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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9853《信息技术 业务操作视图》分为下列几个部分:
———第1部分:实现电子业务的业务操作;
———第2部分:作为业务对象的剧本及其构件的注册;
———第3部分:电子业务描述技术;
———第4部分:业务事务剧本 会计和经济本体;
———第5部分:作为外部约束源的司法领域的要求标识和引用;
———第6部分:电子业务建模技术概论;
———第7部分:电子业务词汇;
———第8部分:业务中作为外部约束的隐私要求的标识;
———第9部分:OEDI可追溯框架;
———第10部分:编码域。
本部分为GB/T29853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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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15944-1:2002《信息技术 业务操作视图 第1部分:实现电子

业务的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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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80.1—2005 语种名称代码 第1部分:2字母代码(ISO639-1:2001,MOD)
———GB/T4880.2—2000 语种名称代码 第2部分:3字母代码(ISO639-2:1998,EQV)
———GB/T5271(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词汇[ISO/IEC2382(allparts),EQV]
———GB/T15237(所有部分) 术语工作 词汇[ISO1087(allparts),E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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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3)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静、王有志、向维良。

Ⅴ

GB/T29853.1—2013/ISO/IEC15944.1:2002



引  言

  

0.1 目的和概述

GB/T17628—1998《信息技术开放式edi参考模型》1)描述了实施开放电子数据交换所必要的概念

性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描述了业务活动需要具有两种独立而相关的视图。第一种是业务操作视图

(BOV),第二种是功能服务视图(FSV)。GB/T17628—1998中的图1绘出了开放电子数据交换环境

(图1中的术语采用3.1中的定义)。

1) 该标准的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的英文和法文版本均公开可用 见<http://www.jtc1.org> 。

图1 开放电子数据交换环境

  在业务操作视图中,业务对信息交换提出的要求采用建模方法进行描述。GB/T17628认可:并未

就单一的建模方法加以识别,而国家标准也已有基础,来满足识别为功能服务视图作为输入所需的所有

条件。此外还认可业务用户也许需要选择建模工具,原因是某些工具看来比其他工具更适合于指定类

型的业务规范和描述。
为了让业务用户可从一系列的建模系统中作出选择,必须定义标识适宜的建模系统必须支持的选

择判据。这些判据能够以两种方式使用:一种是能够选择适宜的建模系统;另一种是对当前在用的建模

系统的缺点进行识别,以使用户就是否偏向于采用哪种建模系统能提供自身的额外信息。
业务操作视图用于从业务视角抓住业务过程,不过也有其他一些事情业务操作视图不能抓住,因为

这些事情是开放电子数据交换体系结构本身操作的组成部分。一个例子是过程必须能够与特定的信息

束建立关系。这一关系必须是精确的,因为任何支持性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必须有能力响应其作为另一

开放电子数据交换用户消息的结果接受的信息结构。另一个例子是需要提供引发某一行动的能力,因
为尚无事件出现(消息虽已发出,但无响应发生)。因此,有必要标识那些不期望在业务操作视图中抓

住,但计算机系统开发者在其有关功能服务视图的工作中所需的特性。
功能服务视图用于表达在开放电子数据交换中所用的业务过程的各部分的技术方法。功能服务视图必

须处置组成语义构件的信息束的定义、开发和生产周期管理,以及对其管理和操作必不可少的任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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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服务视图是一种管理信息交换方式的规范。这种规范并未规定用于对正在交换的信息进行编

码或表示的句法。对适宜句法的选择留给电子数据交换的实现者,正如对收发消息的数据交换服务的

选择留给联网专家一样。适当的专家必须确保这些句法和服务能满足包罗万象的通信要求,例如安全

服务,假如这些服务未能通过功能服务视图得到支持。
总之,本部分属于多部分标准的第1部分,特别关注于“去做什么”方面而不是“如何去做”,如图2

所示。对现有的标准与工具,将使用到“如何去做”可能达到的程度。本标准的第2部分特别关注于剧

本及其属性和构件的标识、注册、引用和重用(更多内容见0.6)。

图2 GB/T29853的各个方面

0.2 开放电子数据交换的业务操作视图方面的要求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演变,已经使进行业务联系的不同用户群提出采用这些技术的需要和机遇。这

要求在各组织之间以自动化方法来实施电子数据交换。
开放电子数据交换所需标准覆盖的领域范围很广,包括:商务方面;对国家的和国际的法律和规章

的支持,信息技术视角,远程通信与互连,安全服务等等。此外还补加了具有类属和同行业性质的公共

政策要求,例如顾客保护和隐私。在GB/T17628—1998的附录A中描述了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参考模

型如何用作协调适用于开放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的不同标准化领域和类型的基础。
此外,组织以及个人对因特网和基于万维网(WWW)的技术的普遍采纳和采用,增强了需要标识和

规定业务事务的关键构件的紧迫感。对于此类拟作为以职能支持服务(FSV)的自动化技术支持的电子

业务事务实施的规范,要求有一种基于标准的途径,用于业务语义描述技术,来支持开放电子数据交换

的业务操作视图。
对业务操作视图(BOV)方面提出要求———需要是集成的,以及和(或者)考虑到用于开发基于电子

数据交换的业务事务的业务描述技术———其来源包括2):
———商务的框架和关联的要求;
———法律框架和关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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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具有类属性质要求,例如顾客保护和隐私;

2) 本需求来源的列表是GB/T17628—1998开放式edi参考模型附录A和B的汇总:

附录A(资料性附录)标准化活动的标准化领域和类型[GB/T17628—1998];

附录B(资料性附录)开放式edi标准需求[GB/T17628—1998]。

3) 见“关于ISO/IECJTC1电子商务上的业务术语的报告”(ISO/IECJTC1N5296)后面的第6章“水平表面”(第

22-28页)。

———部门的和跨部门的要求;
———出于支持文化适应性要求的需要而提出的要求,这包括满足本地化和多语种的要求,即可要求

其满足特指制约范围的要求,或在特指的市场3)希望提供某一货物、服务和(或)权利。在此,对信

息技术(IT)接口与其等效的多重对人的界面的区分,就是推荐的途径(例如见附录B)。
图3对业务操作要求提供一种集成视图。

图3 集成视图———业务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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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业务操作视图(BOV)、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商务、电子业务等问题

引言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就本部分中的概念/术语与“电子商务”、“电子管理”、“电子业务”等概念/
术语之间的关系,为用户提供一种理解方式。

“电子数据交换”,以及目前的电子商务(及其相伴的电子行政管理、电子业务、电子政务、电子物流、
电子旅行、电子零售业等)概念/术语,在用户、供方以及从事标准化工作之类的群体中重要性很高。在

各种语境和视角中,这些概念/术语有许多不同的含义。4)此外,市场营销人员和筹措投资资金的人员,
正在并将继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采用“电子××”的字词。

电子商务、电子管理、电子业务等等的根本原则和特性包括:
———基于业务事务(兼具财务和非财务性质);
———采用信息技术(计算机和远程通信);
———在法人5)之间交换作出承诺所涉及的电子数据。
从商务、法律和标准化的视角,能将电子商务视为:

电子商务

一种业务事务范畴,涉及两个或更多法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展现,以金融和盈利为基础(法人能够

是个人、组织和(或)公共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对于“电子商务”、“电子业务”,“电子管理”等概念/术语的解释和采用,并不要求将:

1) 透彻理解的目的、相互一致同意的目标、明晰性和无歧义性;

2) 可预定义的活动和(或)过程的集合,可预定义的和结构化的数据;

3) 人与人之间正通过电子数据交换作出的承诺;

4) 计算完整性及有关的特性;

5) 上述通过形式描述技术(FDT)6)可规定,并且通过真实世界实行中所用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可

执行各项;
视为本部分的优先考虑,而且也超出了本部分的范围。
从业务操作视图视角看,这五项要求对获得互操作性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从信息技术视角看,现有

的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标准将互操作性作为关键目标一样)。

4) ISO/IECJTC1《电子商务(BT-EC)业务团队》在其向JTC1的报告中陈述(p9):
“BT-EC认为:电子商务(EC)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定义。但本团队并未试图去提供一种满意的定义,而决意采

取对 EC更具启发性的途径,并从全局的视角———即:全球的,跨部门的,多语种的,各种各样参与者(包括客

户)的范畴———来这样做”。

ISO/IECJTC1N5296《向JTC1的报告:关于有待启动的电子商务标准化工作》,1998.5.4,74p。

5) 本部分中术语“(各)方”是在其独立于“法人”的角色或范畴的类属语境中使用的。这里假定“一方”具有“法人”

性质。

6) 为支持本部分而采用的形式描述技术(FDT)是“统一建模语言(UML)”。UML作为ISO/IECJTC1/SC7的新

国际标准ISO/IEC19501正在制定中,标题是《信息技术 统一建模语言(UML)第1部分:规范》。

0.4 “法人”、“人”和 “一方”在业务事务和承诺交换的语境中的使用

当ISO/IEC14662《信息技术开放式edi参考模型》标准正在研制之时,“因特网”还处于萌芽时段,
这两者对公营的和私营的部门组织的影响尚未被完全理解。因而最初将业务操作视图(BOV)定义为:

———在业务事务中,一种仅限于有关业务决策和各组织间承诺的制定方面,描述业务事务所需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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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并广泛采用的对“组织”的ISO/IEC6523标准定义已为GB/T17628所采纳。时至今日,通
过因特网和万维网的开放电子数据交换也涉及“个人”,这一事实在本标准中已有考虑。再者,

GB/T17628既未定义“承诺”,又未定义实体的各别的性质和行为———而这正是一个实体必须具备,以
便有资格做出“承诺”并在因特网这种非物质化世界沟通法律视角与信息技术视角。

在制定GB/T29853.1期间,术语 “承诺”已经定义。同时认为,为了有资格作出承诺,术语“开放

电子数据交换方”并未特定得在考虑承诺的法律方面时足以满足剧本规范。在许多实例中,都注明承诺

是在那些在法律上有资格作出承诺的人们的指导下行动的“机器”(自动机或计算机程序)之间作出的,
而不是个人以其资格作出的。还认为在某些制约范围内,承诺可能是由“拟制的”人(例如法人组织)作
出的。最后,认为在有些时候,代理方的行动是在委托方的指令之下或作为制约范围设定的要求的结

果,或者有关制约范围防止某人有资格作出承诺。
为了处置这些扩展的要求,又补加定义了一个术语“法人”。法人的构造一直以如下方式定义:能具

有潜在的对其适用的法律和规章约束。
读者宜理解:
———英文“法人(Person)”的首字母采用大写“P”,表示法人作为本标准中一个已定义的术语,即作

为开放电子数据交换某一方内的实体来承担作出承诺的法律责任;
———“个人”、“组织”和“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均为已定义的术语,表示“法人”的三种常用的子类型;
———“(各)人”和(或)“(各)方”两词均在其类属的语境中使用,独立于本标准已定义的子类型的“法

人”的角色。“业务事务中一方”具有“法人”的性质和行为。(更多内容见下面的第6章,特别

是6.1.3和6.2)。

0.5 文档的组织和描述

本文档描述开发业务事务和剧本的业务操作视图所需的关键概念。其中考虑到剧本可以如何分解

为职能以及所适用的不同类的约束应如何加以标识和文档化。此外提供了建模过程、工作流和信息流

的方法。本部分提供的方法用于标识本原的或公共的构件,以便有:a)很高的可重用性,b)在注册处将

适宜的构件本地化的能力。本部分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能够支持业务事务中的法律规章要求。
本文档提供两种检查表,通过确定业务事务范围和确定剧本定义以及剧本构件定义的适当性的机

制对读者进行指导。剧本和剧本构件的定义对所有组织都必须是可接受的,以使各方之间以明确和无

歧义方式进行通信所需的资源最小化。因此,设计者必须确保将剧本和构件设计得可互操作和可重用。
还必须加以明确描述,以使接受者在没有外部信息的情况下仍能予以解读。

本部分特别关注于处置同行业在所有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应用系统中带普遍性问题,并从业务事务

的业务操作视图视角来这样做。需要加以集成的要求的来源的多样性的如图3所示。此外,本标准也

意在供不那么熟悉国家和国际正式标准的人士所用。
为了处置这些要求并为确保可理解性因而得到广泛采用这一标准,研制并收进了一系列的资料性

附录。其目的是为本部分的规范性部分提供附加的资料性和阐明性文本。这些附录的组织反映了规范

性部分各章的次序。在理解本部分规范性部分的必要而简明的文本时,有困难的用户建议去阅读这些

附录中有关的资料性和阐明性文本。

0.6 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剧本、剧本属性和剧本构件的注册

本标准的第1部分用作构建和定义剧本、剧本属性和剧本构件的方法和工具。其中标识了业务事

务的这些基本的或本原的构件,提供了用于划定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剧本范围的指南以及适用于开放电

子数据交换剧本及其构件规范的规则。通过“本原的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剧本模板”将这些合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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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见第9章。开放电子数据交换的注册,包括要求、规程等,纳入本标准的第2部分,标题是《信
息技术 业务协定语义描述技术 第2部分:剧本、剧本属性和剧本构件的注册》。第2部分支持作为“对
象”的剧本、剧本属性和剧本构件的注册。这一部分在此的目的是标识、注册、引用和重用业务事务中的

公共对象。剧本和剧本构件的可重用性是一种可达到的目标,原因是现有的(全球性)业务事务,无论是

否以盈利为基础,都已经由在参与的各方之间无歧义理解的可重用构件组成。不过,现有的这种“标准”
构件尚无正式规定和注册。第2部分填补了这一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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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业务操作视图
第1部分:实现电子业务的业务操作

1 范围

综合业务操作视图(BOV)
本部分规定了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参与方从某一剧本发送的信息,符合于开放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应

允许在该剧本的语境中,通过引用该剧本而无需通过协定,由一个或多个开放电子数据交换方接收和处

理这种信息。不过在任何开放电子数据交换事务中,法律要求和(或)从组织允诺产生的义务,可由应适

用的法律环境或参与的组织之间的法律交换协定的形成来调节。开放电子数据交换各方需要遵守基于

规则的行为和过程,并在开放电子数据交换[例如业务、操作、技术、法律和(或)审核的视角]中拥有作出

承诺的能力。
与BOV有关的这个标准处置商务框架和法律框架及其业务事务环境的基础要求,另将信息技术

和远程通信环境的要求整合为一。
本部分适用于“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战略方向外,还支持ISO/IECJTC1的附加的策略方向“文

化适应性”。这个BOV标准也支持从公共政策与顾客环境提出的要求,跨部门的要求以及处置同行业

问题的需要。7)这个BOV标准将这些不同的要求集整合为一。见图3。

7) 有关这些要求的更多内容见《ISO/IECJTC1业务团队关于电子商务的推荐书(BT-EC)》[Ref:ISO/IECJTC1
N5296]。

本部分允许对各种约束———包括法律要求,商务的和(或)国际贸易的合同条款,公共政策(例如保

密与数据保护,产品或服务加标签,顾客保护),法律和规章———进行定义并通过业务操作视图明确集成

到开放电子数据交换。这意味着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用作不同业务操作要求集之间的公共桥梁,即
允许将定义这些要求的各种代码集和规则以电子方式集成到业务过程。

本部分包含的方法体系和工具,用于将通用业务惯例以剧本、剧本属性、角色、信息束和语义构件的

形式规定为通用业务事务的各个部分。为达到这一点,通过1)开发标准的计算机可处理的通用业务规

则和惯例———作为剧本和剧本构件———的规范;因而将2)对这些构件在业务事务中的重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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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5843.1—1999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实体鉴别 第1部分:概述(idtISO/IEC9798-1:

1997)

GB/T17628—1998 信息技术 开放式edi参考模型(idtISO/IEC14662:1997)

GB/T18391.1—2002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1部分:用于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

化框架(ISO/IEC11179-1:1999,IDT)

GB/T18391.3—2001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3部分:数据元的基本属性

(ISO/IEC11179-3:1994,IDT)

GB/T18794.2—2002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开放系统安全框架 第2部分:鉴别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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