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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益软件度量: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内容简介：软件度量是当今软件开发行业的热点话题，但同时
也是推广实施过程中的难题。
一方面软件企业管理存在度量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在推行软件度量的实践中问题颇多，效果
不佳。
人们迫切需要破解度量谜题，找到切实可行的软件度量实践方法。

《精益软件度量: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并不试图描述一个完整的软件度量体系，也不会试图解决度量
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是从精益理念的角度，尝试重新梳理在中等规模到大规模软件开发中度量体系
设计和实施的思路。
全书分为3部分，共14章。
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至第4章，介绍了精益软件开发中度量的理念和体系的设计。
第二部分包括第5章至第12章，先阐述了流程建模、需求和功能划分的一些概念，然后分别从交付价值
、市场响应速度、交付速率、质量和能力几方面探讨了度量维度的问题。
第三部分包括第13章至第15章，介绍度量体系的导入和部署。
前两章用案例的方式介绍了度量体系验证阶段的准备和工作，第15章初步探讨了如何在组织范围内部
署和推广度量体系。

《精益软件度量: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是作者结合自己在软件开发和项目咨询业界十几年的实践经验
，针对软件度量的价值和意义、手段和方法、体系和实践的思考反思之作。
《精益软件度量: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对于软件企业和组织管理者、软件产品研发管理者、软件项目
管理人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也可以供高等院校从事软件工程和软件度量研究和教学的老
师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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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松，应用开发工程师、产品研发工程师、方案架构师、项目经理，甚至售前、销售等各种角色。
在过去十几年里，对软件的兴趣，使张松一直在这行当的一线体验着软件从业者所特有的辛劳和喜悦
，并乐此不疲。
在ThoughtWorks 中国分公司，张松现在承担着咨询总监的职责，负责中国市场的咨询业务。
在这之前，他曾是多个交付项目的项目经理，并作为交付总监负责中国区项目组合的交付保障，此外
他还为多个知名企业的产品研发机构或IT 组织提供长期的咨询服务。
加入ThoughtWorks之前，张松是Aspect Enterprise Solutions Ltd（原OILspace Inc）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
张松拥有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和英国Warwick 大学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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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14.6 反馈 第15章 实施推广 15.1 建立愿景 15.2 触发目标 15.3 度量组织 15.3.1 执行组织 15.3.2 能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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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我们行业的客户不要快，6个月一次的交付已经是
他们愿意承受的极限了”，又或是“我们是做企业软件，客户不想总是升级”，还有“我们的客户在
招标的时候，他们的功能列表里包含了你能想象出来的所有特性，我们得想办法把所有的条目都打上
勾才行”。
这些需求似乎都在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堆砌功能，单个特性的价值高低或是交付的早晚，其实并
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客户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其实很多情况是其面临某些约束而不得已的做法，并非真正的要求
。
下面是两个比较常见的约束。
 一个是升级的成本和复杂度。
如果这种类型的系统升级非常麻烦，成本很高，那么当然客户就不愿意使用新版本。
这种现象更多是发生在硬件相关的软件开发领域，而现今在互联网和商用软件领域，一些随持续交付
和DevOps兴起的部署和运营手段已经能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质量风险。
一般在生产环境运行了一段时间的版本都是相对稳定可用的，即使有问题基本也是已知和可控的。
如果历史经验说明，新版本总是有较高的质量风险，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打上不少补丁才能稳定，而
新特性的收益又非常有限，那么在积累的新特性产生的潜在受益远远大于潜在的风险之前，是没人愿
意去升级现有产品的。
 如果软件开发组织能够突破这两个约束，就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市场，将竞争对手远远抛在后面。
就好像iPod在MP3市场上做到的，iPhone在智能手机市场上做到的，iPhone上市之前已经有不少智能手
机，但大多数人都觉得手机搭载上那些笨拙而又不太实用的软件，意义不大，然而iPhone显然突破了
在小屏幕上可用性和实用性的约束，释放出了一个新的巨大市场。
 上面的两个约束跟产品形态和部署方式密切相关，业界有不少实践者在尝试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技术
手段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管理手段所能够触及的优化空间。
任何在软件行当里混过几年的人都知道，通过缩短交付周期来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要完成一个最小的交付单位，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端到端的特性，也可能是一个需要紧急修复的缺陷
，要真地使其能够为用户产生价值，总有一些障碍是绕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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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松有着国内外软件行业的从业背景，十几年来一直沉浸在敏捷精益实施的第一线，参与了众多大小
企业的转型实践，作为许多CIO 和CTO的专家顾问，在这个领域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我想不出有更合适的人来写这本书了！
——郭晓，ThoughtWorks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对于实践者，本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本源去反思相关
实践的效用，为进一步改进方向寻求切实的依据；对于正在评估和计划实施敏捷和精益开发的朋友，
本书是传统和精益、敏捷之间沟通的桥梁。
——何勉，上海贝尔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团队负责人在所有探索有效软件度量方法的尝试中，本书是一
本开创性的佳作。
——熊节，ThoughtWorks中国本书不是纸上谈兵的泛泛之作，更不是剪刀协助下的资源浪费，它是一
个实践者的感悟，行业经验的升华。
——胡荣亮，中兴通信业务院技术部部长传统软件研发中的外包行为，显然是一种相对成功的度量，
不论是按人头还是按时间，大体是买卖双方能共同接受的。
精益软件开发更强调效率，用“外包”的度量方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作者针对这一难题结合自己多
年从业经验进行思考，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霍泰稳，InfoQ中文站联合创始人我看过很多关于精益软件开发的书籍，但是这本书让人眼前一亮
：新的角度和更加务实的内容。
过程改进需要数据的支持，如何精益地获得更为有效的数据，帮助高效、切实可行的过程改进，本书
不但给出了路线图，而且对于每一个节点都给出了详尽的说明。
相信管理者和团队在持续改进的过程中会从这本书获得收益。
——袁斌，迅思威尔（AgileDo）资深敏捷教练软件企业和软件开发的管理者一直期望通过合理的技术
手段来获取各种度量指标，但指标制定者和考核对象在实践中经常存在脱节的情况，而本书从实践者
的角度很好地弥补这部分差距，对指标管理者也有借鉴价值。
管理精髓在于实践，期待后续有更多的实战案例。
——朱谷，中国惠普企业服务应用管理总监在实际开发工作中，特别是小的开发团队，软件量度常常
被忽略。
“精益（Lean）”的概念就是去掉浪费，而去掉浪费就首要是软件度量。
了解这些，相信读者会不难发现此书的有用之处。
——雷剑文（KimManLui） ， AGILE 2012技术评审，《Software Development Rhythms》作者作者在本
书中分享了他在软件行业多年的实战经验，也分享了他对软件度量问题的思考。
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希望我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在此特别推荐。
——王海鹏，资深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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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益软件度量: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为ThoughtWorks中国咨询总监力作，业内众多专家高度推荐、
精益软件度量的深度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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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张松有着国内外软件行业的从业背景，十几年来一直沉浸在敏捷精益实施的第一线，参与了众多大小
企业的转型实践，作为许多CIO和CTO的专家顾问，在这个领域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我想不出有更合适的人来写这本书了！
——郭晓，ThoughtWorks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对于实践者，本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本源去反思相关
实践的效用，为进一步改进方向寻求切实的依据；对于正在评估和计划实施敏捷和精益开发的朋友，
本书是传统和精益、敏捷之间沟通的桥梁。
——何勉，上海贝尔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团队负责人在所有探索有效软件度量方法的尝试中，本书是一
本开创性的佳作。
——熊节，ThoughtWorks中国本书不是纸上谈兵的泛泛之作，更不是剪刀协助下的资源浪费，它是一
个实践者的感悟，行业经验的升华。
——胡荣亮，中兴通信业务院技术部部长传统软件研发中的外包行为，显然是一种相对成功的度量，
不论是按人头还是按时间，大体是买卖双方能共同接受的。
精益软件开发更强调效率，用“外包”的度量方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作者针对这一难题结合自己多
年从业经验进行思考，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霍泰稳，InfoQ中文站联合创始人我看过很多关于精益软件开发的书籍，但是这本书让人眼前一亮
：新的角度和更加务实的内容。
过程改进需要数据的支持，如何精益地获得更为有效的数据，帮助高效、切实可行的过程改进，本书
不但给出了路线图，而且对于每一个节点都给出了详尽的说明。
相信管理者和团队在持续改进的过程中会从这本书获得收益。
——袁斌，迅思威尔（AgileDo）资深敏捷教练软件企业和软件开发的管理者一直期望通过合理的技术
手段来获取各种度量指标，但指标制定者和考核对象在实践中经常存在脱节的情况，而本书从实践者
的角度很好地弥补这部分差距，对指标管理者也有借鉴价值。
管理精髓在于实践，期待后续有更多的实战案例。
——朱谷，中国惠普企业服务应用管理总监在实际开发工作中，特别是小的开发团队，软件量度常常
被忽略。
“精益（Lean）”的概念就是去掉浪费，而去掉浪费就首要是软件度量。
了解这些，相信读者会不难发现此书的有用之处。
——雷剑文（KimManLui），AGILE 2012技术评审，《Software Development Rhythms》作者作者在本书
中分享了他在软件行业多年的实战经验，也分享了他对软件度量问题的思考。
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希望我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在此特别推荐。
——王海鹏，资深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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