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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南京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杭州朗和科

技有限公司、南京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益安人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航天中认软件测评科技(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爱捷软件开发(深圳)有限公司、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质系统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山东正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

发中心、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

创新研究院、北方民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内蒙古东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新希望金融信息有限公司、深圳市海德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汤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旸旸、荣国平、冯建、张文渊、徐毅、陈谔、胡继东、钱湘隆、郭栋、袁玉宇、
朱少凡、王芹、殷柱伟、翁扬慧、王公韬、赵国亮、吴穹、姚炳雄、严亮、庄园、张建成、沈颖、李玲璠、赵一博、
王晓朋、钱淑丽、舒红平、史殿习、韩强、刘亚、张贺、李强、冯常健、周天才、温建波、董冠涛、汪澔、陈晓敏、
张晔、周长怀、周启平、雷晓宝、代东洋、张玉良、许志国、蔡立志、马文、沈伟、王茹、薛超、丁静、李杉杉、
匡宏宇、陈杰、张小燕、苏春山、于长钺、熊辉、宋雨伦、刘全东、赵永亮、张华山、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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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开发运维一体化对软件的价值赋以全新的概念,即以软件系统功能在生产环境中的部署并为用户

持续提供服务作为价值判断依据。在这一基本价值观的牵引下,需要组织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建
立项目或者团队的共同愿景;快速、持续地完成软件系统功能的策划、开发、交付以及运维,实现价值的

持续流动。
开发运维一体化作为软件开发和运维的一种新范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当前主流组织采用,对软件

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指导开发运维一体化在各行业更好地应用和落地,促进组织高效

转型,推动产业持续发展,本文件提出了开发运维一体化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汇集最佳实践,刻画组织开

发运维一体化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路线图。模型由能力域、能力以及实践集三层结构构成,包含项目管

理、过程改进、支持和保障、产品研发、服务管理以及基础设施等六个能力域,共计30个能力,对软件开

发运维一体化所涉及的相关角色、活动和具体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规定,能够有效指导各方围绕软件

开发运维一体化展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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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软件工程 开发运维一体化
能力成熟度模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发运维一体化能力成熟度的模型和内容,建立了能力成熟度框架,主要包括能力域

分类和成熟度等级定义;围绕项目管理、过程改进、支持和保障、产品研发、服务管理和基础设施6大能

力域,详细定义了归属于各个能力域的能力以及支撑不同能力的各个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
———组织寻求供应商,以获取软件系统和服务的开发和运维,并要求确保软件开发质量、效率及后

期运维的质量;
———希望展现其软件开发、交付以及后期运维管理能力和成熟度的组织;
———通过本文件的有效实施与运行来持续改进软件开发、交付以及后期运维管理绩效的组织;
———依据本文件的要求实施评估的第二方和第三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制品 artifact
由某一种软件开发和运维过程所使用的或产生的一种信息的物理件。
注:制品的实例有模型、源文件、文字和二进制可执行文件等。制品构成可部署构件的实现。

[来源:GB/T11457—2006,2.76,有修改]

3.1.2 
胜任力 competency
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普通者区分开来的个体的深层次特征。
注: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能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且

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

3.1.3 
配置基线 configurationbaseline
在解决方案或解决方案组件的生存周期的特定时间正式制定的配置信息。
注:配置基线加上来自这些基线的已批准变更构成当前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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