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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过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简称 BPM)致力创新企业业务过程管理、分析、控制与改进的

系统化与结构化方法,其目标在于改进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是现代信息系统的共性基础技术.当今全球产

业结构正呈现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加速转型.智能制造是实施《中国制造 2025》的主攻方向之一,
是落实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打造制造强国的战略举措,更是我国制造业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实现转型升

级的关键所在.如何针对智能制造的发展需求,研究更高效、柔性、智能的业务过程管理与服务技术面临巨大

的机遇与挑战. 
专题公开征文,共征得投稿 31 篇.这 31 篇论文通过特约编辑形式审查,有 29 篇论文进入到评审阶段.特约

编辑先后邀请了 30 余位业务过程管理、服务计算、软件工程、智能制造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审稿工作,每
篇投稿邀请 2 位专家进行评审.稿件评审历经 5 个月,经初审、复审、第 7 届中国业务过程管理大会(CBPM 2017)
会议宣读和终审 4 个阶段,最终有 10 篇论文入选本专题.这 10 篇论文主要涉及模型管理、过程挖掘、调度方

法、服务技术等研究方向,其中模型管理 2 篇、过程挖掘 2 篇、调度方法 3 篇、服务技术 3 篇. 
智能制造生产过程涉及大量的业务过程,研究对大规模业务过程模型的检索、重用等管理方法有助于为其

提供技术支持.《基于数据集分割的云工作流模型库并行检索方法》针对高效检索大规模业务过程模型的应用

挑战,研究了基于数据集分割的流程并行检索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均匀划分法或自动聚类法对大规模流程模

型库(集)进行模型子集的合理划分,然后并行检索流程.《基于行为特征的语义工作流修正算法》关注业务过程

模型修正问题 ,而模型修正是业务过程模型重用的重要任务 .该文的基于行为特征的修正方法提高了基于

Stream 修正方法的适用性和健壮性,可为业务过程管理人员提供较好质量的修正语义工作流,对提高工作流重

用的效率和质量有较大的帮助. 
过程挖掘通过对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日志进行分析,使用过程挖掘算法来发现和优化业务过程模

型或者检查业务过程的执行和模型是否一致.《一种从无“aba”模式的日志中挖掘 2 度循环的方法》观察到现

有过程挖掘算法依赖于“aba”模式来挖掘 2 度循环,而满足局部完备性的日志文件中不一定出现该模式,提出了

α L+算法,用于从满足局部完备性的日志中挖掘出 2 度循环.《基于优化主题模型的临床路径挖掘》提出了一种

基于主题的临床路径挖掘算法,可以从医疗数据中抽取历史执行路径,客观反映数据中实际存在的医疗模式.该
方法可为发现更符合特定行业或领域特点的高质量知识主题与业务过程挖掘提供技术参考或基础. 

智能制造、业务过程管理与服务技术均离不开高性能而灵活的调度.《移动云计算中基于延时传输的多目

标工作流调度》主要研究移动云计算环境下工作流执行能耗和时间的多目标调度优化问题,提出了面向多目标

优化的工作流调度算法.该算法融入了延时传输机制,能够同时有效地优化移动设备的能耗和工作流的完工时

间.《云环境下基于多目标的多科学工作流调度算法》针对现有云环境下的多科学工作流调度算法中存在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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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安全调度问题,在公有云的环境下,研究单个用户同时提交多异构科学工作流以及动态提交的问题,将关键

的安全性和时间约束加入到多科学工作流费用优化模型中,提出了云环境下基于安全性和时间约束的多科学

工作流费用优化模型,并提出了针对该模型的费用优化算法.《基于协作模式的工作流最优员工分配方法》提

出了一种通过参考历史日志中的高协作模式实现最大协作度的员工分配方法.该方法在计算员工与员工之间

的协作度时也考虑了活动本身对其协作水平的影响. 
云制造是一种根据用户需求组织网上制造资源并提供各类按需制造服务的网络化制造新模式,需要保证

服务或服务组合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以完成复杂多样的制造任务.《基于动态匹配网络的制造服务组合自适应方

法》针对制造任务和制造服务的动态多变对云制造系统的管理带来的挑战,运用复杂网络相关理论,构建制造

任务-制造服务动态匹配网络理论模型,基于此提出了制造服务组合自适应方法,为制造任务和制造服务的动态

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融合多维信息的主题自适应 Web API 推荐方法》着眼于“根据用户的自然语言描述需

求推荐可行的或者推荐可用于解决问题的任务集合”,提出了一种融合多维信息的主题自适应 Web API 推荐方

法.该方法通过多维信息处理与多维信息融合两个阶段,将 Mashups 之间的相似度、Web APIs 之间的相似度、

Web API 的共现性及流行度输入因子分解机模型,利用评分排序结果,为 Mashup 的创建推荐 Top-N Web APIs
作为推荐集合.《基于 SOM 神经网络的服务质量预测》关注如何从大规模的功能属性相同而非功能属性不同

的候选服务中为用户有效地推荐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服务问题,在历史 QoS 数据稀疏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基

于 SOM 神经网络的服务质量预测方法.该方法首先分别对用户和服务进行聚类,得到用户关系矩阵和服务关系

矩阵,在用户关系矩阵的基础上寻找恶意评价用户,减少恶意评价用户对预测精度的影响,并在服务关系矩阵的

基础上考虑服务关联性;然后,采用一种新的 Top-k 选择机制获得相似用户和相似服务,最后对缺失值进行预测. 
本专题主要面向业务过程管理、服务计算、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咨询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人员与专业软件工程师,反映了我国学者在业务过程管理技术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软

件学报》编委会对专题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软件学报》编辑部的辛勤工作和汗水,感谢专题评审专家及

时、耐心、细致的评审工作.此外,我们还要感谢向本专题踊跃投稿的相关领域学者的支持.希望本专题能够对

业务过程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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