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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软件工程视角



“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方式和思维习惯，从而也深刻地影响着我

们的思维能力。”

Edsger Dijkstra（1972年图灵奖得主）



软件危机

The major cause of the software crisis is that the machines have become several

orders of magnitude more powerful! To put it quite bluntly:

• as long as there were no machines, programming was no problem at all;

• when we had a few weak computers, programming became a mild problem,

• and now we have gigantic computers, programming has become an equally

gigantic problem.

— Edsger Dijkstra



软件危机 1.0（从大型机到个人电脑）

• 软件开发技术难以满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需求：

1. 大多数大型软件开发项目的成本都超过预算，开发进度一拖再拖；

2. 软件产品质量不高，大型软件系统存在 bug 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3. 软件产品难以维护；

4. 软件产品的开发成本过高；

5. 软件产品开发的效率跟不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以及用户需求的增长。



解决软件危机的办法

• The evolution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 Structured programming

•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 The emergenc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



开发语言与人月神话

来源：GitHub 2020 数字洞察报告, 2021-02.



软件工程的发展历史

来源：乔梁, 持续交付2.0：业务引领的DevOps精要,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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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1.0 —— 20世纪70年代

软件开发螺旋模型



软件工程 1.0 的主要技术成果

• 高级编程语言的出现

• 面向对象，C++（83），Java（95）

• 构件技术

• 设计模式（94）、软件架构

• 软件工艺

• 软件蓝领的出现

• 软件工程最佳实践与标准

• CMM（98）

• ITIL / ISO20000等标准



软件危机 2.0（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

• 世界朝向 VUCA 的方向进行着变化

1. Volatility：易变性

2. Uncertainty：不确定性

3. Complexity：复杂性

4. Ambiguity：模糊性

VUCA 这个术语源于军事用语，用来描述冷战结束后的越发不
稳定的、不确定的、复杂、模棱两可和多变的世界。



软件工程 2.0 —— 20世纪90年代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基于快速迭代的软件交付

• 需求管理角度：以用户故事的形式分析和记录需求，使软件需求以一种允许
乃至鼓励多次迭代交付的形式出现在软件团队面前；

• 项目管理角度：围绕用户故事开展的迭代管理方法，包括计划会议、成果展
示、每日站会等，加上对进度与质量的度量和可视化呈现，使项目随时处于
透明、受控的状态；

• 配置管理角度：以持续集成为核心，对修改动作的频度和方式做出了严格要
求，是软件在迭代演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可用状态；

• 质量管理角度：测试驱动开发使软件获得很高的自动化测试覆盖率，在自动
化测试的保护下，通过频繁而小步的重构改善软件内部质量，从而消减软件
的频繁改动带来的质量风险。



极限编程与敏捷开发



Scrum框架



使用 Scrum 的五大好处



敏捷软件开发小结

强调短周期迭代与跨部门协作的敏捷



软件工程 2.0 —— 敏捷实践

• Java时代的敏捷实践

• J2EE → J2EE without EJB → Spring framework

• ThoughtWorks

• 1993年创办于美国，2005年进入中国

• “敏捷中国”开发者大会（06年）

• AMM（敏捷成熟度模型）

• 6个评价维度：需求、测试、代码、集体所有、协作、保障与治理、简单性

• 大厂的敏捷转型

• 华为：2007年开始试点，敏捷IPD流程

• 腾讯：2006年开始，TAPD敏捷产品

• 阿里： 2006年开始，钉钉、云效等产品



敏捷开发 2.0 —— 敏捷拓展

• 敏捷 + 精益

• 精益思想：强调市场需求拉动（而非由生产方推动）的生产体系

• “构建-度量-学习”循环

• 敏捷是在软件研发领域落地精益的实践

• 看板方法

• 将软件开发过程视为一种价值流

• Scrum与CMM的合流

• 敏捷和开源的核心价值是重叠的



软件工程 2.0 的主要技术成果

• 代码重构技术

• 极限编程技术

• 敏捷宣言（01年）

• 测试驱动开发技术

• TDD

• 配置管理

• Git 源码控制（05年）

• 项目管理技术与工具



软件危机 3.0（从云计算到大数据）

• VUCA × 价值探索 × 快速验证 × 持续交付

• 云计算对业务场景的冲击与变革

• SaaS 服务化的潮流

• 业务流程上云、融合、再造

• 软件开发过程向运维端的延申

• 软件开发过程向向业务端延申



软件工程3.0 ——21世纪10年代





DevOps 技术的兴起

DevOps是一场运动，

旨在寻找一些列方法或实践，

以提升不同角色在软件交付过程中

的协作质量与效率，

从而提高软件服务的交付速度。



DevOps 三步工作法



DevOps 最佳实践

• 流动原则：它加速了从开发、运维到交付给客户的正向流程。

• 反馈原则：它使用组织构建安全、可靠的工作体系，并获得反馈；

• 持续学习与实验原则：它打造出一种高度信任的文化，并将改进和创新融入

日常工作中。



1、基于看板的价值流动可视化

横跨需求、开发、测试、预生产和生产的看板示例



看板工具



2、建立全面的观测体系与反馈机制



理解“度量”



3、持续学习与改进原则



Put it all together：持续交付 1.0



进一步演进：持续交付 2.0

less communication, more alignment



软件工程 3.0 的主要技术成果

• 云原生与 X-Ops 技术

• DevOps、DevSecOps、GitOps、DataOps、AIOps

• 云原生与 CI / CD 技术

• Git 大平台

• GitHub Action

• GitLab Runner

• CI / CD 工具

• Travis CI 

• Jenkins / Jenkins X

• 协作流程机器人技术
GitHub 2020 年全球开发者活跃账户

2013 2019



再总结：软件工程方法编年史



软件危机还会继续吗？（人工智能与未来）

• 人类数字空间的持续扩张与演化

• 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 全线上协作时代

• 软件吞噬世界，成为基础设施

• 软件基础设施需要全球化协作

• 人人编程，全民开发者时代的到来

• 全球软件供应链的风险

• Auto X-Ops

GitHub 2020 年全球日志时间分布情况



设计思维 + 精益 + 敏捷 + ……

研发流程持续向两端快速延申（纵向一体化）



软件开发的全球化趋势

GitHub 2020 年全球开发者时区人数分布

Apache Hadoop-ozone项目的全球化程度

来源：GitHub 2020 数字洞察报告, 2021-02.



从软件项目到软件产品的快速转变

问题

需求软件

客户

协作

开发者 客户和开发者

生成

实现

基于项目的软件工程

机遇

产品
特性

软件

开发者

发现

开发者 开发者

促进

实现

基于产品的软件工程



研发工作流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Idea Issue Plan Code Commit Test Review Staging
Produc-
tion

Feedback

Automation



开源软件开发过程是一种最佳工程实践

• 分布式协作

• 大规模

• 标准化

• 自动化

• 高效



开源软件开发的协作与平台化

全球市场

创新点子

用户创新



对开源有全面理性的认识，并掌握参与开源项目的基本技术能力。



延申阅读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