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成本度量体系，实现精细化管理 

——中国银行软件研发规模估算实践分享 



概要 

愿景，目标 
（为什么要做） 

估算方法的选择 
（怎样做，何时做） 

引入行标时的背景 

（做得怎么样） 

应用成果 
估算方法实践 

体系建设 

问题和展望 
（将来做什么） 



一、为何要做软件成本估算 

二、软件成本估算应用实施情况 

三、问题和展望 



主动转型发展 服务最好银行 

中国银行软件中心简介 

中国银行总行直属机构 

负责全行应用软件开发、应用软件质

量控制、应用系统维护工作，制定相

关标准、流程和规范并组织实施。 



 

 

    （一）、为何要估算 

能估算软件所需
花费的成本，提
交报价。 

以软件功能规模
为基础建立度量
体系，评价效率、
质量等指标。 

有利于变更范围
识别，有利于变
更成本估算。 

有利于需求确认，
结合其他方法，
考虑其他影响因
素，估算工期，
排定计划。 



 

1、常见方法 

 

 

    （二）、如何进行估算 



2、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 

 

收益 成本 

度量精度 

规划和管理要求 
推广难度 

应用范围 

数据积累情况 

方法掌握难度 

预算（事前） 

改进（事中/后） 

绩效评价 

客观性 

准确性 

审核投入 

产能规划 

人员能力 



 

 

3、软件成本估算 

焦点：如何进行软件规模估算？ 



 

 

4、软件规模估算方法比较 

方法 估算稳定
性 

开发前
使用 

国际
标准 

适用范围 估算难
度 

关注角度 

功能点方法 相对稳定 可以 是 较广泛 相对简单 功能价值 

代码行方法 稳定 不可以 否 有限 简单 开发成本 

Use case
数量（UCP） 

不太稳定 可以 
 

否 较广泛 
 

较复杂 功能价值 
 

页面数/窗
体数  

较稳定 可以 
 

否 有限 
 

简单 功能价值
（页面） 



 

 

5、软件规模估算方法选择 

 

1 

• 功能点估算方法基于用户功能需求和数据的，强调从用户的角度来衡

量软件提供的功能规模的方法。估算过程是甲乙双方对需求沟通并明

确的过程。 

•与技术无关，客户容易理解 

•容易形成统一标准，可以统一规模度量，易持续改进 

•估算相对简单快速 

2 
• 适宜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如，引入类比、类推方法交叉验证。 

3 

• 估算结果宜为一范围而非固定值。估算方法有一定弹性，掌握尺度

不同，微观上还可能造成差异较大。 



 （三）、何时进行估算 

 

 技术方案评估 
 功能分析（度量） 
 变更评估 
 持续改进 



一、为何要做软件成本估算 

二、软件成本估算应用实施情况 

三、问题和展望 



 

 

    （一）、引入软件成本估算方法的背景 

全生命周期工程活动“V模型” 

软件中心开发周期：
从需求分析—功能
测试的开发周期 

编码 

单元测试 

组装测试 

功能测试 

详细设计 

总体设计 

需求分析 

方案制定 

需求编写 

投产 

性能测试 

运维 

软件中心在中国银行软件开发体系中的定位 

业务部门 
信息科技部 

分行 

软件中心参与 

软件中心负责 
或承担主要工作 

立项 

或直接 
外包 

预算 

绩效评价和
改进 



方法引入背景 

引入功能规模估算方法的行业标准 

 客观估算开发成本，统一规划

产能； 

 在项目前期估算软件规模； 

 使用一致的估算过程和公式，

使估算过程透明化、估算结果

可追溯； 

 建立软件规模基准度量体系，

形成持续改进良性循环。 

要求 

 原估算方法不稳定、不客观； 

 原方法不适用于项目立项前快

速估算的要求； 

 估算过程无“标准语言”，结

果无法得到业务人员认可； 

 无法形成持续改进； 

 估算人员及评审人员的能力有

待进一步提高。 

问题 



 对现有估算及审核流程进行诊断并制定改进方
案，将标准化流程纳入中心管理体系。 

 建立适用项目早期的软件规模估算方法： 

 建立基于功能规模的项目工作量估算模型； 

 对部分项目的规模计数结果进行抽查并给出评

估报告。 

 提供符合行业标准及软件中心项目特点的规模

及工作量估算方法培训，建立持续的相关人员

储备和培训制度。 

People 
人员 

Process 
过程 

Technology 
方法 

软件规模估算方法引入目标 



规模估算方法 
初建历程 

（2005-2015） 

 了解软件功能规模估算方法，对不同规模估算方法进行试点研究； 

2005年-
2009年 
方法研究 
 

 建立功能点估算和审核的三级管理架构； 

 建立估算人员档案和评审人员档案； 

 通过抽查、自查等活动保证功能点估算结果的稳定性； 

 在全中心正式发布并推广功能点规模估算方法； 

2011年 
 
方法培训 
全面推广 

2010年 
 
方法优化 
组织试点 
 

 成立组织级EPG专题组开展对功能点方法的优化研究； 

 确定基于产品进行功能点估算的原则； 

 对IFPUG标准功能点方法进行定制，形成《功能点分析指南》； 

 在中心开展方法的试点工作； 

 

2012-15年 
 
标准示范 
持续改进 

 

 建立估算人员分级管理体系； 

 完善方法，优化模型； 

 功能点估算结果的稳定性纳入团队评定指标； 

 自动化工具建设，建立组织级基准数据库； 



    （二）、软件成本估算应用情况 

       遵循行业标准，结合金融行业软件研发管理特性，构建了以功能点为

核心，规范工作量快速估算，统一衡量标准、覆盖软件研发管理全过程的

价值、效率、质量、能力的规模度量管理。 

需求开发 技术方案 分析 设计 编码 内部测试 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 运维支持 投产 立
项 

生产率度量子模型 

规模度量子模型 

工作量估算子模型 

度量应用子模型 

规模
度量
体系 

基于功能点的覆盖软件研发全流程的规模度量体系 



功能点应用管理体系 

项目组估算 

管理办法 稳定估算 

固化 
方法 

部门初审 

 基线维护 

组织级评审 

严格 
流程 

 

稳定 
人员 

 《……指南》 
 …… 
 …… 

 《……应用管理办法》 

 ……. 

  …… 
  …… 
  …… 

 



建立保证规模估算准确的严格科学的机制 

功能点估算结果评审 
 
 
 
 
 
 
 
 

估算人员专业化 估算结果专家评审 外部审核 

引入行业专家对估
算结果进行审核 

人员技能保证 

 从事估算、评审工作人员要

求通过CCEP认证； 

 估算、评审人员要求年度估

算功能点不低于一定数量 

人员分级管理 

 明确估算、评审人员准入、

退出、分级使用规则 

内部 外部 



建立快速估算工作量方法 

软件
规模 

应用
领域 

质量
要求 

采用
技术 

人员
构成 

过程
能力 

复用 

行业标准中工作量主要影响因素 

功能点规模 

产品 测试团队 产品开发团队 

产品级耗时率 项目级耗时率 

项目经理 

功能点耗时率基线 

7个影响因素逐

一确定耗时长，

估算速度慢 

2类估算因子确

定耗时短，估

算速度快 

简
化 

       对行业标准中7个工作量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归纳，简化为功能点规模和功能点平均耗时

率两类估算因子，同时针对每个产品或不同项目类型建立相应的功能点耗时率基线，实现

工作量快速估算的目的。 



人员培养和提升效果 

 
 

推动功能点估算人才培养 

 

 

提升估算准确率 

推动CCEP功能点估算人才培养，

有序组织认证考试，2016年通过认

证人员已达615人，满足了对功能

点估算和评审的技能要求。 

2013年 2016年 

490 

615 

CCEP认证人数 

523 

2014年 

2.37% 

13.37% 

2013年 2015年 

功能点估算整体偏差率 

2014年 

3.53% 

引入第三方专家检测，对年度各

批次功能点估算结果进行抽查，

2015年整体偏差率（绝对值）

下降为2.37%，估算准确性显著

提升。 



建立持续改进的科学机制 

规模度量

与应用模

型 

       引入持续改进思想，构建具备自学习

机制的模型，构建、使用、数据积累分析、

修正各阶段持续循环实现模型持续优化校

准，以此保证模型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阶段1 

初次估算 

阶段2 

再次校准 

P 

D 

C 

A 

       模型使用分级估算、逐步求精的方法，

依据估算方法的效率、精度等特性，通过

不同方法的分阶段使用实现后续阶段对前

置阶段估算数据进行校准，即满足了前置

阶段估算时效性要求同时保证了度量数据

的准确。 

       工具平台支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 



成本度量应用 

度量管理 

变更评估 

成本估算 

绩效管理 

• 稳定产出估算，优化资源调配 

• 多维度度量，持续改进 

基础度量项：功能规模 

自己比 

同类比 

同业比 

• 建立度量项的统一绩
效管理考核机制 

• 事中监控，科学预测 

估算工作量 

估算工期 

评定优先级 

任务排期 

过程能力评估->风险
预测->应对调整 



    （三）、软件规模估算（功能点估算方法）应用实践 

系统所维
护的信息
及处理的
复杂程度
决定了系
统价值 

EI（外
部输入） 

EO（外
部输出） 

EQ（外
部查询） 

EIF（外部
接口文件） 

ILF（内部
逻辑文件） 

 

 

数据
功能 

事务
功能  

系统使用 
或维护了 
哪些数据 

 

系统如何 
使用或维 
护这些数 
据 

什么是功能点估算方法 



电子政务 
银行系统 
办公自动化 
信息管理系统 
电信业务管理系统 

 

 
视频和图像处理软件  

杀毒软件  
网络游戏  

航空航天软件  
 
 

 

功能点估算方法适用范围 

以数据和交互处理

为中心的 

以功能多少为

主要造价制约

因素的 

 
适用范围 



快速功能点估算方法（NESMA）引入 

预估功能点方法 

仅估算ILF、EIF 

固定复杂度 

ILF=35FP 

EIF=15FP 

仅考虑软件因素

调整因子 

估算功能点方法 

ILF/EIF/EI/EO/EQ 

固定复杂度 

ILF=10FP，

EIF=7FP 

EI=4FP，EO=5FP， 

EQ=4FP 

软件调整因子+开发

因素调整因子 

详细功能点方法 

ILF/EIF/EI/EO/EQ 

复杂度根据矩阵计

算 

14个调整因子 

快速功能点方法 标准功能点方法 



规模估算方法应用场景 

快速功能点方法 

方法特点：估算速度快，精度相对较

低，需求质量要求低 

应用场景：需求较为粗略，估算时限

要求高 

估算结果用于项目立项前工作量的估

算及项目排期的参考 

标准功能点方法 

方法特点：估算速度较慢，精度较高，

需求质量要求高 

应用场景：需求基线已建立，需求问

题基本澄清 

估算结果用于项目计划工作量的估算、

工程质量度量及生产效率度量 

项目立项 



 

 

功能点估算方法估算过程 

确
定
应
用
类
型

识
别
应
用
边
界

边界、计数

类型

适用于特征因子调整的对象

识别
数据
功能

识别
事务
功能

ILF/EIF

EI/EO/EQ

确定GSC
系数

调整系数
VAF

计
算
调
整
后
的
功
能
点

边界与类型确定 功能点识别
计算复杂度
元素并计算

计
算
功
能
项
复
杂
度

固
定
值
或
矩
阵
计
算

标准功

能点数



关于估算方法落地的几个要点 

• 简化估算过程中影响因素，固化估算边界或技术影

响因子。 

• 对于成熟且持续建设的系统，应注意估算成果的积

累和延续性。 

提高估算效率 

• 站在需求（功能逻辑）角度进行估算，而非技术实

现角度。可能与具体功能技术实现的复杂度不正相

关。 

• 与需求的理解程度相关，建议应用于估算和度量时

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快速方法和标准方法）。 

理解估算方法 

• 针对典型问题明确规则，统一估算原则，对应用系

统进行分类，建立常见功能类型的估算案例参考，

稳定估算方法。 

统一估算细则 



一、为何要做软件成本估算 

二、软件成本估算应用实施情况 

三、问题和展望 



•业务人员不熟悉功能点估算方法。如何让业务人员接受、

了解并认可功能点估算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业务部门的

认知 

•非功能需求的估算方法还需要继续研究。 
非功能性需

求的估算 

•现有功能点规模估算仅应用于产品开发中，纯粹的测试任

务的规模估算需进一步探索。 

测试领域的

应用 

•估算方法存在一定弹性，成为绩效指标后，可能存在人为

虚估的情况。加强审核将增加成本，降低估算效率。 

估算方法的

管理优化 

•功能点耗时率基线对个别项目存在较大误差，工作量影响

因素需要细化和完善。 

工作量估算

因子优化 

    （一）、问题 



•推进行业标准完善及升国标，减少估算误差，引导业务人员了

解估算方法，认可估算结果。 

行业标准推

广和升级 

•研究非功能需求的估算方法，结合自身特点定制。 

•研究基于功能点估算方法的测试任务成本估算。 

应用范围拓

展 

•完善功能点数据字典，提高估算效率，保证估算稳定性。 
完善功能点

规模字典 

•工作量估算因子（如，复用工艺等）优化，提高工作量估算精

度，并兼顾平衡估算效率。 

工作量估算

因子优化 

•功能点估算方法以需求视角展开，估算本身即需求沟通和确认

过程，研究估算结果在后期功能分析阶段的复用和关联。 

估算结果的

深度应用 

    （二）、展望 



谢谢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