合前置系统的构建

陈　 倩， 冯　 明

（天津易通易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３０００００）

摘　 要： 商业银行综合前置系统作为银行的中间环节，可以有效地提高银行经济增长速度；通过系统构建，既能满足银行原有

的已设计完成的中间业务，又可以满足商业银行新兴业务的发展，为商业银行在未来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增强上提供有

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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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系统简介

商业银行综合前置系统是采用企业服务总线研

发设计的面向 ＳＯＡ 架构的综合前置产品。 为银行

实现全渠道标准化的业务功能服务接口提供了一个

先进的、有效率、创新的解决方法。 系统以构建商业

银行业务系统 ＳＯＡ 标准服务总线为目标，是集分布

式通讯技术、业务流程控制、业务规则表管理、应用

组件管理、通用数据库接口技术等于一体的新一代

总线型中间件产品。 这是一种业务驱动的开发模

式，快速支持银行 ＩＴ 资源的整合和业务流程重构，
快速支持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及 ＩＴ 创新。

２　 系统技术架构

（１）系统以软件分层思想，全面实现 ＳＯＡ 服务

治理架构。 如图 １ 所示。
　 　 （２）系统功能层次结构，如图 ２ 所示。
　 　 如图 ２、图 ３ 所示，银行接口前置系统基于

ＭｅｔａＢｕｓ 基础技术平台实现。 是集分布式通讯总

线、工作流引擎、业务规则引擎、应用组件管理、通用

数据库接口封装、通讯协议适配、通用报文转换等技

术模块于一体的新一代总线型中间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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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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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系统应用功能架构。 参见图 ４，该系统功能

层次结构将银行 ＩＴ 系统从整体上划分成 ４ 个层次，
对此可做阐释分述如下。

① 接口适配层提供接入协议转换功能，满足各

种渠道系统及第三方系统的交易通讯及报文转换要

求，支持接口适配器的插件式扩展。
② 流程管理层是实现业务过程管理的控制中

枢，可使原本独立的系统或功能组件能够有机协同

完成各种业务的处理过程，支持多流程引擎集群运

行模式。
③ 应用组件库是完成整个业务流程的必要组

成部分，提供业务处理过程中必需的、但后台业务系

统并未给出的技术 ／业务功能。



监管报送

ODS/DW

ECIF

贷记卡

财务管理系统

信贷管理系统

行内相关系统

其它第三方系统

身份核查

TIPS系统

社保系统

农信银支付系统

同城支付系统

城商行支付系统

人行支付系统

银联系统

行外系统

统计 分析 搜索

装载 导出 查询

客户 公共服务 资金清算 总账

存款 贷款 借记卡 外汇 结算

产品服务总线

行内支付 二代支付 银联支付 同城支付

统一支付网关平台 中间业务平台

贷记卡前置应用

其它前置应用

渠道应用服务

渠道服务总线

呼叫中心 POS 自助 柜面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渠道系统

前
置
服
务
层

核
心
服
务
层

核心应用服务 交易历史大数据平台

图 ２　 系统功能层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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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系统功能层次架构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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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业务规则库是可灵活定义和执行业务规则

的快速工具，可为用户提供零编码实现业务逻辑的

方法。

⑤ 服务代理适配器层可以实现对各种传统中

间件服务功能的调用，并可对原有系统的业务功能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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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系统应用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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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系统支持分布式服务集群部署模式，但即使在

单个服务实例的前提下，系统已然具备了高并发及

高性能的特点。 能以低成本实现复杂应用，并可满

足银行千万级的日交易量要求。 系统适用的应用场

景有卡前置系统、中间业务、银企直连、行内系统互

联等。 随着电子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的电

子化进程正在加速，建立一套统一的银行电子化业

务平台，可以为商业银行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打下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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