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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柔性审批流程模型① 
江日念, 许  锟, 乔德新, 申端明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为了满足大部分信息系统中审批流程灵活多变的需求, 在抽取一些审批业务流程的共性后, 建立了一个

支持回退、跳转、流程变更等功能的通用审批流程模型. 通过将流程模版和流程实例分离, 使得模型能应对变更; 
通过将流程模版和流程实例拼接, 使之能够展示流程的轨迹和流转动向; 通过配置模型的各个构成要素, 使之能

够满足不同业务的个性化审批需求, 从而具备一定的柔性. 最后, 以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中项目立项审批为例, 验
证了该模型的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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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lexible Approval Process Model 
JIANG Ri-Nian, XU Kun, QIAO De-Xin, SHEN Duan-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more flexible approval process which is demanded in most inform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extracted some features in common and established a universal approval process model that supports 
functions including rollback, skip and alt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model works as the following: through separating 
the templates and processing instances it makes the model available when alterations occur; through jointing the 
templates and processing instances, it is able to display the trajectory and circulation trend of the process; through 
configuration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it is able to meet individualized approval needs for different businesses, which 
means a kind of flexibility. Finally, the author presented an example of project approval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model is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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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审批流程是以审批人为中心, 将电子形式的表

单、文档、图像等信息在有关人员之间进行分发, 以
便得到不同人的审阅、审核和审批等处理[1]. 大部分信

息系统中的审批业务具备一定的共性, 但个性化需求

更多, 且这些需求变更的随意性很强, 传统的审批流

程难以满足. 因为传统的审批流程更多的是关注“如
何辅助开发者更容易的让流程运行完成”, 而不是关

注“记录流程运行的历史和轨迹”[2]; 传统的审批流程

认为“回退”、“跳转”也是业务流程定义的一部分, 是 
通过分支和条件流转的设计来解决的, 而不能通过配 

 
 
置实现; 传统的审批流程在设计阶段时, 流程已经固

化下来了, 在运行阶段变更流程相当困难. 即传统的

审批流程不易满足以下三方面需求:  
(1) 流程的可见性. 任何审批人都可以看到整个

流程运行的历史和轨迹.   
(2) 流程“回退”、“跳转”、“终止”的可配置性. 在

当前的审批节点中, 审批人拒绝时, 应该回退给哪个

审批节点是可配置的; 在当前的审批节点中, 审批人

同意时, 审批人是否可跳转流程是可配置的, “跳转”到 
哪个流程节点是可选择的, 是否可终止流程同样也是 
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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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批流程的动态变更的适应性. 增加、删除一

个审批节点时, 不会影响已审批业务历史轨迹的正常

显示和正在审批中业务的正常流转.  
针对以上传统审批流程无法解决的问题, 本文设

计和实现了一种柔性审批模型. 以满足绝大多数业务

审批的需求.   
 

2  审批流程模型的设计 
  一般的审批流程流转过程为: 填报人填写业务单

据后, 提交给相应的岗位的人员进行审批. 该岗位下

的审批人接收到审批通知后, 对审批申请执行审批[3], 
之后根据预先的流程定义, 决定下一步流程的流转, 
直至流程终结. 下面将从模型构成要素、模型审批过

程以及模型的设计三方面描述一个具备柔性的审批流

程模型.   
2.1 模型构成要素 
    该模型同一般审批模型类似, 同样具备两大要素:
审批业务对象和审批流程定义.  
2.1.1 审批业务对象 
    审批的业务对象是指在审批过程中流转的信息, 
这个信息可以是表单、数据列表, 也可以是文档、图像

等等. 在功能确定的组织结构中, 审批业务对象按照一

定的路径在各职能部门之间流转, 完成审批任务 [4].  
在不同的审批节点中的审批人, 对审批业务对象可以

有不同的权限, 即看到的审批业务对象可以是不一样

的. 这种不一样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对审批业务对象的关注点不一样. 即不同节点

的审批人只看到了自己要关注的审批业务对象部分.   
    (2) 对审批业务对象的操作权限不一样. 有些审批

节点的审批人仅仅只能对审批对象有查阅的权限, 而
有些审批节点的审批人有对审批对象有修改的权限.   
    以上两种审批业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均可通过

流程配置实现. 此外, 在每个审批业务对象实体中, 
都有一个属性叫做“审批状态”. 这个属性用来标识审

批业务对象在审批流程中的状态, 它有临时保存、审

批中、已审批、已撤回四种状态. 每次流程提交时, 一
旦涉及到审批业务对象状态变更, 就去更新这个属

性, 为后续查看、统计审批业务对象的审批进度提供

便利.   
2.1.2 审批流程定义 
    审批流程定义是审批流中最重要的部分, 它预先

确定了业务对象在审批流中将走过哪些审批节点. 审
批流程定义包含三要素: 审批节点、审批角色(岗位)、
审批人. 定义的审批流程包含若干个审批节点, 每个审

批节点对应唯一的审批角色, 该审批角色下配置了若

干个审批人. 当一个具体的业务对象开始在流程中流

转时, 就形成了一个流程实例, 每个审批节点对应的审

批角色下的审批人便确定了. 每个审批人在提交流程

时, 流程实例将记录下该步骤相关的所有信息, 如前序

审批节点信息、当前节点信息、后续节点信息以及审批

的业务对象信息. 将流程实例信息和流程定义信息隔

离, 这样一旦审批流程定义发生变更, 不会影响审批

中、已审批、已撤回的业务对象的正常审批.   
    在某些实际情况中, 有些流程节点的审批人具有

较大权限, 可以选择跳过中间一些审批节点, 甚至直接

终结审批流程. 这种“异常”流程是真实存在的需求, 但
因其人为干预性很强, 使得在流程定义中无法根据条

件分支等满足此类需求. 这就要求在某些流程节点中, 
该流程的流转过程应该是可配置的, 即考虑到柔性化

需求[5,6], 则可以对审批流程进行柔性化定制和更改[7].   
2.2 模型审批过程 
    在该模型中, 流程基本的流转过程如下: 审批人

填报表单或上传文档后, 将根据审批对象的业务类型

和填报人的组织机构共同确定审批对象的审批流程.  
将审批对象提交给相应角色后, 该角色下的审批人员

根据配置, 有查看或者编辑审批业务对象的权限, 同
时每个审批节点有两种选择: “同意”和“拒绝”. 当审批

人同意该审批业务对象时, 审批的业务对象可继续往

下流转, 根据流程的配置, 审批业务对象可以按序流

转、跳转、甚至被终结审批. 当审批人拒绝时, 审批的

业务对象必须回退, 根据流程配置, 该审批业务对象

可回退给填报人, 亦可回退此节点以上任意一个审批

节点. 在每一步审批中, 是否必须填写审批意见, 也
是通过流程配置实现的.  
2.3 模型设计 
  该模型设计的要点如下:  
    (1) 审批历史轨迹的显示 
  在填报人填报界面和审批人审批界面, 不只显示

审批业务对象信息, 同时也显示流程的历史轨迹和后

续尚未完成的流程节点信息. 这样填报人和审批人可

清楚地知道整个业务对象流转的情况.  
    (2) 流程支持“回退”、“跳转”、“终止”操作.   



2014 年 第 23 卷 第 4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pecial Issue 专论·综述 9

  通过配置流程节点属性, 系统加载审批流程, 审
批人选择“拒绝”后, 该流程将回退, 默认将回退到填

报人, 即流程的第一步, 此时也意味着流程撤回. 如
果流程定义中配置了回退节点的 ID, 则流程将退回到

指定的流程节点中. 审批人选择“同意”后, 流程可根

据配置或按序流转、或跳转、或终结.  
    (3) 流程定义的动态变更.  
  审批流程定义中为了应对流程变更对现有流程实

例的影响, 将流程实例信息和流程定义信息隔离. 这
样在流程定义中插入、删除节点时, 流程实例将自适

应, 因为此时的流程定义部分实际上由流程实例和后

续未完成的流程“拼凑”而成.  
  下面以插入、删除节点为例, 说明该模型对变更

的适应性. 其中 I 代表流程实例节点, N 代表流程定义

节点, Ii是 Ii-1的后续节点, 与Ni一样, 都是流程实例和

流程定义的衔接节点.  
    插入节点: 在流程中插入节点 N 时, 有如下三种

情况.  
  a) 插入节点在衔接点之前 
 
 
 
 

图 1 衔接点 Ni之前插入衔接点 
 
  由图 1 可知, 流程定义中在衔接点之前插入流程

节点, 该流程依然按照旧的流程定义规则执行, 不影

响流程实例的正常运行.  
  b) 插入节点在衔接点之后 
 
 
 
 

图 2 衔接点 Ni之后插入衔接点 
 
  由图2可知, 在衔接点之后插入节点N, 因为流程

实例尚未运行此处, 所以在此位置插入节点 N, 后续

流程会按照新的流程定义规则运行.  
    删除节点: 在流程定义中删除节点时, 同样有以

下三种情况: 
  a) 删除的节点在衔接点之前 

 
 
   

图 3 在衔接点 Ni之前删除节点 Ii-1 

 

  由图 3 可知, 删除节点 Ni-1 不影响流程实例运行, 
它依然按照旧的流程规则运行, 因为流程实例已经记

录了节点 Ii-1.   
  b) 删除的节点为衔接点 Ni 
 
   
   
 

图 4 删除衔接点 Ni 

 
  因为在流程实例中, 当前流程节点 Ii-1 会去流程定

义中寻找衔接点 Ni, 流程初始化时会因找不到该流程

节点引发异常. 为了避免该异常, 应在加载流程实例

时, 先更新流程实例, 使得当前节点的下一节点指向衔

接点的下一节点, 如图 4. 若衔接点为最后一个节点, 
则该终止该流程, 并将业务状态的审批状态调整为“已
审批”. 所有该流程实例会按照新的流程规则运行.   
  c) 删除的节点在衔接点之后 
 
 
   
   

图 5 在衔接点 Ni之后删除衔接点 Ni+1 
 
  如图 5 所示, 同删除衔接点结论一样, 只不过不

用更新流程实例的下一个节点指向.  
    (4) 审批人的确定 
  每个审批节点下的审批人都是通过授权分配的, 
一个流程节点至少有一个审批人. 审批人的确定根据

审批角色的不同而不同, 对于本部门的审批角色, 审
批节点将取出本部门相关的审批人. 对于上级部门的

审批人, 审批节点将取出所有审批人, 对于具有跨部

门的角色, 由于具体审批人预先难以固定, 故由当前

审批人手动选择, 如项目负责人. 至于审批角色的部

门属性, 则是通过在流程定义中配置流程节点的相关

属性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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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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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节点N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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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节点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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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程实例运行时, 当前审批人提交审批流程

至下一审批节点时, 必须确定下一环节审批人. 当下

一环节审批人唯一时, 在此审批人的系统首页生成

该业务对象的审批待办; 当下一环节审批人不唯一, 
即选择了多个审批人时, 则系统采用“抢办”的策略: 
在这些审批人系统首页均生成该业务对象审批待办, 
如果其中一人已办理, 则其他审批人的待办消失, 不
可办理.   
    (5) 退回后的流程的流转 
  此处流程的退回, 可能指退回到任意审批节点, 
也可能指退回到填报人, 即流程撤回. 无论流程退回

到哪个节点, 此时流程将在当前退回的节点 Iback 和

流程的衔接点 Ni 之间重新流转, 流转过程中遵循两个

原则: 
  a) 谁审批过, 谁负责重新审批. 审批节点的审批

人是唯一的, 是流程退回前办理审批业务的审批人.   
b) 流转过程中不支持“跳转”. 流程退回后, 审批

人或者填报人可能会修改审批业务对象, 基于后续审

批人对业务负责的考虑, 不允许审批人越级选择审批

节点, 必须按照流程实例的历史轨迹按序走完流程.  
 

3  审批流程模型的实现 
  下面以某机构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中项目立项审

批为例, 描述了该审批模型的实现过程, 并验证该审

批模型柔性.   
3.1 业务场景描述 
   项目立项审批业务场景如下: 项目填报人填写该

项目信息后, 提交给依托项目负责人审批, 由于该依

托项目负责人不定, 需要填报人手动选择审批人. 该
项目的依托项目负责人若审批通过, 则提交给所长审

批, 否则退回给项目填报人. 所长若审批通过, 则流

程提交给上级部门科研项目室的业务负责人审批, 由
于某些特殊原因, 科研处项目室的审批人具有“跳转”
和“终止”流程的权限, 即审批人同意该项目审批通过

时, 审批人可将流程提交到后续的任意节点, 甚至终

止流程. 科研处项目室的下一审批节点为科研处处长, 
若经过该流程时, 且科研处处长同意流程通过时, 进
入主管领导审批环节, 否则退回到依托项目负责人.  
在主管领导的审批环节中, 若领导同意审批通过时, 
流程终结, 否则流程退回到依托项目负责人并继续流

转, 直至终结. 项目审批流转情况如图 6.   

 
 
 
 
 
 
 
 
 
 
 
 
 
 
 
 
 
 

图 6 项目立项审批流转示意图 
 
    此外, 根据业务部门需求, 填报人和审批人可以

随时查阅审批进度和流程的历史轨迹.   
3.2 模型实现 
    根据 2.1 业务场景的描述, 可知该项目的立项审

批流程必须实现以下七点, 使得实现的模型具备柔性, 
以随时应对未来需求变更造成对系统的影响.   
    (1) 回退节点的可配置性. 如在 2.1 业务场景描述

中, 科研处项目室审批拒绝后退回到依托项目负责人, 
若需退回到其他节点, 须通过配置实现.   
    (2) 审批角色部门属性可配置性. 在该立项审批

流程中, 审批角色部门有三种属性: 与填报人同一部

门, 如所长: 跨部门, 如依托项目负责人; 上级部门, 
如科研处项目室. 这三种属性角色下审批人的确定应

有不同的策略. 如依托项目负责人不定, 所以必须依

靠填报人手动选择若干个依托项目负责人.   
    (3) 跳转节点和终结流程可配置性. 某些流程节

点有较大权限, 能够选择跳过后续某些流程节点, 或
终止流程. 如科研处项目室就具备了这个权限, 类似

此种情况应该通过配置实现.   
    (4) 对审批业务对象的权限可配置性. 基于每个审

批节点对项目的关注点不一样, 每个流程节点对看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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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对象应不一样. 此外有些节点能修改项目立项信息, 
而有些节点只有查看权限, 如填报人和依托项目负责人

有编辑权限, 而其他审批节点的审批人则只有查看权限.  
    (5) 审批意见填写与否的可配置性. 在每个审批

节点, 审批人在审批通过或审批拒绝时是否应该强制

填写处理意见, 须通过配置实现. 默认情况下, 拒绝

时必须填写处理意见. 同意时则可以不填写处理意见. 
    (6) 流程变更的适应性. 为了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应对流程定义中增加、删除节点时对已审批和审批中

的项目的影响, 流程应由流程实例和流程定义“拼凑”
起来, 走过的节点将不受流程变更的影响.  
    (7) 流程的可见性. 为了提高系统的易用性, 让审

批人能查看整个流程进度和流程所走的历史轨迹, 在
审批人的审批界面将显示整个流程信息, 包括流程的

历史轨迹和后续尚未走完的流程信息.  
以上需求使得流程实现时必须考虑到流程的可配

置性、流程变更的适应性、流程的可见性. 基于这三

大原则后实现的项目立项审批流程如图 7. 审批人在 
 
 
 
 
 
 
 
 
 

图 7  项目立项审批实现效果(审批流程部分) 
 
前台界面可方便地查阅流程进度和流程历史轨迹, 其
中项目填报人在第一次提交流程后, 依托项目审批人

以“预算金额不对”退回. 项目填报人修改预算金额后

再次提交通过, 直至流转到科研处项目室, 此节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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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跳转、终止流程的权限, 即审批人可以选择审批的

下一节点.  每次处理系统都将记录审批人的处理时

间, 以便用户查阅、跟踪流程进度.  
 
4  总结 

本文描述了一个柔性审批流程模型的设计和实现

过程. 该审批模型具有流程可配置性、流程变更的适

应性和流程可见性的特点, 它能够弥补传统的审批流 
程灵活性的不足, 有效地支持人工调整流程, 在实现

电子审批的同时, 充分发挥了审批人的主观能动性.  
该自定义审批模型能应对各种“异常”的审批流程, 这
些“异常”情况, 需要通过人机交互来动态决定审批流

程的实际路径[8]. 该审批模型已经应用于某机构科研

管理信息系统中, 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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