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成熟度模型

：



回顾

• 度量是软件工程过程的一个关键要素。

• 可以在源代码中插入语句以收集程序数据，
例如计算每个分支的每一侧被遍历了几次，
或者每一段代码是否都被执行过，执行了
几次。

• 测试覆盖率是对最后的测试结果提供度量
的信任标准。

• 理解缺陷的定义和测试过程中对缺陷管理
的必要性



回顾

• 软件缺陷的生命周期：打开、解决和关闭。

• 缺陷管理报告中应该包含对于整个缺陷涉
及到的各种因素进行管理。



学习目标

• 理解能力成熟度模型

• 理解能力成熟度模型中的不同等级

• 理解ISO的流程体系



简介

• “能力成熟度模型”是 SEI 在 1986 年开发
的过程，用于改善组织的软件技术的应用
过程。

• 这个过程分为五个定义良好的顺序提高的
等级：
– 初始级

– 可重复级

– 已定义级

– 已管理级

优化级



CMM的产生背景

• 当今的软件组织工作在一个竞争和变化日益加剧的
环境中。

• 成功的软件组织通过为现有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或满
足新的需求来积极有效地面对变化。

• 许多公司面对变化没能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而被
其产品开发工作的缺乏控制所牵掣。

• 许多公司不能够正确地预测、控制和改进
特定产品或合同的利润空间、产品
装运日期或产品质量。



CMM

• CMM 是设计用来帮助组织解决这些问题的。

• CMM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和可验证的方法，
用以不断地加强对产品开发过程的控制，并
改进产品开发过程。

• CMM 提供了一个标尺，使组织能够根据该
标尺对其生产过程进行定期的测量，也提供
了进行优化及管理改进工作的数据。

• CMM 描述了软件特有的产品开发实践和
所有组织必须遵守的通用管理实践。



SECAT

• SECAT 支持应用于行业中的大部分主要的
CMM模型，特别是：

– 集成产品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 (IPD-CMM)

–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SW-CMM)

– 软件获取能力成熟度模型 (SA-CMM)

– 系统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 (SE-CMM)

– EIA I/S 731：系统工程能力模型 (SECM)

– 系统安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 (SSE-CMM)



CMM 等级



1 级：初始级 2-1

• 开发团队对每个项目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 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以后可能不会成功。

• 某些时间/成本估算是准确的，但大多数估算
与实际相去甚远。

• 成功依赖于杰出的人员和他们的努力。



1 级：初始级 2-2
• 杰出的人员离开后，很难再次获得成功。

• 经常出现危机和紧急修改工作。（许多人认
为这是软件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是
CMM 不这样认为。）

• 大多数的软件开发组织处于1级。



2 级：可重复级 3-1

• 纪律化的过程

– 用于管理软件项目的方针和实施这些方针的规
程都已制定。

• 项目级想法，可造，类似项目成功经验可重
用。



2 级：可重复级 3 2

• 软件项目标准均已确定，并且组织能保证
切实地执行这些标准。

• 如果有分包商的话，软件项目人员与他们
一起努力，建立牢固的顾客 - 供应商关系。



2 级：可重复级 3-3

• 2 级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可概括为纪律化的，
因为软件项目的规划和跟踪是稳定的，能重
复以前的成功。

• 遵循以前项目的实施情况所制定的切实可行
的计划，项目处在项目管理系统的有效控制
之下。



3 级：已定义级 2-1
• 标准和一致的过程：

– 开发和维护软件的标准过程

– 3 级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可概括为标准和一致
的。

• 有组织化思想。具备能动性。文档化和标
准化。



3 级：已定义级 2-2

• 3 级组织建立的过程，用来（必要时，可以

修改）帮助软件经理和技术人员更有效地工
作。

• 实施全组织的培训计划，以保证职员和经理
具有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 3级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可概括为标准和一

致的，因为软件工程活动和管理活动都是稳
定的和可重复的。



4 级：已管理级 2-1

• 关键域：3级的关键域，以及

– 定量过程管理（数据收集）

– 软件质量管理（数据驱动的质量改进）

• 组织对软件产品和过程都设置定量的质量目
标。

• 作为组织测量计划的一部分，对所有项目中
重要的软件过程活动都测量其生产率和质量。



4 级：已管理级 2 2
• 项目组通过将其过程实施的变化限制在定量
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实现对其产品和过程
的控制。

• 可以将过程实施方面有意义的变化与随机变
化（“噪声”）区别开来，特别是在所建立
的产品线内。

• 提升新应用领域的学习曲线所带来的风险是
已知的，并且得到了精心的管理。

• 4 级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可概括为可预测的，

因为过程是已测量的并在可测量的范围内运



5 级：优化级 2-1

• 关键域：4级的关键域，以及

– 缺陷预防

– 技术变更管理（采用新方法）

– 过程变更管理（改进过程）

• 为了防止已知类型的缺陷再次出现，评估
软件过程，将经验教训告知其他项目组。



5 级：优化级 2 2

• 5 级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可以概括为持续改

进的，因为这些组织为扩大其过程能力的范
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因而不断地提高其项
目的过程绩效。

• 通过对现有过程进行增量式改善，也通过采
用新技术、新方法的革新，使过程得以不断
改进。



(ISO)

• ISO 是一个建立于 1947 年的非政府组织。

• ISO的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标准化工

作及相关活动的发展，以便于国际物资和服
务的交流，并扩大在知识、科学、技术和经
济方面的合作。



为何 ISO 是必需的?

• 需要ISO的主要原因有：

– 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 各个领域的相互渗透

– 世界范围的通信系统

– 新技术的全球性标准

– 发展中国家



ISO 的贡献 2-1

• 下面是已经被广泛采用的 ISO 标准，它们为

工业界、商业界和消费者都带来了显而易见
的利益。

– 在众多的照相设备标准中，ISO 胶片速度码标准
已经被采用为世界标准，方便了一般的用户。

– 电话卡和银行卡格式的标准化使得卡可在全世界
范围内使用。



ISO 的贡献 2-2

– 成千上万的企业实施了 ISO 9000 标准，它为质
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提供了框架。

– ISO 14000 系列标准提供了环境管理的的类似框
架。

– 定义良好的符号可以在多语种的环境中传达简
单清晰的信息。相同的汽车控制符号应用于全
世界的汽车中，而不论汽车是在哪儿生产的。



ISO 的成员有哪些？

• ISO 组织的成员可分为以下三类：

– ISO 团体成员

– 通信成员

– 订购成员



ISO 标准是如何开发的?

• ISO 标准的开发依据以下原则：

– 少数服从多数

– 行业范围内

– 自愿



ISO 中的三个主要阶段

• ISO 标准开发过程中的三个主要阶段为：

– 定义未来标准的技术范围

– 达成一致阶段

– 正式批准形成的国际标准草案



• 能力成熟度模型是一个过程，它划分为五个
定义良好的顺序提高的等级：初始级、可重
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和优化级。

• 能力成熟度模型的设计用来帮助组织解决软
件过程的问题。

• SECAT 提供了完整的服务，支持结构化产品的
开发过程改进，包括培训、评估和基于 CMM 
的过程改进指导。

• 1 级组织的软件过程能力是不可预测的，因为
随着工作的开展，软件过程经常更改或修订。



总结 3-2

• 用于管理软件项目的方针和实施这些方针
的规程都已制定。

• 在全组织范围内开发和维护软件的标准过
程已文档化。

• 组织对软件产品和过程都设置定量的质量
目标。



总结 3 3

• 作为组织测量计划的一部分，对所有项目中
重要的软件过程活动都测量其生产率和质量。

• 在优化级阶段，整个组织集中精力进行持续
的过程改进。

• 标准是文档化的协议，它包含了技术规范或
其他精确的准则，用于将其作为规则、指南
或特征定义，并始终如一地使用，以保证材
料、产品、过程和服务与其预期目标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