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2016, 6(1), 50-57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sa 
http://dx.doi.org/10.12677/csa.2016.61006   

文章引用: 刘梦苏. 办公自动化系统基于表单的工作流设计与实现[J].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2016, 6(1): 50-57.  
http://dx.doi.org/10.12677/csa.2016.61006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orkflow 
Based on Form for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Mengsu Liu 
Guangzhou Grandbuy Company Limited,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an. 7th, 2016; accepted: Jan. 23rd, 2016; published: Jan. 30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Based on approval affairs of an appliances company’s wholesale and retail supplier, this paper 
electronically achieves standardization and approval process for internal business data. The 
workflow module is based on existing OA system and uses HTML technology electronic flow form.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uses SQL Server, Oracle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synchronization part 
of the data from the OA system to the relevant business system. This work fully and efficiently uses 
re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 personnel, time, space and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work flow opti-
mization design,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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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某企业电器分公司批发零售供应商审批事务为基础，实现电子化、规范化内部业务数据的审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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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于现有OA系统的工作流模块，应用HTML技术电子化流程表单，应用SQL Server及Oracle数据库

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将部分数据从OA系统同步到相关业务系统，实现跨系统、跨数据库的交互，充分高

效地利用了企业的人员、办公时间、空间、信息等资源，通过工作流优化设计，提高了企业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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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自动化，表单，工作流，存储过程 

 
 

1. 引言 

1.1. 国内外发展现状 

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发展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之一便是由于爆炸式增

长的信息量，企业工作节奏骤然加快，旧有办公模式逐渐力不从心，信息化、系统化、自动化的新型办

公模式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简称 OA)系统，以其能充分高效地

利用的人员、时间、信息等资源，取代纸质化、办公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辅

助，以工作流为核心的 OA 系统开发，也逐渐受到用户和开发商的专注，并成为当下主流[1]。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各种实用性需求也会客观加速 OA 产品的前进步伐，向数据更集中、

业务更全面、操作更简便的方向快速发展。一个完善优化的 OA 系统是抽取办公共性、融合知识管理、

协同各方业务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可以规范组织管理制度，提高员工素质和组织影响力；可以加快信

息流转速度，提高员工效率和组织协调力；可以扩大知识共享范围，提高员工技能和组织竞争力；可以

推动组织文化建设，提高员工激情和组织凝聚力，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2]。 

1.2. 本文主要工作 

本文以某企业 OA 系统与供应链系统的对接项目为背景，实现其中电器分公司批发零售业务供应商

进场 1/退场 2事务流程为基础，实现电子化、规范化内部业务数据的审批和更新，并将部分数据从 OA 系

统同步到相关业务系统，设计与开发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需求调研和分析 
通过和企业内相关部门——电器分公司市场信息部、营运部，以及供应链系统开发公司的技术部门

沟通了解需求信息。 
2) 流程实现的技术选择 
基于现有 OA 系统的工作流应用，应用 HTML 技术电子化流程表单，通过 SQL Server 技术进行二次

开发，配合 Oracle 数据库技术进行数据交互，实现数据存储和同步。 
3) 流程设计和数据库开发 
由于需求部门对电子化流程的经验欠缺且需求清晰度不够，故采用瀑布模型进行开发，在实现过程

中不断细化需求分析，以迭代的过程开发实现、测试修改，最终验收完成。 

2. OA 系统的关键技术 

2.1. OA 系统特点 

通过 OA 平台来综合管理业务的功能，在企业信息化的建设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内部具有

 

 

1进场：首次(包含使用新供应商编码或新供应商名称)与电器分公司签订合同、供应链系统中合同状态为“新增”的供应商。 
2退场：合同到期后未续签供应商、合同未到期已通过退场审批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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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要求的功能需求，在 OA 系统设计选型中也被越来越多的提及。故而对原有 OA 产品的二次开发是

办公自动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的复杂程度决定着满足功能要求所花费的开发量[3]。 
本论文中流程实例的设计开发基础是企业现行的 OA 系统(基于微软.net 技术研发的信息管理平台)，

该系统采用灵活的 B/S 架构，设计思想较为先进，具有开放性架构，提供二次开发的接口及文档，自由

构建新的功能模块，或者集成如企业资源规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等多种业务信息管理系统。系

统模块构成功能应用架构见图 1。 

2.2. 工作流技术 

工作流的概念是根据工作中具有固定流程的事务或业务而提出的，通过将工作事务逐步分解，清晰

地按发生顺序定义为电子化的过程、角色和规则，在应用过程中可以对不同实例进行执行和监控。工作

流的应用提高了企事业单位办事效率、规范了工作流程，实现了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 
1993 年，国际工作流管理联盟(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简称 WfMC)成立，工作流技术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WfMC 在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应用接口及相关术语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标准，

以实现跨工作流产品操作的无障碍交互，并且对工作流作出如下定义：工作流是指整个或部分经营过程

在计算机支持下的全自动或半自动化，在实际情况中可以更广泛地把凡是由计算机软件系统(工作流管理

系统)控制其执行的过程都称为工作流[4]。也就是把工作流程中的各环节根据特定的规则和逻辑组织起来，

通过计算机模型进行表示与计算。工作流技术就是将实际工作或业务流程中的各个时点环节根据其实际 
 

 
Figure 1.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OA system 
图 1. 某企业 OA 系统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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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组织起来，转化为可以进行表示与计算的逻辑模型，使事务过程的部分或整体在计算机应用环境

下电子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5]。一个工作流包括一组事件及相互间的顺序关系即每个活动的时点定义，

及步骤或事件的流转判断条件。 

2.3. 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是由流控制和 SQL 语言编写的一组为了完成特定功能的批处理语句集，作为一种数据库对

象，存储过程把需要执行的 SQL 语句存储在数据库服务器中，上层通过调用过程的名称即可实现数据库

相应操作[6]。 
本设计的存储过程在数据库中执行，相应减少了大型应用程序与数据库之间的网络通信量。存储过

程通过识别数据库，利用 SQL Server 优化器在运行过程中能获取最佳性能，充分利用了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逻辑和运算能力。 

3. 整体设计 

3.1. 项目需求概述 

依照上述模型，本项目首先进行需求的分析调研，实例是企业 OA 系统与供应链系统对接项目中，

电器分公司的业务流程电子化并实现数据推送的实现过程。 
电器公司为了完善对供应商进场、退场的业务管理，使供应商的进退场情况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

避免拿着审批表到市内外几家门店做审批的传统方式，实现业务人员只需要通过 OA 系统进行审批，供

应商通过供应链系统即可以进行自助查询，使相关信息和结果能及时、便捷地通知到位，节省大量人力

物力，进行信息化的流程控制。 
而电器公司这项业务原本只依靠人工填写的审批表，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或业务说明，日常的审批

工作虽然涉及到多个部门、分公司，但也只靠员工的经验和记忆进行操作，既不科学也不严谨。供应商

厂家相关人员需要到各个销售其商品的门店卖场依次签字确认，如果是比较畅销的品牌，可能需要到市

内外十几家门店依次进行确认，非常费时费力。各家门店填写完后，厂家人员还需要把审批表拿回电器

分公司市场信息部审批，之后再送去总公司财务部结算，最后送回电器公司由总经理审批之后，才算审

批完成，商家可以退场。可以说，整个流程虽然不算繁琐，但跨地域的操作十分奔波，效率也不高。在

电子流程审批之后，可以通过 OA 系统更方便高效地通知财务部门及相关门店，及时准备相关资料和先

期工作。通过与电器公司营运部、市场信息部、以及供应链系统相关技术人员的多次详细沟通，汇总需

求要点如下： 
1) 精简供应商进场信息方面内容，细化供应商进场类型，增加营运部、电器公司领导、市场信息部

的审核或审批意见栏，审批结果通过 OA 系统知会财务部门及相关门店负责人。 
2) 供应商退场信息在保留原业务表格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加以优化，增加退场类型、门店等内

容。通过 OA 系统审批流转到相关人员处，不再需要供应商亲自到每个部门、门店确认退场账务情况，

实现高效便捷的业务流程。 
3) 对上述两张流程表单的重复内容，如门店和所属机构的重复填写问题，需要借助流程化的电子表

格通过数据浏览按钮，在相关页面选取数据，确定后系统自动将则选定结果会带入表单中填充重复表控

件，这一过程需要新建数据维护表，并建立数据映射。另外，电子表单也容易解决诸如手填表格中预留

的空百不可控等问题。 

3.2. E-R 关系模型 

根据需求分析，实现 OA 系统与供应链系统的对接以及实例化电器公司供应商进场、退场流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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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需要清晰主要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实体的基本属性，如图 2 所示。 
其中 OA 系统数据库中，供应商进场/退场表与对应门店记录表通过表单 ID 关联，记录每一张进场/

退场表单的录入及审批信息；对应门店表在流程申请时通过门店维护表这一数据源选取相应信息，并通

过表单 ID 记录为进场/退场供应商的对应信息；供应商信息表为方便业务员操作而设计，通过供应商进

场表推送数据，存储并可以由供应商退场表提取使用；门店维护表单独记录所有门店信息，当信息修改

时可以统一维护。供应链系统数据库中，供应商进场表和供应商退场表通过符合条件的推送插入或更新

数据，完成系统对接的供应商信息传递。 

3.3. 流程设计 

电器供应商进场、退场流程的目的主要是电子化供应商进场、退场的内部审批，从营运部、市场信

息部、财务部、门店到审核完成的过程。流程经过多执行人处理，按照设定的部门、机构、领导顺序逐

一流转，完成最终的整体审批。所以流程的设计非常重要，决定着整条审批业务链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本文仅以供应商进场流程为例进行分析，其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流程在流转审批中，如果遇到错误的处理、业务中断或临时原因需要终止的情况，可由申请人随时

进行撤销操作，或由 OA 系统管理员进行步骤跳转或强制结束操作，以达到停止流程或流程重置的效果。

在流程表单页面，有流程信息控件详细显示流程经过的步骤、执行人、处理时间、批复内容等等，对流

程的流转经过及现行步骤都一目了然，清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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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rief E-R relation model chart 
图 2. 项目简要 E-R 关系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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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upplier approval flow chart 
图 3. 供应商进场审批流程图 

4. 功能实现 

4.1. 表单实现 

电子化表单需要使用 OA 系统的自定义表单设计器，表单实现程序采用 HTML 语言编写。表单实现

首先需要定义表单模板，模板对应流程或维护表，每个模板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重复表。 
首先绘制表格框架，通过源代码模式修改 HTML 语句，设置需要的样式，如： 

<TABLE style="WIDTH: 714px; HEIGHT: 750px" 
id="e52e0f70-2646-4e12-888e-e670de1ce3f3" border="1" 
cellSpacing="0" borderColor="#79cd89" cellPadding="0" 
height="971" align="center" width="714">…… 

</TABLE> 
表单 HTML 源代码设计要考虑的问题：1) 方便流程申请人填写表单且减少出错率；2) 表单中的控

件就要与数据库字段的绑定；3) 流程中不可见的字段的属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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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库实现 

1) 数据库链接 
不同服务器间数据库的链接，首先需要配置本机的 Oracle 客户端安装目录下的 tnsnames.ora 文件，

该文件提供 tnsname 到主机或 ip 的对应。在文件中添加相关的链接字符串如下： 
SPPS = 

(DESCRIPTION = 
(ADDRESS_LIST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192.9.9.25)(PORT = 1521))) 
(CONNECT_DATA =(SERVICE_NAME = ora92)) 

) 
保存后，OA 服务器便可以链接到供应链所需数据库。然后在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服务器对象设置

中新增链接服务器 GYLTOOA，设置服务器类型、数据源、登录名和密码等属性。设置好服务器链接之

后，在指定的链接服务器上执行指定的传递查询，可以在存储过程中直接访问 Oracle 数据库相应资源。 
2) SQL Server 存储过程 
OA 系统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存储过程修改已存入数据表的推送标志 IsExec，可回写状态改为待回

写，然后将待回写状态的数据通过数据库链接 GYLTOOA 推送至相对应的 Oracle 数据表。而推送标志

IsExec 的可回写状态，由流程步骤中的执行动作控制。在供应商进场存储过程中，供应商信息同步过程

只涉及 OA 系统内的数据传递，供应商进场审批信息是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传递，需要在审批通过后

更新一次业务数据；而供应商退场表的审批信息需要在流程开始时、审批结束时，两次更新业务数据。 
下面以供应商进场进场存储过程 GYS_OA_to_JXH_JC 为例做简单说明： 
首先，筛选状态 IsExec=1 的可回写数据置为待回写 IsExec=2，防止在回写过程中有新数据插入进来，

然后将待回写的数据写入 OA 系统供应商信息表： 
INSERT INTO udf_DQ_GYSXXB(XGYS, GYSBM, JYLB, JYPP, XLR, XLDH, CZHM) 
SELECT a.XGYS, a.GYSBM, a.JYLB, a.JYPP, a.XLR, a.XLDH, a.CZHM 
FROM udf_DQ_GYSJC a 
WHERE a.IsExec=2 
并将待回写的数据写入供应链系统： 
INSERT INTO OpenQuery(GYLTOOA,'select DocID, XGYS, GYSBM, JYLB, JYPP, XLR, XLDH, 

CZHM, PHSX, JCLX, GH_YGYSMC, GH_YGYSBM, GM_YGYSMC, GM_YGYSBM, JCSJ, BDSXSJ from 
scm.GYSJCSQ where 1=0') 

SELECT b.Docid, a.XGYS, a.GYSBM, a.JYLB, a.JYPP, a.XLR, a.XLDH, a.CZHM, a.PHSX, a.JCLX, 
a.GH_YGYSMC, a.GH_YGYSBM, a.GM_YGYSMC, a.GM_YGYSBM, a.JCSJ, a.BDSXSJ 

FROM udf_DQ_GYSJC a, udfRelation_FlowDocToForm b 
WHERE a.IsExec=2 and a.formid=b.formid 
最后，将源表数据置为已回写状态 IsExec=3。 
3) SQL Server 定时作业 
上述存储过程由 SQL Server 代理中的作业功能触发，自动执行定义好的周期性的任务，主要配置“常

规”、“步骤”、“计划”三项内容。作业名称为“电器进退场”，作业步骤主要为“进退场数据回写

供应链”，该作业主要执行 GYS_OA_to_JXH_JC (供应商进场)和 GYS_OA_to_JXH_TC (供应商退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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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存储过程，每天全天重复执行，执行间隔 10 分钟。 

4.3. 流程实施 

在 OA 系统中，提供了“审批、通知执行、通知申请人或执行动作(无执行人)、存档、条件判断、分

发、多选择审批”等内置基本动作类型。这些动作类型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在其基础上添加 SQL 语句

进行扩展编辑。根据各流程模板的需要，在流程动作定义(以 admin 身份登录后，在控制面板-基本设置-
流程管理中选取流程动作定义)中定义相关的动作或定义要运行的 SQL 语句，然后在具体流程实现时设

置使用。 
供应商进场流程除开始和结束步骤外，其余每一个步骤都可以自定义相关属性，包括流程动作、执

行人、视图、上一步骤和下一步骤等。通过这些属性定义每个步骤的实现效果，每个步骤前后相连构成

一项完整的流程。其中每个步骤选用的流程动作是其最为核心的功能。 
流程步骤设置完成之后，将流程使用权限分配给相关人员，如使用权限、监控权限，最后进行流程

发布，即可测试使用。整个流程的主要实现过程如上述论文内容，其他测试或修改环节不做赘述。 

5. 结束语 

随着办公自动化平台和相关技术的不断更新，办公自动化的范围已经从普适化的办公蔓延到移动 OA
端，公司员工的工作日趋向流动性办公、跨地域性办公等方向发展，随时随地办公的需求越发凸显，过

于固定化的自动化办公方式成为公司发展的瓶颈。移动办公平台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办公模式，将办公的

范围无限扩大，会成为日后办公自动化发展的一大前进方向。本文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

技术，针对公司信息量大、涉及岗位多、人员多，处理流程烦琐、不规范的办公模式，利用 OA 办公系

统，开发了供应商进场/退场流程，明显提高了公司办事效率、加快了本单位的企业信息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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