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工程 

第八讲 软件项目管理



第十讲 项目管理

8.1 软件项目管理基础

8.2 软件度量
8.3 软件计划管理

8.4 软件风险分析、管理

8.5 软件质量管理

8.6 软件配置管理

8.7 软件开发过程管理



 8.1 软件项目管理基础

Ø目的：
       为了使软件项目能够在预定成本、进度、质量的前提

下顺利完成，必须对软件工程项目进行计划、组织、监控和
管理。 

Ø例如：
       Windows 2000的开发 是微软公司历史上最艰巨的任务，

仅核心部门的的成员就有2500人，测试用的代码就有1000万
行，测试中所用到的脚本程序就有6500种…。规模如此之大
的软件系统，如果没有科学的、规范的、有效的管理，是不
可能成功的。因此软软件件项目管管理理成成为为软软件件工工程程的的重重要要研研究究内内
容之一。容之一。



Ø 项目管理内容

Ø软件度量
Ø软件项目估算

Ø软件计划管理

Ø软件风险管理

Ø软件质量管理

Ø软件配置管理

Ø软件开发过程管理



8.2 软件度量

Ø 软件度量的目的：

          通过对软件生产率和软件质量进行度量，可以对软件

提出要求和评价，进而可以建立改进软件工程过程的目标。

Ø 软件工程过程度量属性：投入的成本和工作量。

Ø 软件产品度量属性：产生的代码行（LOC）、执行
速度、存储量大小、周期报告错误数；功能性、复
杂性、效率、可靠性、可维护性、和其它质量特性
等。



 8.3 软件计划管理

Ø进度计划

Ø人员计划

Ø资源（硬、软）计划

Ø人员计划
         如何合理的配备人员是成功

的完成软件项目的切实保证。
即，按不同阶段适时任用人员，
恰当掌握人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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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小组与软件生产率

ØØ  开发小组的组织有以下原则：开发小组的组织有以下原则：

 11、软件开发小组的规模不宜太大，、软件开发小组的规模不宜太大，人数不能太多，一般3-5人左右为宜。

 22、切忌在开发过程中增加人员，、切忌在开发过程中增加人员，这将因增加人员之间的联系而降低效率。

例：设一开发小组有4个软件工程师,开发效率为5000行/年，共有6条通信路
径，每条路径降低生产率250行/年，则小组生产率为：

        5000×4－250×6＝18500（行/年）

   如为了加快进度，新增加2人,每人效率为

840行/年，通信路径增加到15条，此时的小
组生产率为：

20000＋840×2－250×15＝17930 （行/年）

  即新增加人，并未提高生产率。



Ø人员组织

Ø采用层次型组织结构

Ø软件经理

Ø项目经理

Ø开发小组

Ø开发小组的组织形式 
Ø 民主开发小组

Ø 主程序员小组Chief 
Programmer Team

Ø 微软的组队模型Team 
Model

主程序员

主程序员助理

高级程序员

程序员

后援支撑人员



Ø微软的组队模型Team Model



角色群 目标 职能领域 职责

产品管理 满足客户 市场开发
业务价值
客户拥护
产品计划

管理客户需求说明
开发和维护业务案例
管理客户期望
驱动产品特征、日程表、资源权衡决策
管理市场开发、产品宣传和公共关系
开发、维护和执行交流计划

程序经理 交付满足项目约束
的解决方案

项目管理
解决方案体系结构
过程保证
管理服务

驱动开发过程以期按时的交付产品
管理产品规格说明书 

促进小组内部的交流和商议
维护项目日程表和报告项目状态
驱使关键的权衡决策的实现
开发、维护和执行项目总规划和日程表
驱使和管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开发 根据规格说明创建
解决方案

技术咨询
实现的构架和设计
应用程序开发
基础结构开发

指定物理设计的特征
估算完成每个特征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构建每个特征并监督其实现
准备部署时使用的产品

测试 在所有产品质量事
宜被识别并处理
后进行发布

测试规划
测试工程
测试报告

决定测试策略和制定计划
执行测试

用户体验 提高用户效率 技术交流
培训
可用性
用户界面设计
易用性

管理用户需求说明
设计和开发性能支持系统
驱动可用性和用户性能增效的权衡决策
为用户提供帮助特点和帮助文档的规格说明书
开展和提供用户培训

发布经理 进行平滑的部署及
日常运行

支持
操作
业务发布管理

管理产品部署
管理各种操作、支持和交付渠道之间的关系
为项目小组提供后勤支持



Ø  什么是软件质量

Ø不贪的官就是好官吗？

Ø软件产品中能满足给定需要的性质和特性的总
体。例如，符合规格说明。

Ø软件具有所期望的各种属性的集合。

Ø顾客和用户觉得软件满足其综合期望的程度。

8.4 质量管理



外在与内在的质量标准
Ø 产品标准

    用于衡量待开发的软件产品，如文档，代码标准。

Ø 过程标准

    定义软件开发必须遵循的过程，如对分析、设计和有效
性验证过程的定义。

Ø （1）质量形成于生产全过程

Ø （2）必须使影响产品质量的全部因素在生产全过程中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Ø （3）应使企业具有持续提供符合要求产品的能力



Ø外在与内在的质量标准

n 产品标准
    用于衡量待开发的软件产品，如文档，代码标准



Ø 外在与内在的质量标准
    
n过程标准:
    定义软件开发必须遵循的过程，如对分析、设计和有效
性验证过程的定义。
    通常通常““好的过程好的过程””产生产生““好的产品好的产品””，而，而““差的过程差的过程””

将产生将产生““差的产品差的产品””。假设企业已经制定了软件过程规范，。假设企业已经制定了软件过程规范，
如果质量保证人员发现某些项目的如果质量保证人员发现某些项目的““工作过程以及工作成果工作过程以及工作成果
””不符合既定的规范，那么马上可以断定产品存在缺陷不符合既定的规范，那么马上可以断定产品存在缺陷。。

（1）质量形成于生产全过程
（2）必须使影响产品质量的全部因素在生产全过程中始终
处于受控状态



　  一般由 “软件质量保证小组(SQA)” 完成。

　　从管理者观点看，关键的质量保证活动包括：

　１、质量保证。建立机构质量规程和标准的整体框架，这是
生产高质量软件的保证。 

　２、质量规划。从上述框架中选择适当的的规程和标准，进
行改写使之适应某一特定的软件项目。 

      如对特定项目最重要的质量属性，以及针对该项目的质

量评估过程。

　３、质量控制。监督检查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以确保质量保
证规程和标准得到严格执行。

Ø软件质量保证活动软件质量保证活动







2）过程检查

    即检查软件项目的“工作过程和工作成果”是否符合

既定的规范。



Ø 为什么需要软件配置

     系统开发过程中需求总是动态变化的，因而产生不同的

软件版本，这些版本中包含了对错误的修正，以及不同硬
件、操作系统的适应等内容。这样就需要跟踪已经实现的
变更以及这些变更如何被包含在软件产品中。 

Ø 如果没有软件配置管理
     最大的麻烦是工作成果被覆盖。

     在Make时错用文件版本。

     原本正确的程序突然出错，原因是同事修改了程序却没

有告知自己。 

8.6 软件配置管理



Ø  什么是软件配置管理
    是指通过执行版本控制、变更控制等规程，以及使

用合适的配置管理软件，来保证所有配置项的完整性
和可跟踪性。配置管理是对工作成果的一种有效保护。

Ø GB/T11457-1995

       SCM是标识和确定系统中配置项的过程，在系统整个生
命周期内控制这些项的投放和变动，记录并报告配置的状
态和变动要求，验证配置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Ø 如上定义的共同性

     软件配置管理(SCM)是贯穿于整个软件过程中的保护性
活动。

     SCM目的是保证软件项目生成的产品在软件生命周期中
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SCM 活动被设计来:

   (1) 标识变化;

   (2) 控制变化;

   (3) 保证变化被适当地实现;

   (4) 向其他可能有兴趣的人员报告变化。



Ø软件配置管理涉及的主要内容

（1）软件配置项SCI

¨与合同、过程、计划和产品有关的文档及数据。

¨源代码、目标代码和可执行代码。

¨相关产品，包括软件工具、库内可复用软件、外购软
件及顾客提供的软件等。

¨每个配置项的主要属性有：

     名称、标识符、文件状态、版本、作者、日期等。

Ø  配置项及其历史记录反映了软件的演化过程。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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