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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① 
骆正茂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 325011) 

摘 要: 鉴于中小企业在建设自己的物流信息系统中存在着资金和技术上的难题, 课题组采用 PaaS 模式开发了

中小企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 阐述了中小企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的运营模式, 明确了系统的功能. 平台架构包含

多层, 采用 Force 数据模型和两种数据隔离方式构建数据库, 通过服务器集群和数据库垂直切分实现系统扩展. 
通过对系统原型试用发现, 用户体验良好, 系统可以提高中小企业商品流通的管理效率, 有力降低企业物流信息

化建设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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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Logistics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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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building their own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are in 
the capital and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task group using PaaS mod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develop- 
ment of logistics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It describes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logistics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of the operation mode, clear the system function. Platform structure contains multi-layer, using Force 
data model and two data isolation method building database, through the server cluster and database vertical slit realize 
system extension. Through to the system prototype trial found that user experience is good, the system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enterprise logistic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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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信息化是指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企业的

物流过程中产生的全部或部分信息进行采集、分类、

传递、汇总、识别、跟踪、查询等一系列处理, 以实

现对货物流动过程的控制, 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的管理活动. 物流信息化是现代物流的灵魂, 是现代

物流发展的必然要求[1].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世界

各国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 即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的迅速发展, 据统计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

业总量高达 1000 多万家, 占注册企业总数的 99%,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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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所有企业的 60%和 40%, 
提供了大约 75%的就业机会. 然而, 我国的中小企业

的物流信息化的情况不容乐观, 1000 多万家的中小企

业中, 实现信息化的比例还不到 10%, 总体原因大约

如下:  
(1) 中小企业领导的物流信息化素质普遍偏低、物

流信息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仓促决策和立项, 追求

短期效益, 终导致建设失败.  
(2) 一些中小企业缺少资金和技术, 无力承担高

标准的物流信息平台建设.  
(3) 部分中小企业建立的物流信息平台与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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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管理信息系统形成了信息孤岛, 企业内的各信息

平台相对封闭, 不能与外界的系统对接, 造成网络经

济与无网络、信息社会无信息的的现状.  
 
2 PaaS模式介绍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 该模式

是云计算服务一种, 它将原本彼此独立、分散部署的

应用纳入到统一平台上, 通过向使用者提供服务器平

台或者开发环境的租赁服务, 把他们链接到一个端到

端的业务中, 可有效降底企业的信息化门槛[3,5]. PaaS
平台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PaaS 平台结构 
 

基于 PaaS 的特点, 课题组所有成员从 PaaS 模式

角度来研究中小企业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 期望解决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物流信息平台建设中的不足问题.  
 
3 PaaS模式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 
3.1 平台运营模式 

在PaaS模式下, 企业物流信息系统不再由大公司

建立, 而是由运营商建立, 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 
运营商建立物流信息公共平台, 中小企业租用运营商

提供的服务平台, 快速部署和架设自己的物流信息系

统, 管理自己企业的商品物流信息. 另外如果中小企

业想通过物流公司来运输自己的商品, 还可在该平台

上发布物流需求信息, 物流公司通过该平台获取物流  
 
 
 
 
 
 
 

图 2 PaaS 模式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运营模式 

需求信息并提供物流服务. 此模式的特点是可让中小

企业可以降低建立物流的门槛及风险. PaaS 模式的企

业物流信息平台运营模式如图 2 所示.  
3.2 平台 BPMN 业务流程分析 

PaaS 模式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主体业务流程

BPMN 模型如图 3 所示, 系统模型中共有两个泳道

(Swimlanes), 分别是浏览器用户 (中小企业)和 ISV 
administrator(平台运营商), 用户首先在平台上注册会

员, 凭注册的会员账号登录到系统、购买相关物流信

息系统服务. ISV 会在平台的后台管理会员信息, 该信

息流用虚线箭头表示 , 当用户通过验证后 , 即可在

PaaS 平台上选购自己的商品(即物流信息系统模块), 
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情况下订单. 后台管理员来验

证订单信息, 并生成需求功能单, 用户查看自己的订

单信息, 并根据订单来付费, ISV 收到用户的账款后, 
决定在平台上布署用户的应用程序, 用户在后台管理

员的操作指示下, 完成应用系统的生成和编译等工作. 
在此之后, 用户需在平台上使用应用程序, 而整个系

统的管理都是 ISV 独立去完成.  
 
 
 
 
 

图 3 PaaS 模式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业务流程 
 
3.3 平台功能需求分析 

企业物流信息平台是在云基础上建立的. 本文所

论及的服务云包括非常丰富的功能, 不能一一叙述, 
只将与企业物流信息相关的部分进行阐述. 在云之上

的中小企业物流信息系统功能需求如图 4 所示, 用户  
 
 
 
 
 
 
 
 
 

图 4 PaaS 模式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功能需求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3 年 第 22 卷 第 2 期 

 28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分为中小企业和第三方物流供应商, 中小企业登录平

台后可进行企业管理及商品物流管理, 企业可以根据

商品订单情况组织企业级的物流流通, 该功能主要包

括商品管理、订单管理、配送管理、客户管理、报表

分析及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管理. 该平台还为物流供应

商和中小企业搭建一座桥梁, 即物流商机信息发布.  
3.4 平台功关键问题分析 

与一般的物流信息系统相比较, 建立 PaaS 模式下

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会遇到新的问题. PaaS模式下的企

业物流信息平台是为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服务的, 会
出现如下问题: 1) 各中小企业提供的商品命名规则、分

类标准不一致;  2) 随着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多而带来的

访问压力增大问题, 平台需要具有扩展性; 3) 多家企业

共享同一平台及数据库, 数据安全非常重要. 针对上述

问题, 本文提供了标签及本体来统一商品的命名及分

类, 采用服务器集群和数据库垂直切分技术实现平台

扩展, 采用两种数据隔离方式保证数据安全.  
 
4 系统设计 
4.1 系统架构设计 

平台框架如图 5 所示, 平台采用四层架构来实现, 
在一般界面层、逻辑层、数据层三层架构基础上增加

了应用层, 将平台的核心功能集中到应用层来实现. 
应用层的上半部分为应用集成, 是平台的主要应用; 
应用层的下半部分主要是平台的基础服务, 主要用来

保证整个平台的正常、安全运营. 平台界面层提供用

户进行操作的界面, 根据用户订购功能的不同呈现不

同的界面, 为订购功能的用户提供使用功能的界面, 
屏蔽没有订购功能的用户使用功能的界面, 主要涉及

系统菜单和页面元素的个性化展示. 数据库层, 用来

保存用户的各种数据: 业务数据、仓库数据、元数据  
 
 
 
 
 
 
 
 
 

图 5 PaaS 模式的企业物流信息平台系统架构 

及各种数据文件. 持久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层面, 
专注于数据持久化逻辑的实现, 将应用程序与其使用

的数据源分离.  
平台的主要应用模块包括商品管理、会员中心、

订单管理、商品物流、客户管理等几大部分. 同时, 还
有一些注册模块、登入模块、用户权限管理、纠纷管

理等辅助模块, 这些模块比较常见, 不再赘述. 
4.2 平台系统数据库设计 

本文采用 Force 数据模型[5], 如图 6 所示. 由于平

台资源种类繁多, 而且允许用户定制服务, 所需数据

必须具有动态性、扩展性. 平台使用一系列元数据、

数据表和轴表, 在需要时才动态地生成用户数据.  
 
 
 
 
 
 

图 6 平台数据库 
 

多用户共享平台数据库, 所以数据安全就显得非

常重要. 本平台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商品数据, 
二是用户信息, 如订单、商品物流信息等. 前者对安全

性要求低, 后者要求高, 平台采用两种方式来保存两

种数据. 平台将所有用户的商品数据存放在一个表中, 
在表前添加 TenantID 字段来区别不同用户数据. 操作

数据时, 增加条件 “where TenantID=用户 ID”以免对

其他用户数据产生误操作. 平台采用 “共享数据库, 
分离数据架构”模式来用户信息等比较敏感的数据. 
数据库设计如图 6 所示.  
4.3 平台伸缩性设计 

平台伸缩性是指: 在用户数量情况下, 通过添加

硬件设备即可满足平台的访问压力, 而不需要更改系

统架构.  
4.3.1 应用服务器水平扩展 

如图 1 中所示, 经过负载均衡后, 平台访问压力

分摊到多台服务器上. 若用户压力继续增大, 可添加

新的服务器来应对, 这样系统就具有良好的水平伸缩

性. 由于平台用户可登入账号, 这就牵涉到用户状态

的问题. 用户登入后, 经负载均衡后可能被分配到不

同的服务器, 平台采用复制 Session 方式来实现用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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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保持. Session 复制就是在每一台服务器上都有相

同的 Session, 用户也感觉不到差别. 虽然复制 Session
造成内存的大量损耗, 但是此种方式速度快, 实现方

便. 在用户数量非常多的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单独的

服务器甚至是服务器集群来保存 Session.  
4.3.2 数据库层水平扩展 

对于读多写少的应用, 读/写分离技术是广泛使用

的. 本平台就采用数据库的读/写分离来实现数据层水

平扩展. 读/写分离技术, 即: 同一个数据库在多个数

据服务器上有多个镜像, 彼此同步. 然后将对于数据

库的写操作统一到一个主服务器上, 而读操作则分摊

到多台服务器上, 如图 7 所示.  
 
 
 
 
 
 
 
 
 

图 7 数据库层读写分离 
 
5 企业商品和物流信息记录的组织与管理 
5.1 平台商品的组织与管理 

平台中的商品采用分类、标签、本体相结合方式

来进行组织与管理, 使商品资源有序化.  
商品分类结构共有为 5 个级别. 这 5 个级别是在开

发商品库时确定的, 但是某级别下的子级别个数会随着

新商品的不断出现而随之增加. 中小企业用户在添加商

品时, 需要选择商品所属种类. 这种分类方法比较死板, 
不能随着商品的不断增多和用户兴趣点的转移而改变.  

标签又称大众分类法, 指采用任意自由词对信息资

源进行标注而形成的分类词表[7]. 企业在添加零件时可

以输入一个或多个表征该商品特征的标签, 如: 45#钢、

镀锌、34 元. 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标签检索需

要的商品. 为保证标签的有序性和有效性, 系统记录每

次搜索的输入项、输出项, 将这些搜索情况进行统计、

排序, 将使用次数多的标签推荐给平台用户. 在企业用

户添加标签时, 推荐其使用排名靠前的标签; 对于平台

用户, 建议采用使用次数多的标签进行检索. 在搜索次

数达到一定数量级后, 标签的排序就逐渐稳定下来.  
采用与管理标签类似的方法管理本体库. 对于同

一个商品, 不同企业可能给出不同的名称; 同时, 同
一个名称可能对应不同的商品. 采用上述 “搜索—排

序”方式来管理本体库, 将使用次数多的作为该商品

的本体, 将其余的名称作为该本体的具体实例, 继承

该本体的所有属性.  
5.2 平台物流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物流信息记录共包含 15 位数字, 其中前 7 位数字

对应商品的分类, 以此标明商品种类; 8-12 标明该物流

信息的发布商, 后三位是发布企业的自编号. 用户在

物流信息库中搜索合适的商品, 然后通过 PartList 表中

的 PartsName 字段来索引商品模型, 同时通过 PartList
表中的PartsFatherID索引信息供应商. 物流信息的命名

规则、PartList 表和 ProviderList 表的关系如图 8 所示.  
 
 
 
 
 
 
 
 
 

图 8 物流信息命名规则及数据表关联 
 
6 平台开发和使用环境 

平台采用 B/S 模式, 开发工具为 Visual Studio 
2008, 开发语言为 C#, 数据库为 SQL Server 2005. 服
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及 IIS 7.0. 客户端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7.0 以上或其他浏览器.  
 
7 结论 

鉴于中小企业难以承担建立物流信息平台的费用, 
本文提出采用 PaaS 模式来搭建中小企业物流信息公共

平台. 本文对平台的运营模式进行了阐述; 针对多用户

的物流信息系统, 提出四层架构、Force 数据模型、数据

隔离等方式建立系统框架, 通过分类、标签、本体来进

行物流商品的组织与管理. 通过系统原型实际试用发现, 
用户体验良好, 系统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生产供应链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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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软件界面设计图 
 
4.2 软件运行及检测效果 

对于该检测系统来说, 图像采集卡获取的源图像

与模板图像在尺寸上是相同的. 每一次检测的结果都

会存放到数据库中, 以便查询统计[10], 检测效果如图 8:  
 
 
 
 
 
 
 

图 8 检测效果 
 
5 结语 

目前, 计算机视觉在产品质量检测领域已经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促进了工业自动化的迅猛发展. 针对

电能表人工检测时漏检率高、检测时间长的问题, 开
发出基于视觉的电能表检测系统, 该系统具有检测速

度快、识别率高等特点, 能够对电能表的检测信息进 
 
(上接第 29 页) 

 
理效率, 有力的降低企业物流信息化建设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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