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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业务架构为中心的企业架构开发思路，采用开放组架构框架（ＴＯＧＡＦ）业务架构 ＡＣＦ 元模型的划分，提出了一

种 ＲＯＡＤ 架构迭代建模方法。 针对目前 ＲＯＡＤ 元架构中业务活动模型采用 ＩＤＥＦ０ 的活动模型导致的面向场景业务能力的

不足，文中通过使用 ＢＰＭＮ 模型来覆盖 ＩＤＥＦ０ 的活动建模，避免在描述复杂的业务过程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并且更好地捕

捉和表示所有的细节和关系，不会使得模型过于抽象。 从而实现面向场景的系统建模和管理，提高业务架构设计的效率和精

度。 最后，文章中以旅游出行租车订购系统为例的方法，采用 ＲＯＡＤ 元架构方法建立场景化业务架构模型组，并对其进行讨

论和改进，为现有架构体系提供一种面向场景的扩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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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全球商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竞争的加剧，
企业在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降低风险以及适应迅

速变化的技术趋势等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信息系统架构框架［１］ 成为了当

前备受关注的领域研究课题。
业务流程建模是企业管理和信息系统开发中的

重要环节，旨在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可视化和优

化，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在国内外，业务流程建模

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框架和方

法。 其中，ＴＯＧＡＦ［２］基于业务视角提出了信息系统

的 ＡＣＦ［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元类。 该

元类规定了进行业务架构建模所需的基本元类以及

必要的扩展元类，并定义了各元类之间的关系。 近

年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优化业务架构模



型的方法，旨在改进组织结构、调整信息策略和优化

业务活动等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２０１７ 年，在倪枫

等［４］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运用 ＡＤＭ［５］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的 ４ 个视角，即规则（ ｒｕｌｅ）、组
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和数据（ｄａｔａ），提出

了一种划分业务架构关键信息的 ＲＯＡＤ 元架构方

法。 这项研究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型选择，以帮

助实践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该方法。 后续几年里，
不断有学者［６－８］基于该元架构的便利性进行各类业

务场景的应用，但由于该架构在描述面向场景时的

缺陷，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增强。 其中，钟贤欣等学

者［９］使用 ＵＭＬ 序列图［１０－１３］能够描述不同场景下的

业务活动流程以及子活动所需的时间信息，从而有

效提升企业架构的设计、开发、维护和沟通实践。
国内关于 ＢＰＭＮ 建模的研究相对比较完善，许

多学者对 ＢＰＭＮ 模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雒兴刚

等学者［１４］ 结合概率论扩展了 ＢＰＭＮ 和 Ｍｅｔａ 图理

论，提出了一种集成概率 ＢＰＭＮ 和信息概率 Ｍｅｔａ 图

的服务流程分析方法，通过实际案例应用验证了该

方法在不确定服务流程量化分析方面的有效性，为
服务流程中资源配置、活动依赖、流通性等分析提供

了更有效的支持。 程航宇等学者［１５］基于 ＢＰＭＮ ２．０
对业务流程建模元素进行扩展，给出通用的扩展机

制与实现方法。 基于该方法，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

业务需求可扩展新的建模元素和属性，通过真实的

业务流程模型案例说明该扩展机制的有效性，为其

他业务流程建模元素的扩展提供一种通用的参考框

架。 樊良优等学者［１６］ 针对传统指挥控制系统存在

的系统封闭、人机协同效率低、扩展性差等问题，提
出基于云原生技术构建开放式指挥控制系统的方

法，基于博伊德环 （ＯＯＤＡ） 和业务流程模型注解

（ＢＰＭＮ）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指挥员作战意图的表

达模型，实现多意图并行执行和多策略解冲突，使得

指挥员作战意图同指挥控制系统运行深度耦合，指
挥控制平台能够实现快速灵活的系统扩展，支持作

战流程及战术战法的灵活编辑，为指挥控制系统由

封闭走向开放提供了解决方案。 杨卿涛等学者［１７］

鉴于应急响应流程模型多由应急专家手动构建而费

时费力的问题，提出一种从应急预案响应过程文本

中自动抽取应急响应过程模型的方法，为专家建模

提供技术支持，并通过搜集真实的应急预案构建数

据集，对过程元素识别和任务关系抽取进行实验对

比分析，证明了抽取方法的有效性，同时给出相应的

实现工具。 魏然等学者［１８］ 为满足指挥控制流程对

任务内容动态更改的需求，缩短流程执行周期，通过

对扩展后业务流程处理时间、完成效率等进行分析，
验证使用扩展的 ＢＰＭＮ 语言可有效缩短指挥控制

流程处理时间，提升流程的并行性和动态性。
国外学者也从一些研究提案已经证明了使用高

级符号、如业务流程模型和符号（ＢＰＭＮ）设计基于

区块链的协作业务流程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自

动生成在区块链平台上执行这些流程所需的代码工

件。 Ｃｉｃｃｉｏ 等学者［１９］ 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协作过

程执行的模型驱动方法的概念基础，比较了 ２ 种具

体方法，即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和 Ｌｏｒｉｋｅｅｔ。 为了减少智能合

约执行过程中的天然气消耗，Ｈｕ 等学者［２０］ 提出了

一种生成业务流程智能合约的优化算法。 利用新的

ＢＰＭＮ 模型到实体语言的映射规则，将 ＢＰＭＮ 模型

生成为以太坊智能合约模型。 由于业务环境的异常

动态特性，拟将采用工作流技术的组织必须准备好

承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资。 Ｓａｂａｔｕｃｃｉ 等学者［２１］

提出了一种自动方法，用于从业务流程中提取目标，
以支持自适应工作流。 对于许多组织来说，这可能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轻松识别

ｂｐ 中的隐私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少。 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Ａｇｏｓｔｉｎｅｌｌｉ 等学者［２２］ 提出了一组设计模

式来捕获和集成 ＢＰ 模型中的此类约束。 使用业务

流程建模表示法（ＢＰＭＮ）作为建模表示法，该方法

允许研究者实现 ｂｐ 中隐私约束的完全透明，从而有

可能确保所得成果能符合 ＧＤＰＲ。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２３］ 定
义了如何将 ＢＰＭＮ 用作云业务运营中的需求工程

方法。 每个流程都以 ３ 种模块化形式建模：完全扁

平化、扁平化，其中活动使用 ＢＰＭＮ 组进行集群化，
以及使用单独查看的 ＢＰＭＮ 子流程进行模块化。

本文通过使用 ＢＰＭＮ 对 ＲＯＡＤ 面向业务场景

的缺陷进行完善，相对于 ＩＤＥＦ０，ＢＰＭＮ 模型在企业

业务架构中的活动建模方面具有语义明确、可视化

效果好、与技术工具兼容性强和支持 ＩＴ 系统集成与

自动化等优势。 这些优势有助于提升业务流程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推动企业实现更好的业务运作和发

展。

１　 业务流程建模

１．１　 ＲＯＡＤ 元架构

“元架构”是对元模型进行划分和定义的方式。
元架构将 ＴＯＧＡＦ 业务架构 ＡＣＦ 元模型分类为若干

相互关联的局部，并分别定义到一种具体描述模型

的建模范围中，以便进行模型实例化。 元架构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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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元类和元关系映射到几种典型的描述模型

语义元数据，并选择最适合的建模语言来描述对应

的架构内容。
ＲＯＡＤ 元架构主要对业务架构元模型进行了 ４

个视角（规则、组织、活动、数据）的划分，将其分别

映射到 ４ 组描述模型，包括业务规则模型、业务组织

模型、业务活动模型和业务数据模型，如图 １ 所示。
这 ４ 组元模型构成了 ＴＯＧＡＦ 业务架构元模型的基

础：
（１）规则模型。 描述了业务流程、触发事件、业

务规则的对应关系，可使用 ＩＦ － ＴＨＥＮ － ＥＬＳＥ 和

ＣＡＳＥ 等规则逻辑控制语句来建立业务规则模型；

（２）组织模型。 描述了业务执行节点与组织单

元、业务协作角色的对应关系，可使用 ＵＭＬ 协作图

来强调对象之间的交互和合作；
（３）活动模型。 描述了业务活动的层次化结构

与信息交互，其中覆盖了业务执行节点、业务功能、
业务流程、 数据实体、业务协作角色五个元类，通常

使用功能建模集成定义（ＩＤＥＦ０）来进行业务活动建

模；
（４）数据模型。 包含了数据实体和业务服务两

个元类，可使用 ＩＤＥＦ１Ｘ 实体关系图来描述数据的

逻辑层结构和实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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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ＯＡＤ 元架构模型划分

Ｆｉｇ． １　 ＲＯＡＤ ｍｅｔａ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１．２　 ＩＤＥＦ０ 业务活动模型

ＩＤＥＦ０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的活动建模方法是一种用于描述和分析

组织、系统或过程的行为和功能的工具。 ＩＤＥＦ０ 作

为 ＲＯＡＤ 元架构中业务活动模型的建模方法，使用

图形化符号和标记来表示活动、输入、输出、控制以

及机制关系，帮助分析师和设计人员更好地理解和

描述复杂的活动流程。 核心 ＩＣＯＭ 结构描述见表 １。
ＩＤＥＦ０ 模型定义如下：
ＭＩＤＥＦ０ ＝ Ａｃｔ，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ｒｒｏｗ( ) （１）
　 　 使用六元组形式表示基于 ＩＤＥＦ０ 的模型，包括

活动（Ａｃｔ）、输入信息（Ｉｎｐｕｔ）、输出信息（Ｏｕｔ）、控制

要素（Ｃｏｎｔｒｏｌ）、机制要素（Ｍｅｃｈ）以及节点之间的关

系弧（Ａｒｒｏｗ）。
表 １　 ＩＣＯＭ 结构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ＣＯ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ＣＯＭ 结构组成 相关描述

Ｉｎｐｕｔ 输入 就是这个活动需要“消耗掉” 或“变换成”输出的东西，可以是具体的事物、抽象的数据或其他用名词表示的东

西

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 说明了控制变换的条件或环境，或者说是约束。 输入与控制两者的作用不同，如“工调结果”是指增薪 ２０ 元的

控制条件，“原工资”是 ８０ 元，则“新的工资”是 １００ 元

Ｏｕｔｐｕｔ 输出 在输入与控制无法明确区分时，可看作控制。 每个活动至少有一个控制箭头，或者说，一个活动可以没有输

入，但不允许既没有输入、又没有控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机制 盒子底部的箭头作为机制，可以是执行活动的人或设备。 输入输出箭头表示活动进行的是什么（ｗｈａｔ），控制

箭头表明为何这么做（ｗｈｙ），而机制箭头表示如何做（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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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ＢＰＭＮ 建模方法

ＢＰＭ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是

一种用于描述业务流程的图形化建模语言。 ＢＰＭＮ
提供了一套符号和规范，用于表示业务流程中的各个

环节、活动、事件、决策和数据流等元素。 在 ＢＰＭＮ
中，可以使用以下符号和元素来建模业务流程：

（１）流对象（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Ｏｂｊｅｃｔ）：包括开始事

件 （ Ｓｔａｒｔ Ｅｖｅｎｔ ）、 结 束 事 件 （ Ｅｎｄ Ｅｖｅｎｔ ）、 任 务

（Ｔａｓｋ）、子流程（Ｓｕｂｐｒｏｃｅｓｓ）、网关（Ｇａｔｅｗａｙ）等，用
于表示流程中的不同环节和活动。 其中，网关包括

排他网关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并行网关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和包容网关（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用于表示

决策分支、并行处理或合并等情况；
（２ ） 连 接 对 象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 ）： 包 括 顺 序 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Ｆｌｏｗ）、消息流（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ｌｏｗ）和关联关

系（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用于表示不同活动之间的顺序、消
息传递或关联关系；

（３）泳道（Ｓｗｉｍｌａｎｅｓ）：用于组织和分类流程中

的任务和参与者。 泳道可以按照角色、部门或组织等

进行划分，以清晰地表示参与者的职责和任务分配；
（４）数据（Ｄａｔａ）：用于表示流程中的数据对象，

可以是输入、输出或中间数据。
通过使用这些符号和元素，可以绘制出清晰、可

视化的业务流程图，描述业务流程的执行顺序、交互

关系、决策路径和数据流动。 ＢＰＭＮ 的建模工具和

规范使得业务流程的定义、调整和优化更加直观和

易于理解，从而提升组织的流程管理和效率，ＢＰＭＮ
模型定义如下：
ＭＢＰＭＮ ＝ （ＦｌｏｗＯｂｊ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ＤａｔａＯｂｊｓ，Ｓｗｉｍｌａｎｅｓ）

（２）
　 　 其中， 流对象 ＦｌｏｗＯｂｊｓ ＝ （Ｅ ∪ Ａ ∪ Ｇ），并且

Ｅ ∩Ａ ∩ Ｇ ＝ ϕ，这里 Ｅ表示事件的集合，Ａ表示活动

的集合，Ｇ 表示网关的集合；连接对象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 ＝
（Ｓ ∪ Ｍ ∪ Ｄ），并且 Ｓ ∩ Ｍ ∩ Ｄ ＝ ϕ，这里 Ｓ 表示顺

序流，Ｍ 表示消息流，Ｄ 表示数据关联； 数据对象

ＤａｔａＯｂｊｓ ＝ （ＤＩ∪ＤＯ∪ＤＳ），并且ＤＩ∩ＤＯ∩ＤＳ ＝
ϕ，这里 ＤＩ 表示数据输入，ＤＯ 表示数据输出，ＤＳ 表

示数据存储；Ｓｗｉｍｌａｎｅｓ 表示泳道。

２　 ＲＯＡＤ 与 ＢＰＭＮ 集成

ＢＰＭＮ 模型中的网关和数据对象虽然能实现部

分规则模型和数据模型的功能，但无法完整表达，故
将业务规则和数据模型进行了拆分：将业务规则元

类拆分为规则条件、规则参数、规则结果；将数据实

体再细分为数据属性和数据实体；再根据 ＢＰＭＮ 的

特性对 ＲＯＡＤ 元架构重划分，对应关系见表 ２。
表 ２　 ＲＯＡＤ 架构与 ＢＰＭＮ 模型组成单元对应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ＰＭ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ＯＡＤ 元架构模型 相关建模方法 模型元类 ＢＰＭＮ 模型组成单元

ＲＭ 规则模型 ＩＦ－ＴＨＥＮ－ＥＬＳＥ、ＣＡＳＥ 等规则逻辑控制语句 规则条件 网关

规则参数

规则结果 网关

ＯＭ 组织模型 ＵＭＬ 协作图 组织单元

业务执行节点 泳道

业务协作角色

ＡＭ 活动模型 ＩＤＥＦ０ 图 业务执行节点 泳道

业务功能 任务 ／ 子流程

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图

数据实体 数据对象

业务协作角色 泳道

ＤＭ 数据模型 ＩＤＥＦ１Ｘ 实体关系图 数据属性

数据实体 数据对象

　 　 设存在 ＩＤＥＦ０ 模型和 ＢＰＭＮ 模型之间的映射

关系，记作 φ：ＭＩＤＥＦ０
φ
→ ＭＢＰＭＮ， 该映射规则遵循如

下原则：

Ａｃｔ ＝ ａｃｔ１，ａｃｔ２，…，ａｃｔｎ{ } ，ｎ ∈ Ｒ，ｉ ∈ １，ｎ( ) ：

ａｃｔｉ
φ
→ Ａｉ （３）

即 ＩＤＥＦ０ 模型中的任意活动均映射为 ＢＰＭＮ
模型中流对象，流对象（ＦｌｏｗＯｂｊｓ）中的活动 （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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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为活动中的任务 Ｔａｓｋ 元素。 这种映射通常

取决于活动的性质和自动化程度。 研究还会用到：
　 Ｉｎｐｕｔ ＝ ｉｎｐｕｔ１，ｉｎｐｕｔ２，…，ｉｎｐｕｔμ{ } ，

Ｏｕｔ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１，ｏｕｔｐｕｔ２，…，ｏｕｔｐｕｔω{ } ，
ｐ ∈ １， μ( ) ，ｑ ∈ １，ω( ) ：

Ｉｎｐｕｔｐ
φ
→ Ｉ ｊ，Ｉｎｐｕｔｑ

φ
→ Ｏｑ （４）

其中， Ｉ、Ｏ分别表示ＤａｔａＯｂｊｓ中的数据输入（ Ｉ）
和数据输出（Ｏ），即 ＩＤＥＦ０ 模型中的任意输入输出

信息（或资源） 均映射为 ＢＰＭＮ 的数据对象：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ｃｏｎｔｒｏｌα{ } ，

α ∈ Ｒ，ｉ ∈ （１，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φ
→ Ｇ ｉ

（５）
其中， Ｇ 为流对象（ＦｌｏｗＯｂｊｓ） 中的网关，即控

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可 以 映 射 到 ＢＰＭＮ 中 的 网 关

（Ｇａｔｅｗａｙ） 元素。 网关用于控制流程中的分支和汇

聚，决定不同路径的流程流转。 具体的映射方式取

决于控制在 ＩＤＥＦ０ 模型中的性质：
Ｍｅｃｈ ＝ ｍｅｃｈ１，ｍｅｃｈ２，…，ｍｅｃｈα{ } ，

α ∈ Ｒ，ｉ ∈ （１，α）：Ｍｅｃｈｉ
φ
→ Ｅ ｉ （６）

其中， Ｅ 为流对象（ＦｌｏｗＯｂｊｓ） 中的事件 ，即对

于 ＩＤＥＦ０ 模型中的机制要素 Ｍｅｃｈ 映射为 ＢＰＭＮ 的

事件（Ｅ）， 这种映射反映了机制的性质，因为事件

元素在 ＢＰＭＮ 中用于表示流程中发生的事情或触

发条件：
Ａｒｒｏｗ ＝ ａｒｒｏｗ１，ａｒｒｏｗ２，…，ａｒｒｏｗα{ } ， （７）

α∈Ｒ，ｉ ∈（１，α）：Ｍｅｃｈｉ
φ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ｉ

其中， Ａｒｒｏｗ 通过在连接对象（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中的

表现为序列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Ｆｌｏｗ） 或消息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ｌｏｗ）。 即对于 ＩＤＥＦ０ 模型中的箭头 Ａｒｒｏｗ 映射为

ＢＰＭＮ 的连接对象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这种映射反映了活

动、网关、事件和数据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流程中的

流向。
除去 ＩＤＥＦ０ 对 ＢＰＭＮ 之间的映射之外，ＢＰＭＮ

模型组成单元还包括了部分数据实体与业务规则的

元模型，为此基于原 ＲＯＡＤ 架构元模型进行了适当

的拆分，最终集成的架构建模如图 ２ 所示。 集成

ＢＰＭＮ 模型后的 ＲＯＡＤ 架构，在增强了面向业务场

景描述的同时使得流程更加准确和灵活，并且通过

ＢＰＭＮ 建模的业务流程可以直接部署到工作流引擎

中执行，根据预定义的规则和条件自动处理任务分

配、流程转移和数据传递。 而 ＩＤＥＦ０ 模型仅限于静

态的过程描述，无法直接进行自动化的流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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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ＲＯＡＤ－ＢＰＭＮ 元架构模型划分

Ｆｉｇ． ２　 ＲＯＡＤ－ＢＰＭＮ ｍｅｔａ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３　 旅游出行租车订购系统建模案例

随着国内经济的稳步增长，旅游行业势必将迎

来新的发展，而旅游出行租车订购系统是为了满足

旅客在旅行过程中便捷地租赁汽车的需求而建立的

一种在线预订服务平台。 在这样的系统中，用户可

以通过网络或移动应用程序浏览可租赁的车辆、选
择适合自己行程的车辆、预订租车并支付费用。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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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基本功能分解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知，主要

包含预定租车、车辆详情和订单管理三个功能。 基

于 ＲＯＡＤ 元架构，对该系统进行业务架构建模，主
要分为 ４ 个部分，阐释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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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旅游出行租车订购系统基本功能分解

Ｆｉｇ． ３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ａｒ ｒ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使用 ＵＭＬ 协作图建立业务组织模型，以明

确系统中的业务节点、边界和业务关联。 通常情况

下，逻辑业务节点可以直接对应到系统的物理节点。
以“预定租车”这一基本业务功能为例，可以建立相

应的业务组织模型，如图 ４ 所示；
　 　 （２）根据 ＢＰＭＮ 模型建立业务活动模型，可以

将该业务流程分为 ３ 个主要活动：选车、支付和订单

管理。 “预定租车”功能的 ＢＰＭＮ 模型如图 ５ 所示，
在选车活动中，用户可以浏览可用车辆并选择适合

自己的车型和租期，该活动还包括验证车辆库存、计

算租金和保险费用等子活动；在支付活动中，用户需

要提供支付信息以完成订单支付，包括支付金额、支
付方式和支付凭证等，该活动还需要与支付平台进

行交互，以确保支付过程的安全、可靠性和及时性；
在订单管理活动中，用户需要确认订单并签署租车

合同，以完成租车预订，该活动还需要与租车公司进

行交互，以确认预订状态、处理保险和车辆交接等问

题。 综上所述，可以使用 ＢＰＭＮ 标准对“预定租车”
这一业务功能进行业务活动模型建模，具体包括选

车、支付和订单管理三个主要活动，并对每个活动和

参与者进行具体刻画；

预定租车、管理订单
显示车型、报价

处理客户问题、提供日常运维支持

反馈客户问题、投诉等

用户

租车平台

提供租车

车辆供应商服务团队

图 ４　 “预定租车”功能的业务组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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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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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预定租车”功能的 ＢＰＭＮ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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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建立业务数据模型，使用 ＩＤＥＦ１Ｘ 模型。
“预定租车”功能的数据模型如图 ６ 所示，可以根据

ＢＰＭＮ 中的业务流程描述，分析提取出业务实体、属
性以及各项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 ＩＤＥＦ１Ｘ 来建立

业务数据模型，具体如下：ＢＰＭＮ 中的活动表示业务

流程中的具体操作或任务。 可以将这些活动作为

ＩＤＥＦ１Ｘ 模型中的实体，通过分析活动所需处理的

数据和属性，确定实体的属性；ＢＰＭＮ 中的数据对象

表示在业务活动中使用的数据。 可以根据数据对象

的属性和关系，作为 ＩＤＥＦ１Ｘ 模型中的实体和实体

间的关系，进一步定义数据模型中的实体和实体间

的联系；ＢＰＭＮ 中的数据输入输出描述了业务活动

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通过分析数据的来源和去向，
可以识别出 ＩＤＥＦ１Ｘ 模型中实体之间的关联和依赖

关系；ＢＰＭＮ 中的连接对象用于表示活动之间的关

系。 可以通过分析连接对象的端点，推导出 ＩＤＥＦ１Ｘ
模型中实体之间的关系、参照关系或者从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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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预定租车”功能的数据模型

Ｆｉｇ． ６　 Ａ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ｉｎｇ ｃａｒ ｒ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４）使用 ＩＦ－ＴＨＥＮ 逻辑语句建立业务规则模

型，部分规则见表 ３。 该规则模型与业务组织模型、
业务活动模型和业务数据模型互相关联，同时便于

验证各模型之间逻辑行为关系，进行不断迭代验证

提高业务活动的准确与合理性。

表 ３　 “预定租车”功能的业务规则模型（部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ｕ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ｉｎｇ ｃａｒ ｒ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规则名称 规则判断 规则描述

Ｒｕｌｅ Ａｌｌ “预定

租车”规则

ＩＦ 用户信息．授权状态＝ １，库存信息．库存数量＞０，订单信息．租车时间＞最短，订单

信息．租车时间＜最长租车时间之间，订单信息．还车地点∈合法地点，用户具备

有效驾驶证件和年龄符合要求

ＴＨＥＮ 库存信息．库存数量＝库存信息．库存数量－１，订单信息．订单状态 ＝ １，用户账户．
剩余金额＝用户账户．剩余金额－租金，确认租车预订成功

　 　 ＲＯＡＤ 元架构在业务建模过程中提供了明确的

方向，并结合 ４ 个模型可以实现逐级升级和粒度建

模的循环迭代。 而在此架构中引入 ＢＰＭＮ 模型最

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面向具体的业务流程进行建模和

３３２第 ５ 期 严志超， 等： 基于 ＲＯＡＤ 的租车订购系统业务流程建模



分析。 其次，ＢＰＭＮ 作为国际上通用的业务流程建

模标准，为 ＲＯＡＤ 元架构建模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

准和语言。 这使得不同团队之间可以共享和理解建

模内容，更好地协作并提高效率。 因此，在 ＲＯＡＤ
的元架构建模过程中引入 ＢＰＭＮ 模型可以为业务

分析和设计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支持。 通过可视化

的建模方式、统一的标准和语言、技术支持以及复用

性和扩展性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实现更准确、高效、
灵活的建模和业务分析。

４　 结束语

企业架构设计与建模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中至关

重要的环节，元模型理论在这一领域也有着广泛的

研究和应用。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致力于

打造更高效、敏捷、可持续的企业架构设计方法和工

具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ＢＰＭＮ 模型具有标准化

和通用性、图形化表示和易于理解、细粒度控制和灵

活性、与 ＩＴ 系统集成和自动化以及扩展性和可视化

分析等优势。 这些优势使得 ＢＰＭＮ 成为在业务流

程建模和管理领域被广泛采用的工具，有助于提高

业务流程的效率、质量和可视化分析能力。 本文结

合 ＲＯＡＤ 元架构和 ＢＰＭＮ 模型，总结元模型理论在

企业架构设计与建模领域的应用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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