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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描述了目前 B2B电子商务信息交换的需求 ,给出了将 XML结合进 B2B电子商务架构的优势 , 设计出

了一种与 XML集成的 B2B电子商务架构 ,最后探讨了基于 XM LW eb服务的动态电子商务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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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商务信息交换的需求

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 ,已经改变着个人和

企业的商务活动模式 。电子商务主要分为企业 -

企业间的电子商务(B2B)、企业 -消费者的电子

商务 (B2C)和消费者 -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C2C)。 B2C和 C2C模式中 ,数据的传输路径是

W eb服务器 -浏览器或者浏览器 -W eb服务器

-浏览器 ,数据最后发布在浏览器上 ,供人们阅读

和理解 ,侧重于信息对人的可理解性 。因此 ,数据

表现被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数据的结构化显得

较为次要一些 ,侧重于数据表现的 HTML基本上

能够满足这些应用。 B2B模式中 ,商业伙伴间的

数据交换发生在两企业的应用系统之间 ,数据的

传输路径是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 (直接联系 )或

者应用系统 -中间机构 -应用系统 (借助中间机

构联系 ,强制接受中间机构的鉴定)。

从技术上说 ,电子商务系统是通过网络传输

和交换商务数据 ,并能根据商务数据进行人工或

自动处理。由于交易双方的应用支撑环境和应用

系统可能不一样 ,所以数据的标准化在数据传输

和交换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决定了数

据的语义 ,增强了数据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不

考虑技术因素 ,成功的 B2B信息交换极大地取决

于实现独立 、且独立于厂商的中性语言。为了描

述电子商务的交换信息 ,需要一种基于文本的 、支

持语义表达的 、实现独立的 、与厂商无关的 、结构

化格式的标记语言。这种语义化语言如果获得了

工业界的广泛接受 ,将解决许多信息互换问题。

例如 ,能够创建特定领域的商业语言 ,从而方便和

简单描述交换信息文档。

ED I是上述需求的一种试验。传统的 ED I作

为数据交换的方式 ,对数据的标准化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但是 ,传统 EDI由于投入巨大 、少数企业

应用而被认为是一个失败 。基于 EDI的经验 ,描

述电子商务的交换信息的语言必须兼容于现有的

网络基础——— Interne t网 ,独立于厂商和被工业界

广泛接受。

XML是一种语义W eb语言 ,正好能够满足电

子商务的交换信息的要求
[ 1]
。

2　XML的优势

XML自从出现以来 ,以其可扩展性和自描述

性等优点 ,被誉为信息标准化过程的有力工具 ,基

于 XML的标准将成为以后信息标准的主流。由

于 XML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方法来传送自我描述

的数据 ,因此它是将文件和结构化数据一起移动

和沟通的最佳机制
[ 2]
。

XML提供了一种简单的系统和部件集成方

法 ,结构化的数据可以实现商务规则和表示层逻

辑的分离。中间层部件 (服务器 )管理 XML到显

示输出的转换 , XML数据能够智能化的合并和查

询 ,同一 XML数据能够转换成不同的显示格式。

XML能结合进所有系统的任一层 ,满足各种不同

需求 ,完成文档内容的细节查询 ,确保信息的兼容

性 。

XML技术对电子商务有重大影响 ,利用 XML

的可扩展性及自我描述特性 ,电子文件可以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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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的应用程式中自动传输 、处理及储存 ,不同厂

商的电子商品目录可以在同一个使用者界面同时

呈现 ,数据的搜寻变得更为精确快速 ,不同系统间

可以流畅地互通 ,不同网站之间的资料得以动态

共享。在电子商务中采用 XML技术可以大大降

低处理数据的成本 ,简化企业间的数据交换。

图 1描述了一个使用了 XML技术的实际电

子商务示例 。商业伙伴 1内部有几个不同的系统

(SAP, ERP和定制的应用),它们通过 XML通用

格式实现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商业伙伴 1还支持

无线设备的移动电子商务活动 ,移动电子商务使

用WAPWML语言 ,WML语言是一种基于 XML

的转换和样式技术的 XML应用 (词汇 ),WML文

档可以在移动设备上显示。商业伙伴 1内部的有

关数据通过 XML -HTML转换器发布到 Web浏

览器上。商业伙伴 1与其他的商业伙伴 2通过

XML转换器实现数据交换。商业伙伴 1的所有

这些活动依赖一个使用了 XML技术的应用服务

器 。

图 1　使用 XM L技术的电子商务示例

3　基于 XML的通用 B2B架构

XML应用程序大都构建在 XML文档解析的

基础之上的
[ 3]
。 XML文档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文

本文件 ,它需要一个能识别 XML文档信息的语法

解析器 (Parser)来解释 XML文档 ,并提取其中的

内容。 XML解析器根据解析的不同方式 ,可以分

为 DOM (Document Ob ject M odel)解析器和 SAX

(S imp le API fo r XML)解析器等。 DOM 是 W 3C

制定的一种独立于语言和平台的标准 。利用

DOM中的对象 ,开发人员可以对 XML文档进行

读取 、搜索 、修改 、添加和删除等操作 。 SAX与

DOM不同 ,它并非一个标准组织的产品 ,它用另

外一种途径来访问 XML文档 。 SAX并不把应用

程序的注意力放在整个文档的树形结构上 ,而是

在于解析时提供的事件驱动 。使用 SAX兼容的

解析器解析 XML文档时 ,每遇到一个事件会通过

“回调 ”返回应用程序 ,对于这个事件的反映取决

于该应用程序(它定义事件处理函数 )。实际上 ,

很多 DOM解析器就是建立在 SAX之上的 。

XML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 ———XSLT。 XSLT

着重于 XML文档转换 。XSLT转换语言提供定义

规则的元素 ,该元素决定如何将一个 XML文档变

换成另一个 XML文档 (或其他文档 ,如 HTML)。

被变换的 XML文档可能使用原文档的节点和

DTD ,或者使用一组完全不同的节点 。此外 ,可以

用生成 HTML以及其他 XML文档结构的转换规

则来生成其他语言的文件 ,如 voXML(用于语音

解释的一个 XML应用 )。

B2B电子商务实际上是两个商业伙伴的企业

信息系统之间的自动数据交换 ,因此构造 B2B电

子商务架构的核心技术有如下两点:

(1)XML解析技术。即 DOM解析器 、SAX解

析器 、XSLT的构造和使用。可以在 JSP(Serlet)、

ASP、VB(De lphi, C ++等编程语言 )中调用 DOM

API、SAX API或 XSLT文档来解析 XML。

(2)公共的 XML数据交换规范。即商业伙

伴的应用系统之间所交换的数据的公共格式 ,例

如 B iztalk的某一个商业模型(Schema)或 ebXML

中的业务过程规范中的特定词汇表 。

它具体有如下 3种情况:

(1)商业伙伴的应用系统支持 XML数据。

应用系统直接使用来自其他商业伙伴的 XML文

档数据 , 或利用解析器将之转换成系统内部的

XML数据 。

(2)商业伙伴的应用系统支持 ED I数据。应

用系统利用解析器 (DOM 、SAX)或 XSLT转换文

档转换来自其他商业伙伴的 XML文档数据成

ED I数据 。

(3)传统的应用系统不支持 XML和 ED I数

据 。应用系统利用解析器或 XSLT转换来自其他

商业伙伴的 XML文档数据成数据库数据或其他

格式的数据 。

根据上述核心技术和 3种 B2B情况 ,笔者是

构造出了一个基于 XML的通用 B2B电子商务架

构 ,如图 2所示。

(1)XML应用支持中心 。该中心为当前和未

来的 B2B存储有关信息 ,包括商业伙伴的有关信

息 、组件 、公共业务过程规范的 Schema,并决定如

何来识别传入的信息 ,以及将信息传送到正确的

应用程序。同一份信息被传送到不同的企业 ,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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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XM L的通用 B2B电子商务架构

可能会被传送到完全不同的组件。这些信息被称

为松散结合 ,意指它们并未与特定的处理程序相

结合。市场上已经有类似的 XML应用支持中心 ,

如商业 ebXML注册中心 , B izTalk服务器。

(2)XML应用支持中心与各个商业伙伴之间

的信息交换。 XML应用支持中心与各个商业伙

伴之间的通过 XML进行信息交换 。

(3)能接收 XML的商务应用。该商业伙伴

通过 XSLT技术转换一种 XML文档为另外一种

XML文档 ,即来自 XML中心的标准 XML文档将

通过 XSLT技术转换为能被商务应用系统接收的

XML文档 ,将被发送到另一商业伙伴的 XML文

档将通过 XSLT技术转换为标准 XML文档 。 XS-

LT转换可以作为商务应用系统的一部分。由于

这是一种 XML - to -XML的转换 ,所以 XSLT能

被应用 ,且方便实现 、转换代价很低。

(4)能接收 EDI的商务应用。该商业伙伴拥

有 ED I系统 ,仅能使用 ED I数据 ,无法理解 XML

文档。因此必须提供 EDI和 XML之间的转换 ,可

以使用第三方转换工具或自己定制转换工具(用

XSLT)。这种转换代价高 ,且所化时间较长。

(5)传统的商务应用。它一般使用数据库存

贮数据 ,无法接收和发送 XML文档。因此必须提

供数据库 (或其他格式数据 )和 XML之间的转

换 。借助于 DOM 、SAX API可以实现数据库 (或

其他格式数据)和 XML之间的转换。

还要说明的是 ,对于一个 B2B电子商务企

业 ,电子商务系统是其对外系统 ,电子商务系统的

数据可能来自许多现有内部应用系统 。一般情况

下 ,这些系统之间往往无法交换数据而为一个个

信息孤岛。现有内部应用系统之间和其支持的电

子商务系统需要交换数据 ,因此有必要进行基于

XML的集成 ,即为各个应用系统提供一致的标准

接口 ,以保证现有应用系统之间能够交换数据 ,最

终为电子商务提供必要和一致的数据。

4　基于 XMLW eb服务的 B2B架构

XMLW eb服务是构造基于服务的软件架构

的基础 ,存在于 W eb上的 Web服务可供各种系

统 (系统内部 、系统之间 、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

系统)调用(即使存在防火墙也可通过 SOAP协议

穿透),借助于Web服务可以灵活重构应用系统 、

简单的应用系统集成及动态电子商务。 XML

W eb服务是构造动态电子商务的基础 。

因为Web服务基于 XML,所以它提供了一个

与 COM 、CORBA和 RM I不同的 、松散连接的 、独

立于平台和语言的构造或集成系统的方法 。它提

供的标准和工具已经被用于快速和低费用构造或

集成系统。图 3给出了一个基于 XMLWeb服务

的 B2B架构
[ 4]
。

图 3　基于 XMLW eb服务的 B2B架构

对于第一种商业伙伴 ,需要 SOAP客户端去

调用应用W eb服务 ,使用 WSDL产生 SOAP客户

端 。商业伙伴需要编写 SOAP客户端 ,必须编写

代码将 XML输出转换成 SOAP请求和处理W eb

服务调用的返回结果。对于第二种商业伙伴 ,需

要一个 EDI - XML转换器 , 可以使用第三方工

具 ,它们一般支持 SOAP。商业伙伴必须编写

SOAP客户端调用 Web服务的代码 ,这些代码将

XML输出转换成 SOAP请求或处理 Web服务调

用的返回结果。

5　小　结
电子信息交换发生在应用内部 、应用之间 、公

司之间和系统之间。为了描述电子信息交换信

息 ,需要一种基于文本的 、支持语义表达的 、实现

独立的 、与厂商无关的 、结构化格式的标记语言。

成功的 B2B电子商务极大地取决于实现独立 、且

独立于商家的中性语言。 XML的特点和优势使

(下转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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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XML成为电子商务的高效 、简单和低成本电子

信息交换方案 。对于基于 XML的 B2B电子商

务 ,目前可以使用 DOM 、SAX、XSLT等 XML技术

来实现 ,未来可以使用 SOA(Web服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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