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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ITILV3的补充组件 ITILv3新的特色是补充组件，该部分的核心是指导在不同市场
、技术或规范环境中的应用。
“补充组件”包括不同情况、行业和环境的详细内容和目标。
补充组件每年或每季度将不定期地根据需求进行变更。
最新的实例是“ITIL在小型IT组织的应用”，在ITIL v3中也有所体现。
其他关键补充组件是关于对不同规模企业或行业实施指导方面的。
补充组件包含针对不同市场的指导。
可在不同的基础上选择有针对性指导，例如，COBIT、六西格玛、业务模型、萨班斯法案等。
 补充组件中的指导可以帮助用户定制ITIL以使其满足需要，并且也为如何将ITIL与其他最佳实践和标
准相结合提供指导。
例如，ITGI（IT Govemance Institute）和OGC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应结合应用COBIT和ITIL的白皮书
，ITGl和OGC还表明计划持续促进他们的实践与其他实践的结合，同COBIT及其他的标准和最佳实践
结合得更加紧密，这将更易于ITIL的实施，而且可以带来更加成功的结果。
 补充组件是关于不同规模企业或行业实施指导方面的，包含针对不同市场的指导。
企业基于不同的基础选择有针对性的指导。
例如，COBIT、六西格玛、萨班斯法案等。
 补充组件中的指导可以帮助用户进行客户化定制ITIL，使其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并且也为如何
将ITIL与其他最佳实践和标准相结合提供指导。
如果ITIL v3能同COBIT及其他的标准和最佳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这将更易于ITIL的实施，且可以带
来更加成功的结果。
 3.ITILv3的网络组件 “网络组件”提供共同所需的动态资源和典型材料，例如，流程图、定义、模板
、业务案例和实例学习。
网络组件是动态的在线资源，可根据所需经常进行变更，类似于一个公司的网站。
 该组件的内容是基于网络为现有的和热衷于ITIL的用户提供支持。
网络组件提供共同所需的动态资源和典型资料，例如，流程图、定义、模板、业务案例和实例学习；
也包含了一些ITIL表单，ITIL中的变更顾问委员会会议日程安排等模板。
 3.3.2服务生命周期框架 ITIL v3的核心架构是基于服务生命周期的，服务生命周期框架如图3.7所示。
《服务战略》是生命周期运转的轴心；《服务设计》、《服务转换》和《服务运营》是实施阶段；《
持续服务改进》则在于对服务的定位和基于战略目标对有关的进程和项目的优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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