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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种度量方法已经长期并存又竞争，他们的支持者已进

行了大量的争论，如今这种争论仍未停息。人们似乎想看到

：功能点与代码行，到底谁将最后胜出？众所周知，用“平

方米”可以衡量住房大小，用“台”可以表示汽车数量，然

而，长久以来，软件产品的规模（Size）度量却是个争论不休

的问题。 不论是对软件开发企业、还是对软件用户，软件规

模度量的重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极大影响着甲方对

发包产品的成本估算、乙方对自身开发成本的预测、乙方对

开发过程的量化管理等诸多方面。 比如，A软件项目的规模

是100功能点，我们根据行业基准（Benchmarking）知道平均

成本是5000元/功能点，那么本项目的成本预测就是50万元；

我们又根据行业基准知道平均生产率为1功能点/人天，则计

算得到项目需要投入100个人天的工作量，这些计算的结果将

成为签定合同的依据和软件项目管理的基础。 功能点与代码

行，作为两种度量方法已经长期并存又竞争，他们的支持者

已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如今这种争论仍未停息。 人们似乎想

看到：功能点与代码行，到底谁将最后胜出？ 国际软件工程

权威专家Roger S. Pressman在2001年曾经对LOC和FP的辩论结

果进行总结[1]：代码行的支持者认为，LOC是所有软件开发

项目的生成品，并且很容易进行计算；许多现有的软件估算

模型使用LOC作为输入，并且关于LOC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数

据。代码行的反对者认为，LOC测量依赖于程序设计语言；



它们对设计的很好但较小的程序会产生不利的评判；它们不

适合于非过程语言；它们在估算时需要一些可能难以得到的

信息（例如，在分析和设计之前，计划者就必须估算要产生

的LOC）。功能点（及其扩展）的支持者认为：FP和程序设

计语言无关，使得它既适合于传统的语言，也可用于非过程

语言；它是基于项目开发初期就可能得到的数据。反对者声

称：该方法需要某种“人的技巧”，因为计算是基于主观的

而非客观的数据；信息域（及其它维）的计算可能难以搜集

事后信息；FP没有直接的物理含义 它仅仅是个数据而已。 究

竟如何看待这些争论？笔者认为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判断，

特别是考虑近年来软件开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软件产

业商业模式的变革趋势。 最近的技术发展包括诸如可视化编

程工作的大量采用，以及摸板库、类库的广泛采用，在程序

的结果中有大量的自动生成的代码、复杂的自动配置脚本或

资源文件设置，在采用这些工具的项目中，用LOC分析方法

得到的数据的意义已经大大降低了[2]。 从产业商业模式来看

，由于软件系统已经变的的更大和更复杂，软件工程化分工

加剧，专门从事软件下游业务的商业组织大量涌现，特别是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服务外包的巨大发展，需求和架构

设计等上游工程与详细设计、编码、测试、信息录入和处理

等下游工程分别在不同的组织中实现。上下游组织之间在业

务管理和开发技术方面的的沟通需要更加标准化的度量语言

。而实际上，LOC从来没有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有什么重大

意义，代码行数对客户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客户关心的

是“功能”。 有研究者[2]认为，LOC在帮助管理者开展项目

管理方面也差强人意，LOC只是对技术人员有一定意义。 实



际上，LOC带来的误导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著名的软件度量

专家，美国软件生产率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Capers，Jones指

出，“使用代码行数进行涉及多种语言和生命周期活动的生

产率研究，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职业的不良实践。”[3] 与LOC

方法陷入的窘境相比，FP正逐步突破其原有缺陷，重新受到

重视。 这些趋势包括，来自许多国家的软件度量团体，一直

不停的对FP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FP的历史数据也已经有了

非常大的积累，这促使FP技术向成熟快速迈进；在应用方面

，随着相关培训和认证制度的不断完善，专业人员将更方便

的获得认证，对人员的统一资质认定，将极大的提高功能点

计数的“一致性”， 从而减少计数结果的“差异性”。 国际

上最近的进展包括：1998年 ISO公布ISO/IEC 14143 ，功能点

成为国际标准2000年 功能点分析方法开始和挣值管管理

（EVM）结合2001年 功能点分析和平衡计分卡结合使用 国内

的最新进展包括：国内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系统与软件过程

改进分会等机构主持了一些基础工作：2005年 与IFPUG达成

谅解备忘录，引进和翻译《功能点计数标准手册》2006年 成

立ISBSG中国代表处（CSBSG），开始搜集中国功能点数据并

建立行业软件过程能力基准。2006年 与台北、台中和台南软

体协会签署备忘录，将建立海峡两岸一致的度量元标准，并

开展数据交换。2007年 与Total Metrics等国际机构合作，引

进CFPS 认证前培训2007年 筹划建立“中日韩软件度量联盟”

FP的发展，来自于有关国际组织和研究团体的协同努力。这

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包括IFPUG（美国国际功能点组

织）和ISBSG（国际软件过程基准组织）以及各国的软件度量

协会。事实上，在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低谷后，FP正再一次



受到广泛重视，FP应用中存在的一些困难正在被一一克服。

最显著的事例是韩国，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发布政府公文

促进产业界对FP的使用，韩国的认证功能点专家（CFPS）数

量目前已经跃居全球第一，仅仅三星总部一家就有超过100名

的CFPS。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代码行有很多的缺点，也不应

该弃置不用，在开发管理的某些环节和某些应用方面，它仍

是一件很方便使用的有用工具，比如具体一个项目内部的缺

陷密度统计等等。所以在实践应用中，在全生命周期采用FP

的同时，在项目内部局部结合使用LOC作为补充手段，也是

有价值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FP和LOC应该还会继续

并存，随着对两者换算因子的更深入研究，二者的竞争将显

得不重要，而配合应用将成为主流。 目前，国内部分知名咨

询公司已经尝试开展软件度量相关领域的专项业务，包括

：Soft Tech、赛柏科技、随济公司等。其中的部分公司也在

推动功能点的应用，这些工作将会带来有益的变化，有助于

增加各类专项服务的提供，使过程方法论服务市场得到进一

步的丰富和发展。 [1]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Roger

S. Pressman著 梅宏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2] 《功能点分析方

法与实践》李帜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3] 《软件评估

、基准测试与最佳实践》Capers，Jones著 韩柯译 机械工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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