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议《浅析软件项目管理中的10个误区》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5_BC_82_E

8_AE_AE_E3_80_8A_E6_c41_65884.htm 登载了一篇题为《浅

析软件项目管理中的10个误区》（以下简称《误区》）文章

，阅后对作者的观点有些异见，在此提出希共同交流。 大体

认同的观点是：[误区5]中关于白盒法测试可由程序员担当--

因为程序员对程序的设计思路最熟悉，对可能引发错误的地

方最为清楚，所以他们能制作出最快、最准的测试用例，所

以由程序员完成部分"白盒法"测试是可行的、于提高效率/质

量有益的；[误区8]中项目经理不一定是所有项目成员中薪水

最高的--如果项目经理只执行管理性质的工作，对项目不形

成建设性成果，在项目组中，除了文秘人员外，项目经理的

薪资甚至可以是最低的。 作者所谓的误区3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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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编

码并不是主要的工作，分析、设计与测试才是主要工作，并

提出了一个"资源的合理分配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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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看得到，软件

程序由代码组成，代码是软件的实体。没有代码，再多、再

完善的分析、设计、测试都是空洞/无意义的。在一定的技术

水平条件下，系统中要编写的代码量是客观性质的，是硬性

的工作量，不会因设计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区别--除非一个外

行、生手才可能堆砌大量冗余代码。分析、设计、测试则是

可主观控制的，是柔性的工作量。好比收割一亩麦田，工作



量是确定的--一亩麦田，工作方法是可以多样的，如一个人

干、十个人干、用镰刀、用收割机；为完成该工作，也需要

分析设计：如根据麦田的形状设计收割路线，以减少行走的

距离，工作时休息几次、在何处休息，以使劳动者保持最佳

舒适状态等等；为完成该麦田的收割，分析、设计的比重可

以很小，小到可以为1%，总的工作量就是101%，工作的过程

可能是劳动者苦一点、累一点；分析、设计的比重也可以很

大，大到10000%，总的工作量就变为10100%，工作的有效成

绩同样是完成一亩麦田的收割，只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是劳动

者感觉非常舒服。软件开发也是一样。同样的系统，其代码

工作量是确定的，假设为100个人月。公司甲的开发方式中，

资源分配比例是：论证1%、分析5%、设计9、编码70%、测

试15%，公司甲对该项目的总开发成本是：100个人月/70%=

约为143个人月。公司乙的开发方式中，资源分配比例是：论

证3%、分析8%、设计45、编码10%、测试34%，公司乙对该

项目的总开发成本是：100个人月/10%=约1000个人月。如果

是竞标项目，显然公司甲更有获胜机会；如果是公司自身的

项目，则公司甲的特点为：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公司乙的

特点为：工作流程更清晰、员工工作强度更低。实际中系统

开发各部分的资源分配比例应如何，并无先天的规则，主要

根据企业自身资金实力、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员工福利待

遇、及市场竞争等来定，特别地，不一定投入的成本越大，

系统就能做得越好！ 作者所谓的误区6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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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软件项

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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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道，公司设立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就是为



了能尽可能由该团队独立地解决掉项目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不要仍然象没有独立管理团队时一样，碰到一个问题时动不

动就吆五喝六，把公司各部门的人都搅动起来，影响/牵制公

司的全局工作。一个优秀的项目管理者，只有在非常必要时

，才会去请求其他部门的协助--他首先会尽可能在项目团队

内解决问题。 作者所谓的误区7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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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项目进行过程中，新人的加入不一

定是有益的，可能会"好心好意做坏事"，因为引导新人融入

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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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者的这一观点笔者也是认同的，只是作者文

章前后的说法有点自相矛盾。作者贬见的是"作坊式"的软件

管理，褒见的是"软件工厂式"管理、软件工程方法。按照软

件工程规范来进行项目管理，各种文档、流程必然是相当规

范的，而且软件工程化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要使项目不依赖

于个人、能持续进行，即如此，新人加入时、融入团队时自

然不应该存在什么困难！作者的矛盾，大概是理论与实际无

法统一带来的尴尬。 作者所谓的误区8是：技术骨干应该成

为项目的项目经理。意即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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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不

同于建筑项目，建筑项目中，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明确的，可

明确分配给工人去做的，建筑项目管理中主要的问题是组织

、领导、协调的问题，它确实不必需要建筑技术专才来管理

；而软件项目中，大部分工作是不能简单描述清楚的，也不

是简单地分配下去了就能被完成的，首先工作任务如何划分



就需要技术能手才能作出，每一个任务可安排给团队中谁来

做，也需要技术能手才能把握得准确，虽然不是必须的，但

用技术骨干担当项目经理，更能保证项目组的工作效率、更

能保证项目的成功。单从项目组效率上讲，技术骨干型项目

经理带领的团队能保证90%以上的效率，而非技术型项目经

理带领的团队大约只能保证40%--60%的效率。因为项目管理

中还有不少人际交流上的问题，所以为技术骨干型项目经理

配一个善于协调的助手/秘书，则更是一种黄金组合。 以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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