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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68年“软件危机”【Naur et al 1969】一词出现以来，软件产业从业者和学者一直在探讨如何将传
统行业中的工程方法应用于软件行业，希望软件的开发过程以一种受控、可预测的方式进行，并因此
出现了软件工程这一学科。
40多年来，软件从仅仅应用于国防军事和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逐渐渗透到几乎所有的产业，甚至已
经像水和空气一样成为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元素。
相应地，软件开发领域相继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开发过程和模型，从瀑布式模型、螺旋式模型，
到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和改进框架等。
这些过程模型和框架无一例外地都是基于“完美的结果产生于精确控制的过程”这个理念，对软件开
发生命周期中的计划与执行都十分重视，“按计划、不超预算、实现了预定的需求规格范围、产出物
的质量可接受”，成了一种公认的、软件开发项目成功的标准。
对于最早利用计算机软件的国防军事和航空航天等复杂的、需要大量预先设计的应用领域来说，上述
模型或项目成功标准依然成立。
但是就数量上来说，在今天，更多的软件项目是服务于面对市场激烈竞争氛围的企业。
能否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软件开发过程和模型就显得有些滞重，从而造成企业的信息化系统研发经常
不能满足其日新月异的经营方式所需。
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企业应用软件开发的圈子里，陆续出现了一些轻量级的开发方
法【Fowler 2004】，这些方法以企业业务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快速适应企业的业务变化，并尽量缩短
企业信息系统从规划到初次投入使用的时间周期。
在2001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这些方法的创作者和拥护者们总结了这些方法的共性，发表了敏捷宣
言，并将这些方法统一到“敏捷”这一面旗帜之下[Agilemanifesto 2001】。
最近十几年来，很多敏捷软件开发方法的成功案例，终于使之从“草根一族”渐渐走入了主流软件开
发方法学的厅堂：CMM／CMMI的核心发起单位——卡耐基一梅隆大学的SEI，也专门有研究报告，
以论证敏捷方法和CMMI的兼容性和互补性[Glazer et al 2008】；兼并了著名的软件工程工具厂
商Rational的业界大鳄IBM，也宣称推出自己的敏捷软件开发解决方案[IBM 2009]。
国内敏捷软件开发的起步虽然较欧美晚，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敏捷热潮也逐渐从国外传到国内，
尤其是随着业界领导厂商之一的ThoughtWorks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一贯致力于敏捷方法推广的IT
专业媒体网站InfoQ中文站的开通，使得敏捷方法在中国也正以燎原之势快速地传播。
通过其官方网站不难看出，国内最大的软件企业华为公司也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方法【Huawe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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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1章阐述了敏捷软件开发方法出现的历史背景、敏捷宣言、敏捷原则及最新动态：第2章介绍了
常见的敏捷软件开发方法及其相互间的简单比较；在第3章至第5章中，作者结合自己的敏捷项目开发
经验，融合其他方法，介绍了敏捷软件交付模型以及部分敏捷项目管理和开发实践；第6章从组织变
革实施模型的角度分析了软件开发组织(全企业或企业中的一些部门)如何进行敏捷转型；第7章介绍了
在分布式开发环境和团队中如何采用敏捷实践。
 本书的目标读者包括软件行业从业人员、高等院校软件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对敏捷软件开发
感兴趣的教学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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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聚焦团队工作方向根据Stand.up对过去24小时工作状况的总结，结合项目的最新状态，团队
需要确定今后24小时内的工作重点，并将每个人的工作重心统一到一个方向上，避免个别团队成员因
个人的兴趣或对当前工作重点理解的不准确而将时间浪费在非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上。
5）加强团队建设项目团队通过每天的Stand-up沟通信息，分享彼此所遇到的困难并相互协助，共同克
服，同时每个人都主动向团队作出自己为项目成功所付出努力的承诺，这非常有助于团队增进团结，
提升凝聚力，甚至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专门用来进行团队建设的活动还有效。
6）外部涉众的随机检查点高级经理、项目投资人或项目外对项目状况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作为听众列
席Stand-up，这样做能够有效减少专门的、费力的项目状况通报会。
不过，一般来说，即便高级经理和项目投资人参加了每次的Stand-up，项目还是需要正式的项目报告
，如项目总体进度等还是需要从更宏观的、Stand-up不能覆盖的高度进行总结和报告。
只不过项目报告的周期可以拉长，范围和形式可得到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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