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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E_90_E8_BD_AF_E4_c41_65180.htm 随着计算机硬件水平的

不断提高，计算机软件的规模和复杂度也随之增加。计算机

软件开发从“个人英雄”时代向团队时代迈进，计算机软件

项目的管理也从“作坊式”管理向“软件工厂式”管理迈进

。这就要求软件开发人员特别是软件项目管理人员更深一步

地理解和掌握现代软件工程的理论方法，完成思想观念上的

转变。笔者在此分析了10个在现代项目管理中思想观念上容

易陷入的误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大家更多的思索和

讨论。 误区1：在项目的需求分析阶段，开发方与客户方在

各种的问题的基本轮廓上达成一致即可，具体细节可以在以

后填充。因为无论开始时有多么细致， 以后对需求的修改几

乎是必然的。分析：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实际上许多

软件项目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需求阶段对问题的描述不

够细致，导致后来预算超出或者时间 进度达不到要求。正确

的做法是：在项目需求分析阶段，双方必须全面地尽可能细

致地讨论项目的应用背景、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操作界面 

要求、与其他软件的接口要求，以及对项目进行评估的各种

评价标准。并且，在需求分析结束以后，双方还要建立可以

直接联系的渠道，以尽 早地对需求变动问题进行沟通。 误

区2：软件项目的需求可以持续不断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可

很容易地被实现。分析：的确，在具体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

客户方很难在需求分析阶段全面而准确地描述所有问题。随

着开发进度的推进，往往会有一些需求的 改变。而现代软件



工程理论也利用软件的灵活性特点通过各种方式来适应这种

情况。不过，这并不表明“软件项目的需求可以持续不断的

改变 ，而且这些改变可很容易地被实现”。实践表明：随着

开发进度的推进，实现软件需求更改所需要的代价呈指数形

式增长。假定在需求分析阶 段实现需求更改需要花费1倍的

代价；那么，在系统设计和编码阶段，需要花费1.5-6倍的代

价；在系统测试阶段需要花费10-20倍的代价；在软 件版本发

布以后，甚至可能要花费60-100倍的代价。由此可见，在项

目开展过程中，软件需求的改变应当尽量早地提出。这样才

可能花费少， 容易被实现。误区3：软件程序主要由代码组

成，因此编码阶段是整个软件项目的最重要的阶段，应该给

与大量的时间，并且集中主要的资源。分析：与以前相比，

由于软件的规模和复杂度的增加，以及半自动化软件代码开

发平台的出现，现代软件项目管理的中心发生了转移不是 着

重编码阶段，而是着重系统总体/详细设计阶段。一般说来，

在现代软件项目管理中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比例是：项目论

证、风险评估阶段3% ，项目需求分析阶段8%，系统总体/详

细设计阶段45%，编码阶段10%，系统测试阶段34%。 误区4

：为了便于代码的维护修改，在系统的详细设计阶段文档工

作应该做到写出所有程序的伪码。分析：通常伪码的最大作

用是对程序的算法流程进行描述，便于人们深入了解程序的

功能和实现过程。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伪码的确有利于对 程

序代码的维护和修改。但是，我们知道为了保证项目文档和

程序代码的一一对应关系，维护程序代码的时候同时需要对

项目文档进行维护。伪码和程序代码是非常接近的，对伪码

进行维护的话，相当于进行了2倍的程序代码维护。工作量是



很大的。所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应该是对一般 的程序文档做到

程序流程图即可，对于涉及了较复杂算法的才需要伪码。 误

区5：既然在项目人员配置中设置了专门的测试人员，那么软

件所有的内部测试工作全部应该由测试人员完成。分析：软

件程序测试可以分为“白盒法”和“黑盒法”两种方式。由

于使用“白盒法”对测试人员各方面素质的种种要求，在进

行程序测试时 测试人员总是最优先使用“黑盒法”。他们的

工作方式往往是先对程序进行“黑盒法”测试；如果测试没

有通过，不得已这才考虑对程序代码 进行“白盒法”测试。

显然，这种对“白盒法”有意无意的“逃避”，对软件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 

提高对测试人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程序员完成部分的

“白盒法”测试（实际上，程序员往往也是进行“白盒法”

测试的最佳人选）。 误区6：软件项目管理只是相关技术部

门的事情，与公司其他部门无关。分析：在竞争日益激烈的

今天，软件项目规模大、复杂度高而且时间要求紧迫。要想

提高公司的软件项目管理水平，这就需要提高公司的整体 参

与意识，需要公司各个部门协同作战。例如需要会计部门协

助进行项目预算，财务管理和费用控制；需要研究部门（技

术委员会）指派专家 协助进行各种风险评估，提供技术指导

；需要后勤部门提供各种保障。 误区7：在开发进度滞后的

情况下，可以聘请更多的程序员加入到开发团队中，通过增

加人力资源来赶上进度。分析：在注重团队开发的时代，开

发方应该根据目前的软件项目管理水平慎重考虑这个做法。

如果新加入的程序员对目前软件项目的应用行业 有一定了解

，并且可以很快适应了开发方的项目管理方式、软件开发风



格、团队协作氛围；那么“新人”的加入是有益的。否则，

可能会“好 心好意做坏事”。因为尽管其个人能力很高，但

是为了使其与大家一起协同工作，开发团队不得不分出人手

对其进行与项目有关的技术/业务培 训，更重要的（也是难度

最大的）是还要引导其融入团队。这可能需要花费开发团队

许多时间和精力，很有可能使项目进度更慢。 误区8：技术

骨干应该成为项目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一定是所有项目成

员中薪水最高的。分析：在“软件作坊”时代，这是一种普

遍使用而且效果不错的方法；而在“软件工厂”时代，这种

方法却带来各种问题，有时甚至直接导致 项目失败。究其原

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现代软件开发分工的细化，对项目经理

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最注重的不是其对某项专业技术 

的掌握程度，而是其组织、领导、协调开发团队的能力（当

然，可以两者均突出最好）。至于项目经理的薪水问题，这

和定薪制度有很大关系 。通常，项目经理执行的是管理人员

的薪酬体系，而其他人员执行的是技术人员的薪酬体系。项

目经理的薪水在项目成员中是比较高的，但不 一定是最高的

。有时候，为了激励技术人员，项目中的技术骨干得到的酬

劳比项目经理要高。误区9：只有项目经理以及部门主管才会

关心项目整体进度，程序员只关心自己的开发进度。分析：

这是一种“官僚”的想法。实际上程序员作为团队中的一员

，他不仅仅是在打一份工，更重要的是在参与一件“作品”

的创作。在体味 工作的辛苦的同时，程序员更重要的是要享

受创作的快感。项目经理不应该漠视程序员对“成就感”的

追求，应该向每一个人详细描述最终“ 作品”将会如何美妙

和令人兴奋，并且在到达最终目标的路上设立一系列的里程



碑。每当项目整体推进到一个里程碑的时候，项目经理应该

把 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位项目成员。实际上，这不仅仅可以让

所有的项目成员享受到阶段胜利的喜悦，还可以激发大家更

大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 效率。 误区10：为了保证项目继续

，为了留住核心程序员，加薪吧。分析：加薪可以说是很多

企业在挽留程序员时所使用的常用方法。这一招可能暂时奏

效，不过往往是人留下来了，但副作用也来了加薪的 人未必

见得多干活，没有加薪的人却开始消极怠工了。其实，项目

的进行过多地依赖程序员的个人技术是“作坊”时代沿袭下

来的“陋习”。 既然IT行业人员的流动是无法控制的，现在

项目的执行应该更加注重团体的力量，应该更多的考虑公司

整体技术水平和核心技术能力。例如形 成公司自己的专家知

识库，类/函数库，第三方控件库，拥有自主版权的开发平台

等。另外，实际上程序员萌生去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不是薪

水 ，而是缺少激励和尊重。这需要项目经理使用“老土”一

点的办法，找适当的时机对程序员做一做思想工作，向其描

述项目的美好未来，让其 感受关心和尊重。总之，要从多方

面着手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而不是简单地加薪。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