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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中的资源共享研究

摘　要　ActiveX、OL E DB、ODBC、ADO 等技术 ,在软件开发中具有明显的资源共享意义。通过

它们 ,共享思想可以在软件资源开发中得到应用。OSS 的涌现 ,为软件开发中的资源共享开辟了

新纪元 ,可避免重复开发造成的浪费 ,提高用户二次开发能力 ,有利于软件人员提高技术水平 ,等

等。参考文献 6。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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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ctiveX , OL E DB , ODBC , ADO , etc. have obvious potentials of resources sharing ,

they can be appli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resources. The emergence of OSS has opened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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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系统的灵魂 ,是人类思想和

智慧的体现。只有配置了软件 ,计算机系统才能按照

人类的意志有序运作。正因如此 ,在计算机发展史

上 ,人们一直视软件为宝贵的信息资源。一份软件也

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由很多子系统构成。

例如 Windows 操作系统包括文件管理、硬件管理、注

册表、网络等。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和用户对其功能需

求的多样性决定了软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很多

人的长期努力。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不同的子系

统是由不同的工作组负责开发的 ,这必然会涉及到各

工作组各级人员之间以及该软件系统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协同工作问题。这里所说的协同工作 ,实质上就

是资源共享问题。资源共享是人类追求已久的美好

理想 ,它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文化共享、标准共享、智

慧共享等。它在重视个体潜力充分展现的同时 ,特别

强调合作 ,减少资源的浪费和冲突。仍以 Windows 操

作系统为例 ,微软公司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就非常重视

内部各子系统功能协调以及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和共

享。例如开发的 COM (Component Object Model) ,既

是一种协议 ,也是一种标准 ,主要用于解决分布二进

制对象本身的低层次的物理问题 ,可以非常有效地将

一个软件模块与另一个软件模块连接起来。在网络

环境下 ,微软公司还推出了 DCOM (分布式 COM) ,它

吸收了 COM 的优点 ,弥补了其不足 ,可用于解决在分

布式对象之间传递信息时所遇到的通信协议问题 [1 ] 。

因此 ,研究软件资源的共享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ActiveX技术与软件资源共享

ActiveX 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一种计算机技术 ,它

由一系列不同的控件构成 ,每一种控件都通过具有相

似编程特性的公共元素来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Ac2
tiveX控件是模块化的对象 ,开发模块化控件的整个

想法就是使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被重用 (共享) 。

用户可以用 Vbscript 来编写 ActiveX 脚本 ,从而新建

自己的 ActiveX控件。由于 ActiveX 控件都被预编译

成可执行代码 ,因而它的运行速度很快。ActiveX 控

件类型很多 ,每种控件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有些控

件因为特别适合于 Web 页面的特殊效果 ,而被包含

在 IE 中 ;而另一些控件因为特别适合于数字计算或

图像处理 ,而被包含在编程语言中 ;还有一些控件因

为特别适合于操纵数据库信息 ,而被包含在 Access、

VFP 等数据库中[2 ] 。ActiveX的功能主要可概括为计

算和操纵数据、通信以及降低编程强度等。

在 ActiveX技术使用之前 ,各种编程语言如 C、

—97—



Foxpro 等在编写应用程序时 ,在用户界面和报表输出

上的编程强度非常大。ActiveX 控件的出现大大降低

了这类编程的强度。例如在以 VB 编写的用户界面

中 ,利用标签控件和文本控件可方便直接地显示 Ac2
cess 数据库中表的字段内容 (如作者、标题、关键词、

发表时间等) ,对命令控件编写 Vbscript 脚本语言实

现查询、插入、更改等丰富的数据库操作功能。这类

控件同样可运用于其他 Windows 环境下的编程语言

如 VC + + 、PB 等 ,这些语言都属事件驱动的面向对

象的应用程序 ,它们在用户界面和报表输出上的操作

基本相同 ,只是在编程上存在语法上的差异。

2 　OL E DB、ODBC 和 ADO 技术与软件资源共享

当前 ,各种数据库语言发展很快。人们在解决与

数据库连接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

对当前的 SQL 语言进行扩展 ,使它变得更通用、更具

有标准性 ;第二种思路是推出相关的连接技术 ,把不

同的数据库转化为统一的格式 ,以使各类应用程序不

必知道其所连接的是何种类型的数据库 ,保证应用程

序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可移植性 ,并能同时访问多种

数据库。OL E DB、ODBC 和 ADO 正是基于此目的而

发展起来的连接技术 (图 1) 。其中 , OL E DB 是一组

图 1 　数据库连接技术

系统级编程接口 ,它提供了到位于任何位置的不同信

息和数据源的访问 ,OL E DB 数据可以位于数据库、

文件、电子邮件、文件夹或其他来源中[3 ] 。ODBC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与供

货商无关的访问相关数据的接口 ,可以一致性地调用

存储在不同数据库中的不同格式的数据。通过使用

ODBC ,应用程序可以方便地连接到 Microsoft Access、

Microsoft SQL server、dBase、Oracle、DB2 及其他数据

库 ,数据库的底层操作由各个数据库的驱动程序完

成。ADO (ActiveX Data Objects)是一个应用程序级的

数据访问对象 ,它易于使用 ,与编程语言和提供者无

关 ,允许对底层 OL E DB 或 ODBC 接口的访问。因为

ADO 与编程语言无关 ,所以可以从 VBScript、J script、

Visual Basic、Java 和其他任何能处理对象的语言中访

问它。另外 ,因为 ADO 与提供者无关 ,所以可以使用

不同的提供者来访问数据库。OL E DB、ODBC 和

ADO 为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提供了统一的接口 ,为

共享数据库软件资源提供了方便和保障。

3 　OSS与软件资源共享

开放源代码软件 OSS (Open Source Soft ) 是近年

来出现的新现象 ,它的出现为软件开发和资源共享开

辟了新纪元。以往的商业软件公司通常只出售软件

的二进制码 ,全球知名的微软公司也是保留原始程序

代码 ,以收取科研成果的专利使用费 [4 ] 。Linux 操作

系统的问世打破了这种局面。该系统的雏形是由赫

尔辛基大学计算机系的 Linux Torvalds 于 1991 年开

发的。与传统的商业软件相比 ,Linux 的源代码是开

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自由复制、自由更改。

正因如此 ,在短短的 10 年间 ,Linux 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目前除了有许多追求自由的程序员喜爱它之外 ,

Linux 还得到了政府部门和投资商的青睐 ,甚至被有

些人称为“Windows 的杀手”。OSS 是更深层次软件

资源共享的体现 ,它至少能带来如下的好处 :一是避

免大量低层次的重复开发 ,减少浪费和冲突 ;二是极

大地提高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的能力和维护产品的能

力 ;三是有利于软件人员更好地提高技术水平并发掘

出其潜力。

当前 ,我国正在加紧进行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

设的重点在于信息系统建设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软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由于我国是在经济相对

落后的情况下进行信息化建设的 ,因此如何在最短的

时间里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益是信息化建设

成败的关键。在这种形势下 ,软件开发中的资源共享

思想对我们充分利用 OSS 成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例如在国内信息系统建设中 ,一方面要注意研究各组

织运行环境的共性 ,大力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 OSS

基础软件 ,减少重复和浪费 ;另一方面要注意研究各

组织的个性 ,在 OSS 软件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具有

个性的软件产品 ,进而提高这些组织维护信息系统和

参与软件市场竞争的能力。据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 ,对 OSS现象反应非常强烈 ,例如 ,方成财务软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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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就是国内一家较早从事财务软件源代码销售业务

的机构[5 ] 。再如 ,2000 年 6 月 ,国家 863 共创软件联

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联合推出了完全 64 位的

中文 Linux 操作系统 ———中文 Penguin64[6 ] 。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软件资源共享并不与软件开

发和软件业的发展相冲突。因为软件资源共享必须

充分地建立在人们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之上 ,

否则就不可能是深层次的。此外 ,共享并不意味着大

家都坐享其成 ,而只是提供了一种宽松的环境 ,使每

个人都能有机会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个

体的潜力 ,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开拓和创新。因

此 ,软件资源共享不会对软件开发和软件的发展产生

制约作用 ;相反 ,只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防患于未

然 ,软件资源的适度和有效共享会刺激软件开发和软

件业的发展 ,而软件开发和软件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会

在更深层次上为资源共享提供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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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 页)调查 ,72 %的人在家里上网 ,67 %的人

在办公室上网 ,31 %的人在网吧上网 ;每月上网 20 小

时以下的占 37 % ,20～30 小时的占 24 % ,31～40 小

时的占 21 % ,40 小时以上的占 18 % ;每月上网费用在

100 元以下的占 35 % ,100～150 元的占 34 % ,150～

200 元的占 18 % ,200 元以上的占 13 %[13 ] 。然而 ,在

火热的网络信息消费过程中 ,也暴露出许多不足。据

中国国家网络信息中心 (CNN IC) 公布的截止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的《中国 IN IERN ET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称 ,当前因特网最令人不满意的是 :速度太慢 ,占

49. 3 % ;收费太高 ,占 36. 8 % ;中文信息不够丰富 ,占

9. 1 % ;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使用不便 ,占 116 % ,ISP

服务质量不好 ,占 1. 6 % ,其他 ,占 1 % ;上网没什么

用 ,占 0. 6 %[14 ] 。为了更好地满足网民的信息消费需

要 ,政府有义务尽快出台富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 : (1)

不断扩大互联网带宽 ; (2) 适度降低电信价格 ; (3) 大

力普及信息资源网络知识 ; (4) 正确引导网络信息消

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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