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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的下属全资

子公司。公司致力于建立全球人民币及相关产品交易主

平台和定价中心，提供交易系统、交易后处理、交易费

用计算等职能。公司从2016年年底开始引入COSMIC标

准功能点估算法，目前已在公司稳定实施两年。

背景



2007. 01

隶属于交易中心的开发部门，未建立统一估算体系

独立为交易中心子公司，引入IFPUG法估算功能点

稳定运营2年后，引入并全面实施COSMIC标准功
能点估算法

背景



背景

系统数量多、类型多
标准估算面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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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面临问题：

     成本高：学习成本，估算成本；

     歧义：无统一的客观标准；

     

引入COSMIC快速估算法

环境：

外部环境：业界已有COSMIC快速估算法的应用成果论文发表； 

内部环境：COSMIC标准估算法已稳定实施两年之久，

有一定数据积累；同一系统的功能处理大多相似；

简化估算流程，降低成本；

统一估算视角，消除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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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COSMIC快速功能点估算法？

         利用   粗颗粒度需求规模      与     实际规模  之间的换算关系，快速地计算近似规模。

         粗颗粒度需求规模举例：功能处理个数、用例个数、文档页数、开发人员数量等等

COSMIC快速估算法简介

四类算法

§ 功能处理平均规模法 §固定规模分类近似法

§ 相等规模带法 § 平均用例法



§ 功能处理平均规模法

分析功能处理个数与功能点规模之间的关联关系，求出规模均值。

COSMIC快速估算法简介

规模均值 4CFP/功能处理

总规模=4*功能处理个数

适合场景：功能点数全局范围分布较均匀
特点：分布越均匀，准确率越高

§ 平均用例法

规模均值 4CFP/功能处理

功能处理均值 3.5功能处理/Case
总规模= 4 * 3.5 * Case个数

适合场景：
      用例的功能处理数全局范围分布均匀
      功能点数全局范围分布均匀
特点：两层近似估算，准确率较低

在功能处理平均规模法的基础上，分析用例个数与功能处理规模之间的关联关系，

求出功能处理均值。



§ 固定规模分类近似法

在功能处理平均规模法基础上，根据功能点数，凭经验将功能处理划分规模等级，

再求出每个规模等级的规模均值。

COSMIC快速估算法简介

分类 规模(CFP) E X R W 错误信息

小 5 1 1 1 1 1
中 10 2 2 3 2 1
大 15 3 3 4 4 1

适合场景：
     功能点数有明显等级差异
     规模等级内部数据分布均匀
特点：
     规模等级差异越明显，准确率越高



§ 相等规模带法

基于固定规模带分类近似法思想，先将功能点数从小到大排序，按功能点数顺序构造N个

总规模相等的规模带，最后求出每个规模带的规模均值。

COSMIC快速估算法简介 

规模带 规模均值 占总体功能规模比例 占总体功能处理比例

小 5.5 25% 40%
中 6.2857 25% 35%
大 14.6667 25% 15%
超大 22 25% 10%

适合场景：
      功能点数排序后斜率较大
特点：
       算法复杂，准确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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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取试点系统

步骤 2
收集历史数据

步骤 3
预处理历史数据

步骤 4
分析历史数据

研究过程

提出聚类平均规模法



步骤 1
选取试点系统

XX
计算系统

XX
处理系统

XX
网

XX处理系统

平台1 平台2 平台3
•业务逻辑复杂

•上下游系统较多

•前端和后台开发

•交互类

•数据获取逻辑复杂

•上下游系统较少

•政策相关类

•上游系统很多

•数据接口多

•展示门户类

研究过程



步骤 2
收集历史数据

     数据来源：2017年至2018年底，COSMIC标准功能点估算法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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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

步骤 3
预处理历史数据

       将COSMIC标准估算中的功能处理映射为COSMIC快速法中的功能处理，标记功能处

理类型，并记录对应的标准法评估的功能点数。



研究过程

新增类型：规模均值约等于4；
修改类型：规模均值约等于2；

步骤 4
分析历史数据——功能处理平均规模法（XX计算系统）



研究过程

步骤 4
分析历史数据——功能处理平均规模法（XX计算系统）

偏差率=（快速估算-标准估算）/标准估算



研究过程

步骤 4
分析历史数据——相等规模带法（XX网） 直接应用失败，提出聚类平均规模法

相等规模带法（新增）

规模带 功能处理个数 功能点数 编号区间 规模均值

1段 35 95CFP FP1~FP35 2.714
2段 24 95CFP FP36~FP59 3.958
3段 17 95CFP FP60~FP76 5.588
4段 12 95CFP FP77~FP88 7.917

相等规模带法（修改）

规模带 功能处理个数 功能点数 编号区间 功能均值

1段 76 78CFP FP1~FP35 1.026
2段 34 78CFP FP36~FP59 2.294
3段 23 78CFP FP60~FP76 3.391
4段 10 78CFP FP77~FP8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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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解决相等规模带法中，相同功能处理且功能点数相近却被划分到不同的

规模带的情况。

基本思想：

       利用聚类算法将相同功能处理且功能点数目接近的聚集到一起，构造出

原子规模带，然后再求出每个原子规模带的规模均值。

聚类平均规模法



聚类平均规模法

FP2->1CFP
FP2->1CFP
...

某系统
样本

FP2->2CFP
FP2->2CFP
…

新增

修改

FP2

FP1

FPn

…

avg1

avg2

建模流程

聚类算法

1、按功能处理类型划分
2、按功能处理划分
3、功能点排序
4、划分原子规模带
5、计算规模均值

原子规模带 规模均值



avg11

avg21

avg31

avg12

avg22

avg32

avg13

avg23

avg33

avg11

avg21

avg31

avg12

avg22

avg32

avg13

avg23

avg33

聚类平均规模法

举例

形状表示功能处理类型
颜色表示功能处理动作
面积代表功能点数

原子规模带



聚类平均规模法

XX网快速估算模型



聚类平均规模法

XX网快速估算模板



聚类平均规模法

模型效果分析



聚类平均规模法

模型效果分析



聚类平均规模法

模型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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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成果

        1、快速估算法简化了估算流程，统一了估算视角，减少了分歧，估算成本降低约60% 。

        2、目前已完成在3个试点系统实施COSMIC快速功能点估算法。

展望

        1、定期收集数据，校准模型。

        2、公司层面推广COSMIC快速估算法。

        3、工具化，集成到现有的全流程平台中。

        4、方法论，丰富组织过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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