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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CMM_L要内容和作用的分析，给出了在中小型软件企业实施cMM的方案和框架模型。框架将软件开发分为项 

目开发和项 目管理，对软件生命周期采用瀑布模型的描述方法，将项 目管理按瀑布模型的不同阶段划分不同的管理内容， 

使项 目管理和项 目开发过程紧密结合 ，同时给出了框架中项 目开发过程域和项 目管理关键过程域所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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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CMM contents and the role of analysis，presen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nd CMM 

framework model in the medium and small software enterprises．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be divided into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use of the software life cycle waterfall model description of methods，project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waterfall model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ifferent content management，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ject development process closely integrated，at the same time present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process area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key process area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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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于软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但是，在进行若干软件工程项 目失败后，人们 目益关注软 

件开发过程中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问题。人们认识到想 

要高效、高质量和低成本地开发软件 ，必须以改善软件生 

产过程为中心，改进对软件过程的管理是消除软件危机的 

突破 口。 软件 能 力成 熟度 模 型 (SW—C删一 一 Softwar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1)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方 

法，同时也是一种 比较实用的软件生产过程标准，因为它 

是结合质量管理和软件工程的双重经验，专门针对软件生 

产过程制订的一套规范。这一成果 已经得到了众多国家软 

件产业界的认可，并且在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及地区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了事实上的软件过程改进的工业 

标准 。但是，该标准是面 向大型软件企业和项 目的过程管 

理模型，适用于大型软件企业和项 目的实施 [1]。目前我国 

国内从事软件开发 、销售和服务的软件企业尽管有数千 

家，但这些软件企业主要 以中小型为主，据统计 占90％以 

上。因此，本文重新评价CMM标准对中小型软件企业和项 目 

的适用性，针对我国中小软件企业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基 

于CMM的软件过程改进框架。 

l C嗍介绍 

CMM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为了满足美 

国联邦政府评估软件供应商能力的要求，于1986年开始研 

究的，于1991年正式推出了CMM1．O版。CMM可以用来评估软 

件过程成熟度 ，有效地改进软件过程 ，提 高软件过程能 

力，降低软件开发风险 ’ 。 

1．1 C 的主要内容 

CMM由5个成熟度等级组成，除初始级外，在每个级别 

中又包含 了实现这一等级 目标 的共 l8关键过程域 (Key 

Process Areas，KPA)，52个 目标 (Goa1)和316个关键实 

践 (Key Practice，KP) ’ 。 

1 1 1 CMM的5个成熟度等级 

(1)C删1——初始级。在初始级，组织一般不具备稳 

定的软件开发与维护环境。项 目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是否有杰出的项 目经理和经验丰富的开发团队。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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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经常超出预算和不能按期完成，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 

不可预测。级别特 点：组织 内部是人治，是英雄创造历 

史。 

(2)c删2——可重复级。在可重复级，组织建立了管 

理软件项目的方针，以及为贯彻执行这些方针的措施。组 

织基于在类似项 目上的经验 ，能对新项 目进行策划和管 

理，并且项 目过程处 项 目管理系统的有效控制之下。级 

别特点：项 目管理级，在组织内部重复使用项 目管理的成 

功经验。 

(3)CMM3—— 已定义级。在 已定义级，组织形成了管 

理软件开发和维护活动的组织标准软件过程，包括软件工 

程过程和软件管理过程。项目依据标准，定义了自己的软 

件过程，并且能进行管理和控制。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已 

描述为标准的和一致的，过程是稳定的和可重复的，并且 

高度可视。级别特点：组织级管理，在组织内部 已经达到 

了法律化管理，由项 目级管理发展到组织级管理 ，l3个 

KPA已经制度化和法律化，组织级法律框架健全，工程过稃 

和管理过程已文档化，软件过程数据库已开始建立。 

(4)c删4—— 已管理级。在 已管理级，组织对软件产 

品和过程都设置定量的质量 目标。项 目通过把过程性能的 

变化限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实现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组 

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可描述为可预测的，软件产品具有可预 

测的高质量。级别特点：定量管理和数据管理，在组织内 

部已经达到 了量化 

管理，实现 了定量 

的数据级管理，产 

品和项 目级管理的 

经验已定量化，组 

织级过程管理 已经 

标准化和定量化， 

软件过程数据库已 

经发挥量化管理的 

作用 。 

(5) C删 5一 一  

优 化 级 。在 优 化 

级，组织通过预防 

缺陷、技术创新和 

更改过程等 多种方 

式，不断提高项 目 

等 关鼹过程域分类 

缀 管 理 组 绥 工 疆 

技术翠新 

管理 C加％5 缺陷防范 

过程变更 

管理 

C抑l4 定囊过程管理 软件矮羹管 
理 

组织过程 软件产赫王 

软f串豢成管理 焦点 壤 

C瓶3 组织过程 组际协硼 同行专寰评 

定义 审 

培训大纲 
需求管理 

软件项目计划 

软件项 目跟踩 

与监控 C瓶2 

较件子台同管 
理 

较件赛羹僳汪 

较件配釜管理 

C疆1 无序过程 

表1关键过程域的过程分类 

的过程性能，以持续改善组织软件过程能力。组织的软件 

过程能力可描述 为持续改善的。级别特点：组织已绎达到 

了循环优化和与时俱进。 

1．1．2 CMM的1 8个 关键过程域 

CMM的18个关键过程域分布在CMM2~CMM5级别 ，其过 

程分为3个方面 ，即管理、组织和工程 ，其分类如表 1所 

不 。 

1．2 Cm的主要用途 

CMM是开发高效率、高质量和低成本软件是普遍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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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方法，也是一种比较实用的软件生产过程标准，其主 

要用途有以下几种 。 

(1) 软 件 过 程 评 估 SPA(Software Process 

Assessment)：在评估中，一组经过培训的软件专业人员 

确定出一个企业软件过程的状况，找出该企业所面对的与 

软件过程有关的、急需解决的所有问题，以便取得企业领 

导层对软件过程改进的支持。 

(2) 软 件 过 程 改 进 SPI(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软件过程改进是帮助软件企业对其软件过 

程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并进行计划、制定以及实施。 

(3) 软 件 能 力 评 价 SCE(Software Capabilitv 

Evaluation)：在软件能力评价中， 组经过培训的专业 

人员需要鉴别出软件企业的能力及资格，并检查、监察正 

用于软件制作的软件过程的状况。 

2 中小型软件企业的特点 

对于什么样的软件企业可以称为巾小型软件企业，业 

界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我们一般认为少于50人软件企 

业的为小型企业，50~200人的为中型企业。前面已经提到 

在我国90％以上的软件企业为中小型企业，其特点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①企业规模小，人员流动性大。②企业员工 

以技术开发人员为主，兼顾管理，缺乏有经验的专门管理 

人员。③质量意识不浓，只注晕产品功能，不注再产 品质 

量和维护。④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开发规范。⑤产品及过 

程 的可重用性差，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⑥交流、沟通 

比较容易。 

3 中小型软件企业C喇实施方案 

针 对 面提 到 的我 

国中小 型软件企业 的实 

际情 况 ，要达 到CMM2或 

CMM3已经 非常 困难 ，更 

不 用 说CMM4和 CMMS， 因 

此 ，本文提 出的框架模 

型将CMM2作 为中小型软 

件企业过 程改进 的突破 

口，结合 中小软件企业 

项目管理过程 项目并发过程 

贯穿所有项目并发过 蒋求管理 

程域 

项目计划管理 系统设计 

项目跟踪和监 系统设计 

编码和单元澳I潢 控 

综台测试 

贯穿所有项目并发过 软件质量僳诞 

程域 
系统设计 

软件配釜管理 编码和单元测试 

综合测试 

的现状 ，对 其做 出适 当 表2项目管理与项目开发过程的联系 

的调整。本框架模型对软件生命周期采用人们较为熟悉的 

瀑布模型的描述方法 ，将项目管理按瀑布模型的不同阶 

段划分不同的管理内容，使项 目管理和项目开发过程紧密 

结合。 

本框架模 型将软件开发分为项 日开发和项 目管理活 

动，按瀑布模型描述方法 ，项 目开发活动被归入需求分 

析、系统设计、编码和单元测试、综合测试和维护五个过 

程域；项 目管理活动的不同性质被归入需求管理、软件项 

日计划管理、软件项 目跟踪和监控、软件质量保tLE和软件 

配置管理五个KPA。软件子合 同管理是 与软件项 目无关的 

KPA，所以这里将其裁掉。项目管理过程 1-j项目开发过程的 

相互联系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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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Goa1)是检验KPA是否得到满足的一个标准，本 

框架的lO个过程域所要达到的 目的如下： 

(1)项目管理过程。① 需求管理过程域，分配需求 

被有效的建立成一个基线，这个基线是以后活动的基础， 

软件计划、产品和活动与分配需求保持一致。② 项 目计划 

管理过程域 ，软件估计被文档化，以供计划和跟踪软件项 

目使用，软件项 目的活动和约定是有计划 的，并形成文 

档。③ 项 目跟踪和监控过程域，周期性的跟踪和监督项 目 

各单元，如进度 、工作量、成本和资源等，不断了解项 目 

的进展情况，当项 目进展显著偏离计划时采取纠正措施。 

④ 软件质量保证过程域，通过提供一种有效的人员组织形 

式和管理方法，对产品开发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从而持 

续改进软件质量。⑤ 软件配置管理过程域，是软件过程的 

关键要素，目的是建立并维护软件产品在整个软件生存期 

内的完整性，是开发和维护各个阶段管理软件演进过程的 

方法和规程。 

(2)项目开发过程。① 需求分析过程域，对用户进 

行需求调研，获取用户需求并定义产品需求。② 系统设计 

过程域，设计开发软件产品的体系结构、用户界面、数据 

库和子模式等。确定所采用的技术工具，从而在需求和代 

码之间建立桥梁，指导开发人员去实现产品。③ 编码和单 

元测试过程域，根据系统设计文档的要求开始对各模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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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码，对编码的阶段性产品进行单元测试。④ 综合测试 

过程域，依据用户需求、系统设计文档对最终产品进行全 

面测试，以得到用户所需求的产品。⑤ 维护过程域，客户 

依据合同和需求文档对产品进行测试和维护，以确保软件 

满足用户的长久需求。 

4 结论 

中小型软件企业是我国软件产业的支柱，CMM是一部先 

进的软件项 目开发和管理的思想与模型。通过对CMM理论的 

深入分析与研究，同时结合软件企业 自身的特点，完全可 

以找出在中小型软件企业中实施CMM的方案，所以在中小型 

软件企业中实施CMM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各企业能结 

合实际成功的应用CMM，就可以不断提高我国软件行业的整 

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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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本文在分析 了web服务访问控制特点的情况 下，指出当 

前已有的访问控制模型并不能很好的应用到web服务中，因 

此提出了一种基于主管信任的访问控制模型，该模型根据 

主体的历史操作记录计算主观信任度，然后根据主管信任 

度进行授权 ，体现 了主体的历史行为对于访 问控制 的影 

响。现有模型中怎样保证TMC的安全性是下一步将要研究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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