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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贴近实际，旨在指导配置管理从业者如何处理日常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各种复杂
情况。全书详细介绍了配置管理的6个核心职能：源代码管理、构建工程、环境配置、变更控制、发
布工程和部署。作者在书中展示了如何实施配置管理，从而可以支持软件和系统的开发，满足SOX
、SAS-70等合规准则的要求，提前考虑新兴的IEEE/ISO 12207等标准，同时还可以和最新的ITIL
、COBIT 和CMMI等框架集成到一起。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对于任何与配置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从CTO
到CIO，再到开发人员、质量保证工程师、项目经理、软件工程师、系统分析员、测试人员和合规专
业人士，皆是如此。

Page 2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作者简介

Bob Aiello:
CM Crossroads主编和软件流程改进（包括软件配置管理和发布管理）咨询师。在纽约市顶尖的金融服
务公司作为技术经理负责分布全球的配置管理工作，在这里他服务了25年。他是IEEE 828标准工作组
在配置计划方面的副主席，同时也是IEEE软件与系统工程标准工作组管理层的一员。
Leslie Sachs：
Yellow Spider Inc.的COO和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CM Crossroads的助理编辑。

Page 3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书籍目录

第I部分 配置管理核心实践 1
第1章 源代码管理 3
术语和源代码管理 4
源代码管理的目标 5
源代码管理的原则 5
1.1 为什么源代码管理如此重要 6
1.2 从哪里开始 7
1.3 源代码管理核心概念 8
1.3.1 建立基线和时间机器 8
1.3.2 保留与非保留签出 9
1.3.3 沙箱和工作空间 10
1.3.4 变体管理 10
1.3.5 复制分支与增量分支 11
1.3.6 如何处理缺陷修复 11
1.3.7 流 12
1.3.8 合并 13
1.3.9 变更集 14
1.4 权限和需求跟踪 14
1.5 管理全球分布式开发团队 15
1.6 工具的选择 16
1.6.1 开源软件与商业软件 17
1.6.2 产品成熟度和供应商承诺 18
1.6.3 可扩展性和开放的API 18
1.6.4 不要过度工程化源代码管理 19
1.7 认识质量成本和总拥有成本 19
1.8 培训 20
1.9 建立使用模型 21
1.10 实施时间和风险 22
1.11 建立支持过程 22
1.12 高级特性和授权高级用户 23
结论 23
第2章 构建工程 25
构建工程的目标 26
构建工程的原则 26
2.1 为什么构建工程如此重要 27
2.2 从哪里开始 27
2.3 构建工程的核心概念 28
2.3.1 版本ID和标记可执行文件 28
2.3.2 不可变的版本ID 28
2.3.3 打上版本标记或者标签 28
2.3.4 管理编译依赖 29
2.3.5 独立构建 29
2.4 建立构建职能的注意事项 30
2.4.1 推广独立构建 30
2.4.2 过度工程化构建 30
2.4.3 保持正直和诚实 31
2.4.4 隶属研发部门引起的利益冲突 32

Page 4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2.4.5 组织结构的选择 32
2.5 构建工具评估和选择 33
2.5.1 Apache Ant进入构建舞台 33
2.5.2 Maven 34
2.5.3 Maven与Ant 34
2.5.4 使用Ant生成复杂构建 34
2.5.5 持续集成 35
2.5.6 持续集成系统 35
2.5.7 集成开发环境 36
2.5.8 静态代码分析 36
2.5.9 构建框架 36
2.5.10 构建工具的选择 36
2.5.11 对比优缺点达成一致 37
2.6 质量和培训成本 37
2.7 把构建做得更好 37
2.7.1 鲍勃的构建秘方 38
2.7.2 测试驱动的构建 38
2.7.3 信任但仍要核查 38
2.7.4 飞机的驾驶舱 38
2.8 构建工程师的角色 39
2.8.1 了解构建的项目 39
2.8.2 与开发人员合作 40
2.8.3 招募新人 40
2.9 架构是构建的基础 40
2.10 建立构建过程 41
2.11 持续集成与每日构建 41
2.12 构建工程的前景 42
结论 42
第3章 环境配置 43
环境配置控制的目标 44
环境配置控制的原则 44
3.1 为什么环境配置如此重要 45
3.2 从哪里着手 45
3.3 支持代码提升 45
3.4 管理配置 46
3.4.1 使用的是哪个数据库 46
3.4.2 那笔交易发生了吗 46
3.4.3 少用几个符号 47
3.4.4 集中分配环境变量 48
3.5 建立配置管理数据库的实际方法 48
3.5.1 识别和控制 48
3.5.2 理解环境配置 49
3.6 依赖于环境配置的变更控制 49
3.7 减少控制 49
3.8 管理环境 50
3.9 环境配置的未来 50
结论 51
第4章 变更控制 53
变更控制的目标 54

Page 5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变更控制的原则 54
4.1 变更控制为何如此重要 54
4.2 变更控制从何做起 55
4.3 变更控制的七种类型 55
4.3.1 优先级 55
4.3.2 把关控制 56
4.3.3 配置控制 56
4.3.4 变更咨询委员会 57
4.3.5 紧急变更控制 57
4.3.6 过程工程 57
4.3.7 高级管理人员监督 57
4.4 建立变更控制 58
4.5 变更控制实例 58
4.5.1 29分钟变更控制会议 59
4.5.2 投资银行变更控制 59
4.5.3 贸易公司的变更控制 60
4.5.4 伪造批准 61
4.6 时刻不要忘记风险 61
4.7 通过变更控制推动配置管理流程 62
4.8 进入/退出标准 62
4.9 事后审查 63
4.10 自我评估 63
结论 64
第5章 发布管理 65
发布管理的目标 66
发布管理的原则 66
5.1 为什么发布管理如此重要 66
5.2 从哪里开始 67
5.3 发布管理的概念和实践 67
5.3.1 可行的打包策略 67
5.3.2 发布包版本识别 68
5.3.3 发布版本的材料清单 68
5.3.4 不可变ID意味着什么 68
5.4 发布管理人类工程学 68
5.4.1 避免人为错误 69
5.4.2 了解技术 69
5.4.3 构建工程工具 69
5.4.4 避免人为错误 70
5.4.5 三步走 70
5.4.6 太多可变部分 70
5.5 发布管理的协调职能 71
5.5.1 沟通发布状态 71
5.5.2 不要忘记发布日程表 71
5.5.3 发布管理和配置控制 71
5.6 需求跟踪 71
5.7 将发布管理提升到新的层次 72
5.7.1 使用加密技术签名代码 72
5.7.2 操作系统对发布管理的支持 72
5.7.3 改善你的发布管理过程 73

Page 6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结论 73
第6章 部署 75
部署的目标 76
部署的原则 76
6.1 为什么部署很重要 76
6.2 从哪里开始 77
6.3 实践和实例 77
6.3.1 发布中转区 77
6.3.2 脚本控制发布过程 78
6.3.3 部署框架 78
6.3.4 如果鲍勃犯了个错误怎么办 79
6.3.5 细说存储库 79
6.3.6 审计发行版本 79
6.4 进行配置审计 80
6.5 不要忘记冒烟测试 80
6.6 小失误导致大问题 81
6.7 沟通计划 81
6.8 部署应当授权 82
6.9 信任也要核查 82
6.10 改进部署过程 82
结论 82
第Ⅱ部分 架构和硬件配置管理 83
第7章 为配置管理设计应用程序架构 85
为配置管理设计应用程序架构的目标 86
7.1 为什么架构很重要 86
7.2 从哪里开始 87
7.3 配置管理如何促进良好的架构 87
7.4 架构师可以从测试人员那里学到什么 87
7.5 配置管理驱动开发 88
7.6 应对不断变化的架构 89
7.7 使用源代码管理促进架构 89
7.8 培训是关键 89
7.9 作为服务的源代码管理 90
7.10 作为服务的构建工程 90
结论 90
第8章 硬件配置管理 91
硬件配置管理的目标 92
8.1 为什么硬件配置管理的重要 92
8.2 从哪里开始 92
8.3 当无法版本控制电路芯片时 93
8.3.1 配置项的任何其他名称 93
8.3.2 设计规范的版本控制 93
8.4 不要忘记接口 93
8.5 了解依赖关系 94
8.6 可追溯性 94
8.7 部署变更到固件 94
8.8 硬件配置管理的未来 94
结论 95
第Ⅲ部分 配置管理中人的因素 97

Page 7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第9章 合理精简过程 99
合理精简配置管理过程的目标 100
9.1 为什么合理精简配置管理过程很重要 101
9.2 从哪里开始 101
9.3 繁琐的过程只会成为障碍 102
9.4 软件过程改进网络和推广能力成熟度模型 102
9.5 正在消失的烦琐过程 103
9.5.1 敏捷开发过程就是有用 103
9.5.2 开放统一过程 104
9.5.3 变得精益 104
9.5.4 希望能够激励人仔细了解精益软件开发的一个非常简短的描述 104
9.6 过程太少的危险 105
9.7 恰好够用的过程改进 105
9.8 不要过度工程化配置管理 105
9.9 不要忘了技术 106
9.10 测试自己的过程 106
9.11 过程咨询 106
9.12 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结构 107
结论 107
第10章 克服变革的阻力 109
克服变革阻力的目的 110
10.1 为什么克服变革阻力很重要 111
10.2 从哪里开始 111
10.3 过程与企业文化相匹配 111
10.4 心理学和计算机程序设计相结合 112
10.5 从内部进行过程改进 113
10.6 选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14
10.7 培养团队协作 114
10.8 为什么优秀的开发人员反对过程改进 115
10.9 程序公正 115
10.10 听取每个人的意见 115
10.11 展现领导能力 116
10.12 实施过程改进的人本身可能会成为问题 116
10.13 过程和技术培训相结合 116
10.14 倾听节奏 117
10.15 过程需要得到测试 118
10.16 婴儿般的步伐和过程改进 119
10.17 推销过程改进 119
10.18 什么是我需要的 119
10.19 作为服务的过程改进 120
10.20 过程改进的游击战术 120
结论 121
第11章 个性与配置管理：一位心理学家眼中的工作场所 123
了解个性的目的：对我而言有何用处 124
11.1 配置管理专业人员的个性处理 125
11.2 配置管理专家从个性的角度所要考虑的因素 128
11.2.1 沟通风格 128
11.2.2 男人和女人使用和解释语言或有差异 128
11.2.3 有效的协商 129

Page 8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11.2.4 信息的核实 129
11.2.5 信息处理的偏好 130
11.2.6 工作中的出生顺序 131
11.2.7 作为领导者的长子 131
11.2.8 作为妥协者的老二 131
11.2.9 作为发起者的老幺 132
11.2.10 独生子 132
11.2.11 做你自己 133
11.3 心理学在工作场所的应用 133
11.3.1 有效的团队协作从家庭开始 133
11.3.2 排球或有效协作 134
11.3.3 把构建工程师和测试人员嵌入开发团队中 134
11.3.4 黑盒、白盒以及灰盒测试的对比 134
11.3.5 破坏性的小组形态 135
11.3.6 适合配置管理和质量检测的位置 135
11.4 家庭动态 135
11.5 工作场所的文化和个性 136
11.5.1 个性和结构 137
11.5.2 我们已经发明了所有的好点子 137
11.5.3 我行我素，不守规矩 138
11.5.4 在保持列车运行的同时保持有效的监督 138
11.5.5 成功的配方 139
11.5.6 注意事项 139
结论 139
第12章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141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目的 142
12.1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性 142
12.2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第一步 142
12.3 明白我们的错误 142
12.4 我所犯的错误 143
12.4.1 缺乏大局观 143
12.4.2 编写发布自动化脚本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144
12.4.3 关于良好的进程会自我运行的思考 144
12.4.4 未能取得共识 145
12.4.5 未能在配置管理上展现领导能力 145
12.4.6 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145
12.4.7 忘记向他人寻求帮助 146
12.5 把错误变成教训 146
12.5.1 明确知道如何做才能完成工作 146
12.5.2 获得所需要的培训 146
12.6 他人常犯的错误 147
12.6.1 象牙塔 147
12.6.2 没能提高自己的技术和动手能力 147
12.6.3 缺乏诚实和坦然的态度 147
结论 148
第Ⅳ部分 合规、行业标准和框架 149
第13章 建立IT控制及合规性 151
建立IT控制及合规性的目标 152
13.1 为什么IT控制及合规性很重要 153

Page 9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13.2 建立IT控制及合规性的第一步 153
13.3 理解IT控制及合规性 154
13.3.1 2002年发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154
13.3.2 内部控制的管理评估 154
13.3.3 发起机构委员会 155
13.3.4 用于IT控制框架的COBIT 155
13.3.5 核实并汇报管理层所做出的评估 155
13.3.6 1996年发布的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 156
13.3.7 当美国审计署来敲你门的时候 156
13.3.8 审计结果 157
13.3.9 美国审计署关于国家档案记录管理局的配置管理实践的报告 158
13.3.10 美国电子文件档案馆的配置管理规划 158
13.3.11 有待改善的领域 159
13.3.12 了解审计结果 159
13.3.13 美国金融管理局 159
13.4 必不可少的合规性要求 160
13.4.1 为版本发布提供可追溯的需求 160
13.4.2 控制生产分离 160
13.5 支持配置管理最佳实践的道德观点 161
13.6 通过合规性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161
13.7 进行配置管理评估 162
13.7.1 评估的第一步 162
13.7.2 无论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也要先留心去听 163
结论 164
第14章 行业标准和框架 165
使用行业标准和框架的目标 166
14.1 为什么标准和框架很重要 166
14.2 以IT控制及合规性为最佳实践的第一步 166
14.3 必知的专业术语 167
14.3.1 配置项 167
14.3.2 配置标识 167
14.3.3 配置控制 168
14.3.4 接口控制 168
14.3.5 配置状态统计 168
14.3.6 配置审计 169
14.3.7 分包商/供应商的管理手段 169
14.3.8 符合规范与违规 170
14.4 将这些条款应用在标准和框架里 170
14.5 行业标准 170
14.5.1 IEEE 828——标准软件配置管理方案 171
14.5.2 ISO 10007质量管理体系——配置管理的指导方针 172
14.5.3 ANSI/ITAA EIA-649-A——配置管理的国家统一标准 172
14.5.4 ISO/IEC/IEEE 12207和15288标准 173
14.6 行业框架 173
14.6.1 ISACA COBIT 173
14.6.2 能力成熟度模型/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182
14.6.3 itSMF的ITIL框架 183
14.6.4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 189
14.6.5 开放统一过程(OpenUP) 190

Page 10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14.6.6 敏捷/SCRUM 190
结论 191

Page 11



《配置管理最佳实践》

精彩短评

1、只能用垃圾来形容了，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读。
2、#配置管理#
3、配置管理方面很不错的书。
4、 理论太多，简单扫读即可
5、在不到200页的内容里，即讲了配置管理涉及的六大主题，也讲了过程改进、克服组织变革阻力等
“高阶”话题，最后还给出了业界标准框架的概述，内容相当丰富，但很多内容不免浅尝辄止，不够
深入。对于非配置管理领域的人来说，是一本快速熟悉这个领域的“地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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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和传统的配置管理不同的是，这本书中介绍的东西偏实用性。其中包括：1.源代码管理。源代码管
理注意分支和主干开发策略。2.构建工程。构建可以熟悉Maven的使用。3.环境配置。这块可以借鉴避
免硬编码的实践。现在很多研发团队都在使用硬编码，造成了很多配置的遗漏。4..发布管理。这里面
说的发布是指构建成功后，打包以致部署至目标环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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