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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制胜》

前言

软件开发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已逐渐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团队合作形式。然而，由个人过渡到团队
并非简单的1+1=2问题。随着团队规模的增加，所面对的挑战将呈非线性增长。如何提高软件开发团
队的生产率，这是目前困扰着大多数软件公司和开发人员的主要问题之一。人们通常倾向于从技术层
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引入某种新的语言或者框架，却似乎达不到预想中的效果。即使采用了一
些标准的开发管理流程，例如CMM，通常也只是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而没有深入理解这些流程的
本质内容，因此，往往流于形式。开发人员仍然要忍受着加班，返工以及无休止的编码-修改过程，而
公司的管理层也不得不面对庞大的开发成本和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失率。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了团
队开发中的人力因素。与传统的制造行业相比，软件行业有其特殊性。传统制造业中的生产要素包括
生产设备、原材料等，这些生产要素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小，可以通过标准的流水线
方式来提高生产率。然而，我们不能将软件开发工作等同于流水线。软件行业中的生产要素为开发人
员，他们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情绪、需求和关注等），我们要理解和
尊重这种差异。高效的软件开发团队并不只是包含一些标准的管理流程，更重要的是精心培育团队中
的人力因素。本书的作者在软件行业中工作了近30年，具有丰富的开发经验和管理经验，他目前的主
要研究方向是如何在团队之间实现更高效的合作。本书的内容从个人、团队和利益相关者等三个方面
进行组织，讨论主题包括个人、质量、责任、主动性、可持续性、沟通、动机与期望、合作、一致性
、组织、协调、指导、客户、目标设定、规范、优先级、变更等，基本上涵盖了构建高效团队合作的
各个方面。掌握一项技术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而培育一个成功的团队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并且要持之以恒，不能松懈。团队合作需要很长时间的相互磨合才可以形成，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
的。希望本书能够对读者在构建软件团队的过程中有所帮助。参与本书翻译工作的还有李杨、吴汉平
、徐光景、童胜汉、陈军、胡凯、刘红、张玮、陈红、李斌、李勇涛、王海涛、周云波、彭敏才和张
世锋等。由于译者的时间和水平有限，翻译中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和同行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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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制胜》

内容概要

《团队制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介绍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团队之间如何实现高效的合作。《团队
制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从个人、团队和利益相关者等三个方面进行组织，讨论主题包括个人
、质量、责任、主动性、可持续性、沟通、动机与期望、合作、一致性、组织、协调、指导、客户、
目标设定、规范、优先级、变更等，基本上涵盖了构建高效团队合作的各个方面。
《团队制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适合软件开发人员与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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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im Brosseau，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软件行业中工作，从事过测试、开发，担任过项目经理以及讲师。
他在嵌入式电子设备、ATC系统和商业软件包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开发经验和管理经验。Jim是Clarrus
Consulting Group公司的负责人，自1998年以来，为世界各地的众多组织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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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制胜》

章节摘录

个人的正确态度在做每件事情时我们都会有着不同的态度，无论是在软件开发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
中。必须了解这些态度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活动能力，并且要注重培养一些最有作用的态度。在这一章
中，我们将讨论一些成为高效的团队成员所应该具备的态度，并且指出领导能力（Leadship）是非常
重要的，不论你的角色或头衔是什么。3.1牛仔和无名英雄在我曾经参与的项目中，总会有一两个人从
项目团队中脱颖而出。他们远远超出了完成项目的要求——就像传奇牛仔John Wayne骑马而去消失在
日落中的情境。他们都是软件开发中的传奇牛仔，可以解决棘手问题的人，似乎他们知道项目中的所
有重要信息，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你是否遇到过在某个项目中，这些英雄人物突然离开？
在团队中突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做出这些晦涩的设计，而你肯定也不想去阅读这些英雄在离开之前
编写的代码。嗯。生活并不总是美好的，是吧？个人的不可缺少性已成为一种不利的因素。Tom
Demarco曾经指出，“凑合（Can-do）的态度可以将轻微的挫折升级为真正的灾难”。然而，在项目
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英雄，他们不会带来这样的消极作用。他们始终认为做正确的事是工作的一
部分，他们在幕后做了许多的工作，但却似乎从来都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虽然他们不会提出一些巧
妙的解决方案，但也不会犯重大的失误。他们很少会偏离软件基线。他们既不会不切实际地夸下一些
海口，也不会让项目经理讨论他们的工作预估（这往往会令经理感到惊讶）。他们很少大量地加班，
因为通常不需要这么做。他们的方法有条不紊并且压力很小，然而这些却往往被人们视作在工作中缺
乏兴趣，给人以“没有尽职”的印象。当他们离开时，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地接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
工作是清晰的并且易于理解的，没有隐藏任何东西。虽然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但这些迹象都表
明他们是在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做工作，而不只是简单地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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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希望在软件团队中推动一些行之有效的变更或者施以更大的影响力，那么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
是自行对各种技术进行实验，在黑暗中摸索几年；另一种选择就是购买本书，阅读并且应用书中所给
出的技术。当然，究竟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于你自己。　　——Matthew HeusserJim Brosseau对于IT工
作环境中各种驱动因素的真知灼见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提供IT解决方案的开发人员和管
理人员来说，他在书中给出的见解不仅能促进项目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能使工作本身也变得更
为轻松。　　——Bruce A.Stewart，Accendor Research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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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团队制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优化软件开发中的人力因素，基于真实数据和经验的解决方案
。《团队制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是一本令人信服的、全面创新的以及切实可行的指导著作，
它能够有效地改善在构建优秀软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力因素。通过与众多团队的多年合作，Jim
Brosseau在书中阐述了如何通过小规模的、立竿见影的变更，来逐步推动大型的改进工作。这些变更
针对团队整体来设计，充分考虑现有的组织文化。此外，Jim Brosseau还提供了每个人都可以立即付诸
实施的方案，而无需等待管理层来推动。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技术或者组织结构，通过阅读《团队制
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你都能够掌握如何将各种解决方案应用于实际的开发环境中，这些实
际问题往往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者。Jim Brosseau还与读者共同分享了在面对项目管理软件方面的
问题时，人们的态度、动机和人际关系方面重要的新观点。《团队制胜:掌握软件项目成功主动权》是
一本启示录——对于每个项目团队成员、领导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来说，它是您工作中的一份宝贵的参
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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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同类书籍，推荐人月神话。其实软件团队管理，其中经验完全可以延伸到各行各业，非计算机出
身的读者，刨去技术看理论，绝对受益匪浅
2、非常不错的团队阐述之书
3、写得挺好的，有很多观点都很精辟，要是能有一些更好的关于可行性方面的建议就好了。可以换
个角度去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和发展方向。
4、这本本，很不错。拿到图书后，翻看一下。讲解了很多对人的管理，也分析了人在团队中会遇到
什么事情，及人的因数。
5、老生长谈，组织整理得不错。要完全做到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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