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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更节省成本、更快交付、更好用的综合软件开发技术——可信软件设计（DFTS），该
技术可在早期解决软件质量问题，使软件质量管理目标变成预防在实施阶段产生bug，而不是在中后
期发现和修复bug。这种技术的可信之处在于在未编写代码的情况下就能实施软件质量管理。
这种面向客户的综合技术在成本、质量和交付进度等方面提供突破性成果，可以满足甚至超越客户期
望。作者不仅描述可信软件设计所包含的原理，而且阐释在面对实际软件设计问题时，如何应用它来
解决问题，同时综合介绍了6个使用软件质量管理技巧的研究案例，覆盖DFTS技术的方方面面，包
括CoSQ、AHP、TRIZ、FMEA、QFD和田口法。除此之外，还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习题和练习，以帮
助读者真正理解这些知识。
本书可作为企业组织范围内的学习教材，也可作为DFTS黑带、大师级黑带认证课程的培训教材。它能
使你快速掌握DFTS技术，从而快速和成功地实施DFTS。
本书主要内容：
计划、构建、维护和改进可信软件开发系统。
在独一无二的软件开发环境中，运用质量、领导力、学习和管理的最佳实践。
倾听客户心声，引导用户期望，开发出易用和可靠的软件产品。
重点关注可靠性、可信任性、可用性和可升级性等以客户为中心的问题。
激励员工拥有强大的设计创意和创新力。
确认、验证、评估、集成和维护可信软件。
分析软件质量的经济成本影响。
为实施DFTS培养你的领导力和企业内部结构管理能力。
无论你从事的是企业自主软件开发、外包、咨询还是提供技术支持的工作，可信软件设计都会帮助你
改进软件质量。从开发人员到项目领导者，从软件总架构师到客户，可信软件设计都能为整个软件行
业从业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提供有突破性进展的软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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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通过统计学来达到健壮软件开发，感觉是本末倒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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