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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环境差异 
      互联网企业： 
      小步快跑，低成本试错 
      紧跟变化，用户粘性好 
      银行： 
      涉及资金，试错风险巨大 
      批次管理，一年几次变更   

 敏捷转型 

 银行与互联网企业 
 ISO  9126质量模型 

 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相同之处：都
面对市场竞争；都需要提升用户
体验，增强用户粘性 

 面对相同的市场竞争，不
同的质量要求。银行怎么
做敏捷转型？ 
 

传统质量管理：管理过程，保证过程执行且过程执行合规 

敏捷转型背景 

传统质量保证：审核过程交付物存在且合规 

 敏捷与CMMI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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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集成、可视、反馈 

灰
度
升
级 

可视 

零
件
自
检 

集成 

反馈 

反馈 反馈 

反馈 
 持续集成提高软件

可见性，缩短反馈
周期。 
 

 验证组件对接情况 
 

 运用工具减少错误 
 

 运用工具提升效率 
 

 运用工具量化软件
属性 

持续集成价值 



持续集成做什么 

 确定持续集成范围方法 

1、梳理本组织软件发布过程，
用自动化手段模拟从源码到软
件发布的全过程 
2、梳理发布过程中的检查点，
将检查点自动化，并且集成到
CI体系中 

梳理本组织软
件发布流程 

确定
本组
织对
持续
集成 
价值
期望 

确定发布流程
上的检查点 

规划检查点自
动化范围 

业内检查工具 

SCRUM规则 

成本投入 持续集成软件 

持
续
集
成
范
围 

无法工具化的
检查点 

工具体系 

管理方式 

过程
改进
带动
持续
级集
成优
化 



基于CI基础数据化模型 

 标准化、工具化、自动化、可视化 

交付物 工具 

标准 

数据 
历史数据 

综合分析 

数据分析 

准实时反馈 
周期 

任务管理系统 

测试管理系统 

工时管理系统 

违规后警告 

数据流转 

违规后终止 

利用工具 
提高效率 
减少操作风

险 

组织资产 

即时
反馈 

改进意见 

纪律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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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流水线 

 需求流水线 

项目组迭代流水线 故
事
交
付
流
水
线  

过渡期开发敏捷 

全流程敏捷 



开发任务流水线 

 开发流水线从领取任务开始，到交付的程序通过持续集成所有检查结束。 
 开发人员进行本地可执行测试  

 

 开发流水线说明 



测试任务流水线 

 测试流水线说明 

 在开发任务完成后，测试角色领取已完成故事的测试任务 
 先手工执行测试任务，如果发现该测试任务符合自动化条件，编写自动化测试案例。 



TEAM与环境关系 

 规划三类环境 

 开发环境 ，包括个
人PC和配合测试用
的服务器 
 

 CI环境，将所有人提
交的代码集成，并运
行所有检查。 
 

 迭代测试环境，模拟
生产环境，通过执行
码部署，部署后首先
执行自动化测试，然
后供测试人员测试 

 任务、团队、环境 

 右图上部任务流程 
 右图中间是SCRUM

运行流程 
 右图下部是TEAM与

团队的交互。 



检查时序图与反馈环 

 环境与反馈 
 不同的环境承担不同类型的检查 
 不同环境参与敏捷过程不同周期的反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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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架构 

版本库变更分析 

任务管理系统 

测试管理系统 

过程质量 

过
程
数
据 

关联 

内部质量 外部质量 

功能性 

自动化功能测试 

自动化接口测试 

自动化单元测试 

效率 

源码安全分析 性能分析 

可靠性 

易用性 维护性 可移植性 

构建系统数据 

代码可读性 

表达式规范性 

组包检查 

部署测试 

安全渗透测试 

人工测试 

产品质量 

使用质量 

满意度 有效性 

生产率 安全性 

目前未用 

谁，因为什么原因（需求），在什么时间修改了那些内容（版本库变更）， 
用了多少时间（任务管理），修改效果如何（持续集成检查结果） 

 度量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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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测试 

自动化功能

测试、自动

界面测试 

自动化单元测试、

接口测试 

基于规则的代码的白

盒测试 

持续检查 

 基于规则的静态
检查 

 工具示例 



基于规则的代码规范检查示例 

 产品持续发展 

 留住愿付出的人 

 提升质量 

 通过标准、规范有效落实，
提高产品质量与可维护性。 

 规范的开发能够减缓人员
流动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以量化为基础，展现不同
TEAM在技术上、经验上、
工作量上的优势。 

 通过量化方法及相关工具
配合减少管理工作对程序
员的干扰，让程序员安心
去写程序。 

 通过工具自动落实标准规
范。 

 通过量化，每一点提升都
是看得见的，能够激发团
队改进。 



持续测试 

 基于案例的测试  分层策略 

提交前 提交后 小时 天
代码格式检查 ★ ★ ★ ★ ╳ ╳
表达式检查 ★ ★ ★ ★ ╳ ╳
代码安全检查 ★ ★ ╳ ╳
单元测试 ★ ★ ★ ╳ ╳
接口测试 ○ ○ ╳ ╳
界面测试 ★ ★
组包测试 ★
部署测试 ★ ★
安全黑盒 ★ ★
性能测试 ★ ★

即时检查 定时检查 手工检查分层
检查项

版本库执行 

开发环境执行 

CI环境执行 

手工测试环境执行 

人工测试 

自动化功能

测试、自动

界面测试 

自动化单元测试、

接口测试 

基于规则的代码的白

盒测试 



自动化测试工具列表 

检查项 软件名称 说明

代码格式检查 CheckStyle
1、通过Subversion插件调用

2、通过sonar调用

表达式检查 Findbugs
1、通过eclipse调用
2、通过sonar调用

代码安全检查 CheckMarx 1、Jenkins调用
单元测试 Junit/Jasmine Maven调用
接口测试 暂时未开展 无
界面测试 RobotFrameWork Jenkins调用
组包测试 自研组包工具 Jenkins调用
部署测试 自研自动部署系统 自有调度
安全黑盒 AppScan 暂时未集成

性能监控工具 Dynatrace 正在集成

工具的选择： 
功能精深专一；易于集成，避免数据孤岛。最好开源或开发接口，易于二次开发。 



开发环境 集成环境 测试环境 

随时部署 

源码 

中间件自
带工具，
开源工具，
自己写的
脚本等。 

定时部署 

源码 

中间件自
带工具，
开源工具，
统一脚本
等。 

按需部署 

源码 

中间件自
带工具，
开源工具，
统一脚本
等。 

执行码 

自主开发
的面向分
布式应用、
无代理自
动部署。 

环境 

时机 

介质 

工具 

 持续部署意义 

 工具选择考虑 

单机软件还是分布式软件 

固定环境还是可变环境  

服务器数量与部署频率 

软件发布流程 

是否形成IT环境配置库  

使软件功能持续可见 

集成软件与环境 

降低投产风险 

验证发布流程 

 软件持续部署实践 

持续部署 



自动化部署系统 

服务器信息 

软件包信息 

用户部署要
求 

部署参数及
部署方案 

预定义的部
署步骤 

命令模板 

每个服务器
的部署步骤 

权限管理系
统 

调度引
擎 

参数计
算引擎 

指令计
算引擎 

优点：适应不同软件在不同的环境下部署，复用率高。 
             准确记录部署信息，及应用各种配置 

不足：系统结构复杂，开发难度大。 
             用户学习软件使用成本较大。 

参数计算公
式 

参数模板 
历史计算结

果 



 反馈方式 

目标： 配合
敏捷管理 构
建不同周期
的反馈环 ，
满足不同角
色信息需要 

数据来源： 
持续集成体
系中的各种
工具的运行
数据，各种
交付物属性
数据。 

版本库
PreCommit钩

子 

 反馈意义 

个人 团队 个人 

个人 

团队 

个人 

团队 

相关
人 

即时事前 即时事后 准实时 通知 事后通知 

通
知
范
围 

通
知
时
机 

持续反馈 



单元测试覆盖率、成功率 

功能测试成功率 

代码构建状态 

代码复杂度、重复度 

代码问题和技术债务 

分类：阻断、严重、主要、次要 
趋势：日-周-月 
定位：程序级 

持续集成——仪表盘 

 综合展示工程过程
数据、产品质量数
据，方便组织级实
施量化、精细化管
理。 

 数据更新频率在
0.2-2小时之间。
组织能够及时感知
项目运行状况。减
少试错成本。 

 所有数据都按照时
间序列保存，为组
织自我优化提供数
据基础。 

 数据透明化，便于
实施绩效激励，便
于统一思想 



仪表盘采集的数据 

参数名称 参数来源 来源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来源 来源类型
变更号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Job名称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变更人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产品名称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变更时间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分支名称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变更类型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构建内容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变更对象名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执行时间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变更内容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执行结果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所属的分支名 版本库日志 原始参数 耗时 CI服务器 原始参数
对应的需求编号 提交注释 原始参数 代码复杂度 计算 扩展参数
业务版本号 提交注释 扩展参数 代码重复度 计算 扩展参数
规则名称 检查日志 单元测试覆盖率 计算 扩展参数
规则类型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单元测试成功率 计算 扩展参数
规则等级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自动化单元测试脚本数量 计算 扩展参数
语言类型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组包时间 组包日志 原始参数
违规文件名称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组包结果 组包日志 原始参数
违规时间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组包稳定性 计算 扩展参数
违规人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部署时间 部署日志 原始参数
规则名称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部署结果 部署日志 原始参数
规则类型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冒烟测试结果 部署日志 原始参数
违规文件名称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部署测试稳定性
违规时间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自动化功能测试案例数量 计算 扩展参数
违规人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自动化功能测试比率 计算 扩展参数
规则名称 检查日志 自动化功能测试成功率 计算 扩展参数
规则类型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自动化功能测试稳定性 计算 扩展参数
规则等级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语言类型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违规文件名称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违规时间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违规人 检查日志 原始参数

界面测试

组包测试

部署测试

代码分析

与单元测

试

版本库

构建服务

器

代码格式

检查

表达式检

查

代码安全

检查



SCRUM纪律 

 环境纪律  PO 与 SM 

 关于组包出版本 

 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后分支代码冻结 
 不做多余功能 
 每天至少提交一次代码 
 关注 CI，失败不下班（整个开发团

队） 
 代码提交严格遵守七步提交法 

 PO 要对价值负责 
 SM 要对流程负责，消除一切破坏流程的人和

事 
 PO 是团队迭代目标的唯一输入方 
 SM 是团队敏捷流程的唯一权威 
 PO 应保证未经明确的需求不进入迭代 
 SM 应保证不符合 DOD 的交付物不出迭代 
 迭代内故事的实现顺序由团队自主，PO 和 

SM 都不得干预 
 迭代过程中 PO 不得新增和修改故事，除非团

队主动要求 
 交付功能测试后，所有需求变更和细化均冻结 
 特殊情况下，PO 可以中止本轮迭代 

 内部依赖与外部依赖隔离 
 外部依赖包，禁止换号不换包 
 出版本的包名中禁止出现日期和 

SNAPSHOT 
 出版本之前要通过冒烟测试 
 发布的软件包务必在版本编译环境

编译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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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成果 

产
品
 
列
表 



银行做敏捷最大的挑战 

质量 
持续集成——在不破坏SCRUM等敏捷实践的灵
活性前提下，产生高质量的软件。 

低成本试错，在金融企业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或者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错方案！ 



 集成更丰富的工具 

 提高工具的自动化程度 

 扩大自动化的数据采集范围 

 对TEAM及CI工具产生的数据
分析加工 

 提高CI工具的准确率，降低误
报 

 工具改进点  

 尝试规模化敏捷  

 强化敏捷质量意识培
养 

 管理改进点  

 敏捷质量保证方法改进 

 Devops推广 

 优化产品质量量化管理  

未来改进点 



分享完毕 

谢谢 

fudaliang@bankofchina.com 

微信号： fudl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