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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事软件工作已经快20年了，其中大部分时间在软件开发的第一线，投身于大大小小的软件项目开
发之中。最近几年，我更换了角色，以一个CMMI主任评估师的身份对众多的软件项目进行评估和诊
断，所接触的软件项目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既有财富500强公司的很成熟的软件项目，也有存在各式各
样问题的不太成熟的项目。通过对这些项目的深入分析，我深切体会到软件开发是一项艰难而特殊的
活动，至今仍然主要依赖于经验进行，尚不存在一个公认最有效的开发方法来保证软件项目的成功。
即使现在最为体系化的CMMI，在我眼里，这个被命名为“能力成熟度模型”的体系依然是不够成熟
的，其实质还是一个工业界最佳实践的集合，很多CMMI实践在千变万化的现实项目中如何解释，仍
然存在争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有内在原因与外部原因两个方面，内在原因指的是软件项目本
身的特殊性，外部原因指的是软件开发的外部环境的特殊性。从软件项目本身特点来说，用过程改进
泰斗沃兹·汉佛瑞（Watts Humphrey）先生所概括的一句话来形容最为贴切：软件开发是“大规模知
识劳动”。而目前唯一具备“大规模知识劳动”特点的产业就是软件业。知识劳动的产出物是无形的
产品，就软件来说，就是被机器执行的一行行指令。一个大型软件项目的源代码可以有数百万行甚至
更多，这样规模的知识劳动的产物，其复杂性决定了我们无法用纯粹的工程活动来解决质量问题，而
更加需要依赖于管理手段来保证其质量。即便是图灵奖获得者埃德蒙德·克拉克（Edmund Clarke）博
士提出的模型检正（ModelChecking）方法，理论上论证了对代码进行百分之百正确性检正的可能性。
但是，这样的方法也只在芯片软件等很局部的场合进行有限的应用，对大规模的应用软件代码来说，
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这样的模型检正仍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管理手段仍将是软件质量控制的核心
。对大规模知识劳动进行管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于传统工业，知识劳动的劳动者是设计
方案的决策者，因为软件的实质就是设计方案的不断细化过程。很多试图用管理传统工业的手段对知
识劳动进行精细化管理的努力都未能取得预想的效果。举例来说，现在对软件规模的基本度量仍然是
代码行数，但每一行代码的复杂度差别极大，同时，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编码效率与质量也常常有数倍
以上的差异，甚至相同劳动者因状态不同而导致代码质量与编码效率的明显差异，这样，以代码行数
计量的软件生产效率的管理与传统工业对生产效率的管理就需要用不同的手段。甚至在一个局部要寻
找出影响软件开发过程的可变因素也是艰难的，我们还在摸索如何有效管理大规模知识劳动。

Page 2



《质量评价与软件质量工程知识体系》

内容概要

《质量评价与软件质量工程知识体系的研究》是关于质量评价与软件质量工程知识体系的一本学术专
著，反映了此技术领域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共分5篇9章。第一篇为概论，主要内容包括：现
代质量观与著名质量管理大师的主要贡献，以及质量管理的发展、软件质量工程、质量标准与软件质
量标准等内容。第二篇为软件项目的风险管理，分析论述了软件项目的风险管理、软件项目文档与配
置管理。第三篇为软件质量度量与控制的实践方法，阐述了统计度量与控制基础、软件质量的度量与
控制。第四篇为质量标准与实施案例分析，主要内容为六西格玛管理和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五篇为软件质量管理链与知识体系的研究，主要对软件质量管理链与知识体系，以及数据挖掘中的
资源耦合与质量管理进行了研究探讨。《质量评价与软件质量工程知识体系的研究》可供从事质量评
价与软件质量工程知识体系研究的人员阅读，也可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项目管理专
业的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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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概论第1章 概论现代质量以及质量管理理论体系绝不仅仅是技术或理论方面的研究课题
，它是长期以来人们面对实际质量问题、企业商业目标、商业环境与技术变化而进行的反复的实践总
结。不仅如此，它涉及的领域还越来越宽，特别是人们前所未有地将质量与商业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体现了质量管理的商业价值。鉴于软件的特殊性，在强调“防火”与“救火”的关系的同时，人
们提出过程管理与持续改进质量的方略。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质量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人
们从战略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同时需要有序、有力、有效的实施方法以及工具，需要“成熟”的管
理。事实上，在飞速的时代变革中，企业只有克服来自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阻力，用先进的管理方
法和质量文化引导质量改进的持续进行，以创新的姿态迎接挑战，才能始终保证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
的需求，从而给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本篇将介绍质量及质量管理的概念和发展。基于软件的特
殊性，本篇将介绍相应的质量管理标准、软件质量工程和质量管理战略的研究和思考。第一篇包括
第1章即概论。【学习和研究目标】了解、理解质量。质量管理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目标。软件质量工
程以及与质量管理的关系。实施质量管理的主要方略和实现轨迹。稳定性的判断和控制图的关系。质
量标准和外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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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性较强，对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很不错！
2、挺不错的，书看起来写的挺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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