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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业界公司也不断对软件的研发开发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形成目前业界比较流程的几个软件开发模式，例如MSF

、RUP、XP、CMM，而这些模式都存在相应的优势和缺点；

同时因为软件的类型多样、面向的客户对象不同、甚至使用

的开发语言不同，决定了软件企业需要结合本公司的产品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选择不当的开发模式会使软件

的开发和测试陷入不断修改代码和测试软件的困境，增加了

软件开发成本，延长了软件发布时间。 一、MSF模式 MSF

于1994年首次引入，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微软的产品开发过程

中的一些最佳方法的松散集合，MSF产生后在微软产品组、

交付中心、技术组和微软合作伙伴，甚至客户那里得到成功

实施，并不断完善，既然MSF被众多软件企业所借鉴使用

，MSF本身具备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优点，同时也存在

一些需要注意，并进行适当改进的地方，接下来我们重点从

组织、流程模型进行分析。 1.1、MSF小组模型 MSF 小组模型

定义了小组同级成员的一些角色和职责，这些成员都在以相

互依存的跨学科角色进行信息技术项目工作。下面的图表对

该模型的逻辑进行了描述。 一个成功的软件项目需要同时实

现多个目标，例如至少需要包含能够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

满意度要比较高；公司的投入要在一定范围内，要实现投资

收益，毕竟商业企业的盈利是应该首要考虑的内容；项目的

实际开发进行要受控不能无限拖延；最终的交付要有比较高



的质量；整体软件系统的架构设计要比较合理、易于扩展、

易于维护；同时还要求项目同时需要给公司带来新的技术积

累、经验教训，从而使后续项目能够持续成功；而这些目标

需要通过不同的活动来实现，软件项目的活动又具体划分为

多种类型，大概主要划分为面向市场类活动、项目管理类活

动、架构设计类活动、开发实现类活动、测试类活动、支撑

类活动（例如配置管理等），而这些活动需要具备不同技能

人员来执行，所以MSF具体定义了如下五类角色群：产品管

理、程序管理、开发、测试、发布管理、用户体验，并且明

确定义了五类角色具体职责，这些职责的定义对具体软件企

业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角色群职责产品管理重点负责和客户

前期进行沟通，明确项目需求，同时初步思考项目的解决方

案、管理客户需求说明，管理客户的期望，针对项目范围、

进度、资源进行权衡、负责进行后期市场宣传与推广。程序

管理重点负责项目管理、承担项目架构师职责，制定切实可

行的项目计划、并对项目计划进行跟踪控制，进行项目风险

评估、并跟踪监控风险。开发负责具体项目详细设计与实现

，提供专题技术开发与研究，估计本专项领域的所需时间和

精力。测试制定测试策略、计划，具体执行测试，提交测试

结果发布管理提供项目小组后勤支持，管理项目的交付，管

理项目与渠道的关系用户体验充当类似真实使用者的角色，

负责用户文档、帮助文档，开展用户培训。 针对MSF小组模

型定义，作者感觉重点体现如下优点： 1)按照角色群的方式

定义，便于角色的分层管理； 2)角色、职责定义全面含盖了

软件项目的所有必须的活动； 3)定义了根据不同项目情况，

小组模式的扩展与收缩方法，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项目



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4)角色定义就体现了商业软件开发的市

场驱动、财务驱动； 5)角色定义的层次体现了对测试、服务

等职能工作的重视； 结合中国软件企业的管理现状，MSF在

中国软件企业具体使用时就会暴露如下缺陷： 1)项目的责任

主体不明确，缺少一个角色对项目的整体负责，产品管理对

项目前端和后端负责、程序管理对项目中间负责，另MSF更

强调的是大家协同共同为项目负责，甚至不同阶段项目的第

一责任主体可以不同，体现了类似“生产模式”的研发。

2)MSF只定义了操作级项目模式，而没有详细定义项目决策

团队的模式，在中国职能管理根深底厚，简单定义项目操作

级的组织模式，项目实际执行中会因为人员来自不同职能部

门产生比较多的冲突和相互配合问题。 1.2、流程模型 每个项

目都要经过一个生命周期，这是一个包含项目里所有活动的

过程，而这些活动的发生要到项目结束并过渡到操作状态才

会结束。生命周期模型的主要功能是建立活动进行的顺序。

正确的生命周期模型能够简化项目，并帮助确保每一个步骤

都会让项目更加接近成功。下面是 MSF 过程模型生命周期的

一个简图。 MSF 过程模型把来自传统的瀑布模型和螺旋模型

的概念结合起来，以阶段和里程碑为基础，每个阶段都有其

自身的特色，每个阶段的结束都代表了项目进展和中心点的

变化。里程碑是检查和同步点，用来确定阶段的目标是否已

经实现。同时MSF基于软件项目需求的特点（模糊性、易变

性），建议采用版本化项目开发模式，具体就会出现多个版

本的叠代开发，类似如下流程模型： 整体来讲MSF的流程模

型定义是非常清晰的，也体现了软件项目的实际特征，作者

感觉MSF流程模型集中体现了以下优点： 1)阶段化，将流程



划分为明显的几个阶段，并且明确定义了阶段结束标准； 2)

并行化，MSF流程模型把并行开发的思维体现的比较清晰，

例如明确定义开发阶段就需要明确定义下阶段（稳定阶段）

的集中测试所需要的测试用例； 3)阶段里程碑和内部小里程

碑都被比较确切地定义，通过内部里程碑的控制可以有效控

制项目构件的交付质量，通过阶段里程碑的控制可以有效解

决构件之间的遗留问题，确保项目整体质量； 4)实现各个职

能领域的交叉协同，流程模型中同时详细定义各个支撑角色

（例如配置管理）的活动，实现了工程活动和管理活动的有

效配合，从而从流程体系上保证了进度、质量、成本在一定

范围的协调一致； 结合中国软件企业的管理现状，发现具体

采用MSF流程模式进行实际项目开发时，也暴露出MSF需要

具体补充和完善的地方，如下： 1)MSF流程模型是基于项目

资源是有限的，而实际情况是一个公司往往同时会进行多个

项目，MSF流程模式中没有对多项目管理进行详细描述，没

有充分体现管道管理的思想，没有将管道管理贯彻在具体的

项目流程模型中； 2)MSF流程模型中，缺少对公司高层管理

团队活动职责的定义，更多局限在项目操作级，而实际情况

是很多问题是在项目级无法解决的，所以如果没有明确定义

高层的规范参与的话，无疑是增加了项目的风险； 整体来

讲MSF是一个非常具有借鉴价值的软件开发模式，通过

对MSF的分析研究，对实际公司研发体系的构建会有比较大

的借鉴价值，后续我们会结合中国软件企业的实际情况，连

续对RUP、CMM、XP、NPD-CMM等软件开发模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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