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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改进的两种力量

n 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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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达成未来更高的目标



在线考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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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习惯于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

• 开发人员是研发工作的核心

• 拿到需求后开发人员首先考虑的是使用哪种技术实现（自己熟悉的、同业使用的、最先进的）

• 当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问题时，通常会在技术上探索新的可能性



技术类

管理类

思维方式

认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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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各种手段

《瞬变》
《思考的快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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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思维方式是驱动改进效果的关键

• 看似人的问题，实则情境问题。

• 看似懒于改变，其实精疲力尽。

• 看似生心抗拒，实则方向不明。

• 系统一：直觉、本能、潜意识

• 系统二：深思熟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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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目标

团队目标 企业目标

国家目标

全球目标

不同规模的团队都能建立共同目标



整体目标应该变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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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目标的分解引发冲突

研发交付目标逐渐被过程目标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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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将解决问题的手段限制在单一领域

• 目标本身定义不清晰或逐渐被侵蚀

• 总体目标分解后引发对立冲突、影响力被削弱

• 目标未被执行主体认同

有效驱动改进面临的几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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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年度报告中的统计数据



IT企业的交付能力差异巨大



驱动团队致力于快速响应变化的环境
• 探索如何快速响应变化

• 按需设置的迭代长度

• 松耦合架构 

• 持续交付流水线

• 赋能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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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频率在驱动什么？



自动化、内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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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即代码

• 自动化部署

• 持续集成 

• 自动化测试

变更前置时间在驱动什么？



服务的可用性、服务稳定性和修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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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可扩展性、资源可伸缩性

• 自动化部署

• 自动化测试

• 实时监控与自动修复

• 前瞻性预警通知

服务恢复时间在驱动什么？



交付质量、系统健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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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与透明性

• 自动化部署与回退

• 破坏性试验 

• 自动化测试

变更失败率在驱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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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目标组成



研发过程度量的一些局限性

• 代码行不准、功能点太难，且不能等同于业务产出价值（科学度量除外）

• 用工作量投入或功能规模产出评价知识工作者难以被认同（软件冰山类比法除外）

• 研发包含的创造性工作过程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可视化程度不高

• 研发工作职责边界和范围难以严格区分，工作切分也没有唯一标准

• 局部工作输出对全局目标的贡献难以界定，局部目标从全局来看可能被部分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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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效能指标 Vs 研发过程指标



定量目标能有效支持持续改进
• 定量目标更容易衡量

• 可为团队提供更明确的方向引领与指导

• 可将量化目标进行分解，最终映射到具体的行动项

• 可以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研发过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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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目标 Vs 定量目标



目
录

  改进为何会缺乏驱动力？ (why)1

  交付目标如何驱动改进？ (what)2

  量化管理驱动改进的例子(how)3CONTENTS

21



HP激光打印机固件部门（400名开发人员、分布式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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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管理驱动改进的例子



改进推进路线

【Architecture adjustment】架构调整（功能开关）

【Continuous Integration】持续集成与自动化分级测试

【Development iteration】迭代开发（替代瀑布）

【Planning agile】敏捷计划（业务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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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管理驱动改进的例子



采用的一些改进措施
• 使用持续集成

• 基于源代码控制，将代码提交到共享分支(基于主干的开发)

• 加大自动化测试投入

• 创建硬件模拟器，以便在虚拟平台上运行测试

• 使用统一的构建和发布方式，支持所有打印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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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管理驱动改进的例子



研发过程的改进效果
• 最初每天执行1次构建，最终实现每天执行10-15次构建；

• 最初每天由总构建人进行大约20次代码提交，到每天所有开发人员有超过100次的

代码提交

• 开发人员每天更改和添加的代码行数达到了7.5-10万行（400人团队）

• 回归测试的周期从6周缩短为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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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管理驱动改进的例子



最终带来的改进收益

• 开发人员用于创新和新特性开发的时间从5%增加到40%

• 总开发成本降低约40%

• 处于开发状态的项目增加了约140%

• 每个项目的开发成本降低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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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管理驱动改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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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 主题 完成条件（目标完成或没有完成）

0 质量准入条件 测试失败修复时间<1周；L2测试失败24小时内给出响应

1 季度性小发布 完成所有P1变更；稳定性错误率达到发布条件

2 新平台稳定性和测试覆盖率
客户验收测试100%通过；所有L2测试通过率98%以上
满足L4测试准入条件；覆盖所有已打开功能的L4测试
新产品L4测试通过率100%

3 产品的前后依赖和关键功能
持续打印一小时，打印速度与装订速度一样
全速复印测试一小时；可以设置省电模式
通宵进行生产线测试集测试；公共测试库对4条控制面板的显示进行测试

4 下一个版本的产品编译 端到端的新处理器编译；对新处理器进行高级性能分析

5 系列集成计划 根据内容和日程，在系统测试实验中对架构薄片进行端到端的敏捷测试

小里程碑目标（30个迭代）

在网上向所有人公布的里程碑交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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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队列/自动化编译状态
每日度量结果 05/24/2011

编译器类
型 编译类型 编译执行次

数
编译通过总

数
编译失败

总数
分支测试执

行总数
分支测试通

过总数
分支测试失

败总数

Stage 2 
Builder

Stage2 
Combined 10 4(40%) 6(60%) 133 105(79%) 28(21%)

Stage 2 
Builder

Stage 2 
CEQbar 36 31(86%) 5(14%) 36 31(86%) 5(14%)

Stage 1 
Builder

Stage1 
Qbar 50 42(64%) 8(16%) 50 42(84%) 8(16%)

Stage 1 
Builder

Stage1 
XPQbar 23 21(91%) 2(9%) 23 21(91%) 2(9%)

Totals for all Stage 2 
builds 10 9(90%) 1(10%) 133 105(79%) 28(21%)

Totals for all Stage 1 
builds 109 94(86%) 15(14%) 109 94(86%) 15(14%)

用过程度量数据支撑的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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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待解决问题的复杂度提高，除了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我们还需要遵循认知

规律来改变思维方式，通过迭代的方式来促进个体意识与潜意识对话，从内部驱

动因素来优化我们的行为模式。

2. 驱动改进的力量，自下而上是解决问题，自上而下是目标引领，解决问题需要考

虑多层次共同作用，目标引领要量化且面向交付。

3. 当我们开始转向思考一些典型的交付指标时，其实我们已经切换到了全局优化和

系统思考的模式，能使我们的改进能针对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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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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