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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855《先进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 制造业企业过程互操作性建立要求》拟包括以下3部分:
———第1部分:企业互操作性框架;
———第2部分:评价企业互操作性成熟度模型;
———第3部分:由信息和通信技术驱动的企业互操作性要求。
本部分为GB/T32855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1354-1:2011《先进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 制造业企业过程互操

作性建立要求 第1部分:企业互操作性框架》(英文版)。
本部分的技术内容和组成结构与ISO11354-1:2011《先进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 制造业企业过程

互操作性建立要求 第1部分:企业互操作性框架》(英文版)相一致,只在需要的地方,做了个别编辑性

修改:

a)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制定要求重新起草了前言。

b) 将“本国际标准”和ISO11354改为“GB/T32855”。将ISO11354-1改为GB/T32855的第

1部分或GB/T32855.1。

c) 将已转化为国家标准的国际标准编号改为国家标准编号,未转化的国际标准保留。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高雪芹、黎晓东、杨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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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企业间的互操作能力,不仅成为当今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公认品质和优势条件,而且也越来

越关乎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企业需要更强的互操作性,以降

低成本和减少延期。增强互操作性能够使企业在组织网络中为市场提出新产品。许多利益相关方相

信,企业互操作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取得卓著的创新成果,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见参考文献

[16])。
企业互操作在工程学科领域还没有恰当定义;互操作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在不同分科和领域具有

多个定义和内涵,这导致沟通困难并产生误解。因此,与企业互操作相关的概念必不可少。
企业系统由于不同类别的障碍而无法进行互操作。因而,互操作性障碍是一个重要概念,GB/T32855

的本部分定义了三类互操作性障碍,即:概念性的、技术性的和组织性的。互操作性障碍需要以标准方

法进行分类,现有互操作性知识和解决方案需要和这些障碍相关,以促进行业设计及实施的互操作性。

GB/T32855认为互操作性是一个通用概念,任一特定企业互操作失败的常见问题被认为能够识

别并能开发出解决方案。因此,GB/T32855认为企业互操作是一个工程学科,和其他商务问题不同。
互操作性被视为是促使商业协作必不可少的支持,但本身并非商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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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
制造业企业过程互操作性建立要求

第1部分:企业互操作性框架

1 范围

GB/T32855的本部分目的在于规定了一个企业互操作性框架(FEI);该框架建立起几个维度和视

角,用以处理互操作性障碍、提出潜在解决方案并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GB/T32855应用于制造业企业,也能够用于其他类型的企业。GB/T32855的使用对象是根据信

息、通信技术开发和部署解决方案的利益相关方。GB/T32855的聚焦点在于企业(制造或服务)互操

作性,但并不仅限于此。

GB/T32855的本部分规定了:
———若干视角,这些视角针对利益相关方关注点,其关注因素是需要互操作的企业在操作层面的实

体(信息对象或物理对象)交换;
———一个框架,此框架构建出利益相关方的关注点(业务、过程、服务和数据)、与企业互操作有关的

障碍(概念性的、技术性的和组织性的)和克服障碍的方法(集成的、统一的和联合的),框架还

包括各种解决方案的识别,这些解决方案促使互操作的实现。

GB/T32855的本部分没有规定实体(信息对象或物理对象)交换的专门机制,也没有规定实施互

操作解决方案的方法。
三个附录提供了附加信息。附录 A描述现有互操作性框架如何与本框架相关。附录B是使用

FEI对互操作性障碍、知识和解决方案进行识别和分类的示例。附录C给出了在互操作工程项目中如

何使用FEI的方法性指南。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企业互操作性 enterpriseinteroperability
能进行有效交流和交互的企业能力和实体能力。
注:如果交互在数据、服务、过程和业务这四个互操作性关注点中至少一个领域发生,则互操作性意义重大。

2.2 
互操作性障碍 interoperabilitybarrier
企业实体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阻塞信息交流以及其他实体间的交流,并妨碍使用服务或

者对交换事项的共同理解。
注:GB/T32855的本部分定义了三类障碍:概念性的、技术性的和组织性的。

2.3 
互操作性关注点 interoperabilityconcern
企业利益相关方感兴趣的交互领域或互操作需要。
注:GB/T32855的本部分定义了互操作性关注点的四个方面:数据、服务、过程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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