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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软件开发的效率 根据服饰企业业务流程复杂 !繁琐的特点 提

出一种采用多 技术构建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的方法 ∀首先对服饰企业的分销与物流配送业务

流程进行分解 在此基础上得到基于  ≥的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层次结构 然后阐述各 的功能 并结合

实例说明系统中各 之间的协调机制 最后结合应用案例给出了系统的实现方法 ∀通过借助多 技术 系

统在智能化方面得到了提高 并且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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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在整个企业信息

化技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涉及到库存管

理 !财务管理等子系统的日常业务流程 同时又为决

策支持 !成本核算等子系统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 但

是在传统的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的设计过

程中 由于企业业务流程频繁变动 软件开发周期往

往很长 给系统的设计和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

由于 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智能性 !协作性 !交

互性 !适应性等特点 多 技术为开发分销与物

流配送管理系统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

服饰企业的特点是自动化程度和技术含量低 

原料与产品种类繁多 业务数据量大 业务流程非常

复杂 !繁琐 ∀本文以服饰企业的分销与物流配送管

理系统为背景 提出一种采用多 技术构建分

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的方法 ∀

1  Αγεντ与多 Αγεντ系统

111  Αγεντ

是一类在特定环境下能感知环境 并能灵



活 !自主地运行以实现一系列目标的 !自主的计算实

体 它具有自主性 !反应性 !社会性 !主动性 !适应性

等主要特性≈ ∀

112  多 Αγεντ系统

多 系统 ≥是指一些 通过协作

完成某些任务或达到某些目标的计算实体 是由多

个自主或半自主的构件所构成的各种大型系统 ∀各

个 之间相互协同与服务 彼此之间的目标与

行为矛盾和冲突通过竞争或磋商等手段协调解决 

共同完成一个任务≈ ∀

2  基于 ΜΑΣ的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

配送管理系统的设计

  在对服饰企业进行战略与需求规划的基础上 

对企业分销的业务流程进行分解 结合 理论 

根据每个流程需要完成的功能 将业务流程抽象为

能够具体执行任务的 ∀分析过程尽量保持各

功能间的相对独立性 降低 之间的功能

耦合程度 这样有利于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 

∏以及 ≥ 的集成≈ ∀

重组过程实际上是各 组合成 ≥的过程 经

过 ° 除去或改进某些不合理的流程 得到基于

≥的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的层次

结构 如图 所示 ∀

211  Αγεντ设计

如图 所示 整个系统包括 种类型的 ∀

业务处理类 主要进行日常的业务处理 如

客户管理 !应收管理 等 ∀数据模型类

基础数据包括系统运行所需的用户信息 !权

限设置等信息 例如基础数据 !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 !角色管理 等 ∀信息

类 主要为业务处理类 提供数据源 它不

仅能从 Π等网络环境和数据仓库等数

据环境中获取相关信息 还具有数据切片 !数据钻

取 !数据排序等功能 如销售分析 !客户关系管

理 等 ∀协调 其中的业务逻辑规则库

代表了企业业务流程中变数较大的部分 是企业商

业逻辑的核心 它可以协调  ≥中各 的行为 

实现 之间的协作和任务转发等功能 ∀接口

负责管理分销系统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

财务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 !数据同步等 可以根据系

统间信息交互的协议 规定数据读写的统一格式 ∀

212  系统中各 ΜΑΣ的功能

根据图 进一步分析系统中各个  ≥的组成

和功能 针对业务的具体流程 系统中主要包括了以

下几个  ≥ ∀

图   基于  ≥的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层次结构

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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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订单 ψ出货流程各 的协作流程

ƒ  ≤    ψ

21211  基础数据处理 ΜΑΣ

基础数据处理  ≥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分销与

物流配送管理系统运行所需的企业静态数据 包括

角色定义 !用户权限定义等 ∀这些基础数据是企业

业务流程中相对稳定的部分 为系统中其它  ≥提

供规范的数据定义 ∀它主要由数据模型类 和

协调 等构成 是整个分销管理系统运作的

基础 ∀

21212  业务流程处理 ΜΑΣ

业务流程处理  ≥的主要功能是管理日常的

分销业务流程 包括订单的生成与执行 !客户信息管

理等 这些都属于企业业务流程中变更率相对较低

的部分 ∀它主要由各种业务处理类 和协调

构成 ∀

21213  辅助决策分析 ΜΑΣ

辅助决策分析  ≥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用户需

求 根据特定情况对数据进行数据采集以及整理 反

映出企业一段时间内分销业务状况的统计结果 !销

售分析等信息 并保存有利于统计分析和辅助决策

的数据 ∀这些数据再结合决策算法 经过进一步的

计算分析 得到决策参考方案 帮助管理者做出适当

的决策 ∀它包括计划配送管理 !销售业绩评价

!销售分析 !客户信息管理 以及预

测决策支持 等 它主要由业务处理类 !信

息类 !数据模型类 和协调 构成 ∀

21214  接口 ΜΑΣ

接口 主要有信息管理系统接口 

和财务系统接口 它提供了一个容器来承载分

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中的接口 保证分销与

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中各 与其它信息系统中

的信息交互 ∀这些信息系统包括企业原先已

有的信息管理系统 !财务系统等 ∀

213  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的协调机制
系统中 之间的协调机制主要是由协调

来负责完成的 它管理和维护着所在  ≥中

每个 的基本属性信息 记录了每个 的标

识号 !通讯地址 !类型 !职能等基本资料信息 ∀当

≥收到来自系统内其它  ≥的 发来的服务

请求时 协调 会根据请求的内容到 记录

表中检索 确认可以提供服务后将组织调用相关的

并提供服务反馈≈ ∀

图 举例说明从生成销售订单到完成出货流程

系统中各 之间协作的流程 ∀内勤人员输入

一条销售订单 销售订单管理 在生成一张订

单之前 先向辅助决策分析 ≥的协调 !信息

管理系统接口 分别发出查询请求 ∀辅助决

策分析 ≥的协调 收到请求后 确认需要客

户信息管理 提供相应的服务 于是由它负责

调用客户信息管理 查询客户的当前信用信

息 将查询结果反馈给销售订单管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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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的库存子系统通过接口 获得查询请

求后 转由系统中相关的  ≥进行与第 步相似的

操作 最终与库存管理 通信 查询产品的库存

信息和仓库货位情况 由协调 将查询结果反

馈给销售订单管理 ∀信息管理系统的生产

子系统通过接口 获得查询请求后 同样转由

系统中相关的  ≥进行与第 步相似的操作 最终

与生产管理 通信 查询当前的生产状况 由协

调 将查询结果反馈给销售订单管理 ∀

销售订单管理 对 个查询反馈信息进行汇

总 首先判断客户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不符则直

接拒绝 如果相符则需要根据当前库存信息 !仓库货

位情况 !当前生产状况计算订单的预计完成时间 然

后与订单期望完成时间比较 如果冲突则拒绝或对

订单进行调整后再重新输入 如果相符则直接生成

订单 ∀订单生成后交由出货管理 执行 ∀与上

述过程相似 出货管理 通过信息管理系统中

库存子系统的接口 与库存子系统中的库存管

理 通信 协同完成出货操作 ∀在不影响理解

情况下 图中省略接口部分的描述 ∀

3  系统实现方案

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采用三层

≤Π≥软件结构 如图 所示 其中包含数据库服务

器 !应用程序服务器 !客户端工作站 部分 ∀其中数

据库服务器实现数据的存取与维护 应用程序服务

器提供大部分企业决策算法 客户端工作站则提供

人机交互界面 ∀

图   系统实现结构

ƒ   

在系统的实现技术上 由于 技术融入了

面向对象设计⁄的思想 

所以适合采用面向对象软件进行开发 ∀系统的客户

端程序和应用服务器采用 ⁄1技术进行开

发 数据库服务器则采用 ≥±≥√数据库系

统 ∀ 在系统中表现为经过封装的软件模块 

≥表现为融和相关软件模块实现特定功能的模

块集合 ∀利用面向对象语言所提供的继承 !多态和

重载等能力 实现将由企业业务流程抽象出来的

转化为软件 实体 ∀在建立  ≥系统层

次结构的基础上 对软件 的代码实现部分进

行封装 在 ⁄中表现为 包或组件包等形式 

由此得到模块化的软件 实例 ∀大多数数据模

型类 和业务处理类 都可以通过继承方

式来实现 很多资源和业务流程存在很多共性 将这

些公共部分抽取为基类 通过继承实现功能扩展以

及模块复用 ∀信息类 则可以借助设计模式来

封装算法 例如运用策略模式实现算法间

的灵活切换 用装饰模式实现不同的显示

方式 ∀接口 可以采用关系数据库语言的 ≥±

语句实现数据同步和信息交互 ∀协调 处理的

是企业商业逻辑中的动态部分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它们的实现可以借助面向对象语言多态和重载的

特性 ∀

4  结束语

研究了基于 ∏2的服饰企业分销与物流

配送管理系统 在设计与开发上借助 技术使

系统在智能性 !可移植性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同时

技术融合了面向对象技术的思想 通过将业务

流程封装为具有自治性 !协作性 !智能性的各种不同

类型的 实体 简化了企业业务流程重组的过

程 使系统的二次开发更加便利 ∀该系统已成功应

用于一家知名品牌的服饰企业中 对于其他性质企

业的分销与物流配送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也具有

借鉴意义 ∀ ƒ÷

参考文献 

≈    龚报钧 王树青 基于 技术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研

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张洁 高亮 李培根 多 技术在先进制造中的应

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龚报钧 王树青 支持动态企业模型的 ≥模型及其获

取方法≈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2 ∏ ∏   ∏2∞ °

   ∏   ∏

 ≈ ×√     

## 纺织学报 第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