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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阅读Eric Brechner以I. M. Wright为笔名撰写的栏目。
当我第一次见到作者本人的时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让自己相信，我是在跟同一个人说话。
Wright先生非常地自以为是，然而站在我面前说话的人却那么谦虚、彬彬有礼、非常友好，他看起来
更像Clark Kent。
（译者注：Clark Kent是“超人”的名字，他具有超强的本领，是一个虚构的超级英雄，美国漫画中的
经典人物。
）我很关注微软内部团队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去处理技术与人际交流之间的关系的；这
类栏目总是我的最爱。
看到大量的公司内幕被写了出来，我常常会感到吃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没有说出
来。
大型项目中的软件工程管理者面临着3个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是，程序代码太容易被改变了。
跟机械或土木工程不一样，它们在现有系统上做一次改变总是要付出实实在在地拆毁某些东西的代价
，而软件程序的改变只需要敲敲键盘就行了。
如果对一座桥的桥墩或一架飞机的引擎做一个错误的结构性更改，由此产生的后果，即使不是专家也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然而，如果在一个现有程序上做修改，对于其风险，即使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其结果常常还是错的。
建筑隐喻实际上可以很好地适用于软件。
基于程序代码在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它们可以被比作为“基础、框架和装饰”。
“基础”代码具有高度的杠杆作用，它们的改动常常会引起严重的连锁反应。
“装饰”代码比较容易改动，而且也需要被经常改动。
问题是，累积了几年的改变之后，复杂的程序就跟历经过几次装修的房子差不多了——电源插座躲到
了橱柜的后面，浴室风扇的出风口通向了厨房。
再做任何改变的话，其副作用或最终的代价都是很难预知的。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软件行业还太年轻，关于可复用组件的正确标准实际上还没有被发现或建立起来
。
大头钉是否应该放在离开16英寸的地方，以同时适应水平或垂直的4x8英尺的干垒墙或夹板？
我们不仅在这类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像大头钉、干垒墙和夹板这
样的组合更可取，还是我们要去发明像泥浆、稻草、石头、钢铁和碳化纤维这样的组合。
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第二个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每个项目中重复发明的软件组件，它们也被重复命名了。
软件行业里对现有的概念发明新的名字是很常见的，即使用的名字相同，这些名字也以新的方式被重
用。
行业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关于软件开发最佳方法的相当多的讨论，参与的实际上都是同一群人
，只不过他们用了不同的名字，他们甚至对彼此正在说的东西都没有一个哪怕是很朦胧的想法。
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建立一些标准，然后强制实行它们。
在快速进步的大容量、高价值、低成本的软件世界里，这可是一个让你的业务落败的捷径。
实际情况是，软件最大的工程障碍，同时也是它最大的优势。
无处不在的软件（运行在低成本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上），已经使得以惊人的步伐去创新成为可能。
随着微软的成长，公司已经不再能在最佳工程实践的研究方面大量地投入，然后经过深思熟虑，挑选
出其中具有最好质量的方法。
个人电脑和Windows的成功，已经把公司从按传统方式做些小项目的形态转变出来，转而要去谱写开
发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复杂软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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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创建出平衡风险与效率、创新的最佳系统，微软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挣扎。
考虑到我们的一些项目有着极度的复杂性，这些努力甚至可以称得上“英勇无畏”。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设置了专员、建立了专门的组织，他们都一心一意、致力于这个行
业里最困难的事情——“软件发布”。
我们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民间传说、风俗、文化、工具、过程和大拇指规则（译者注：Rules of Thumb，
是指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直接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法和规则；它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有用，但并不是
放之四海皆准），那些都有助于我们建造和发布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软件。
但与此同时，每天都处理这些问题难免也让人心惊胆战、士气受挫。
Eric的栏目正是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和学习的极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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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一位微软内部人士的视角，揭示了关于软件编码、软件测试和项目管理中的方方面面问题。
作者文笔犀利，见解独到，对软件行业内的很多常见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提供了最佳实践。
本书详细介绍怎样提高软件的质量和价值；切合实际地管理项目的时间表、风险和规范书；为常见的
低效率开发瘦身；应用过程改进方法，避免固执盲从；规划一个成功的、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发展
并管理一个欣欣向荣的团队等。
　　本书是作者对过去在软件行业6个不同的公司、28年的工作经验的一次总结。
　　本书不仅是微软内部员工的必读之书，也同样适合于软件行业内其他所有工程师和管理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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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ric Brechner，微软公司“卓越开发”部门的总监，在软件行业已经积累了20多年的经验。
他从2001年开始写“Hard Code”栏目，作为一种资源提供给微软的员工。
自那以后，其观点栏目在微软内部成千上万的软件开发者之间，激起了无休无止的关于最佳实践的讨
论——如今，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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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简介第1章 项目的不当管理　2001年6月1日：“开发时间表、飞猪和其他幻想”　　里氏震级估计
　　风险管理　　客户赢了　2001年10月1日：“竭尽所能：再论开发时间表”　　软件工程绝对是含
糊的　　相信一半你看到的，别信你听到的　　激励：不能光靠比萨和啤酒　　在日期上沉沦　2002
年5月1日：“我们还开心吗？
分诊的乐趣”　　战争是地狱　　这不是个人的事情　　分诊的5条黄金法则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很难进行下去，不是吗？
　　谨小慎微　2004年12月1日：“向死亡进军”　　暗箭伤人　　对失败的连祷　　转折点　　很少
有人走过的路　2005年10月1日：“揭露真相”　　遭受错觉之苦　　拿把叉子扎进我的身体　　给我
个坦率的回答　　给猪抹口红　　看看所有这些传言　　我想知道真相第2章 过程改进，没有魔法
　2002年9月2日：“六西格玛？
饶了我吧！
”　　啊！
这是什么巫术？
！
　　召集骑兵　　在混沌之外建立秩序　2004年10月1日：“精益：比帕斯雀牛肉还好”　　任何事情
都要适中　　俭则不匮　　过量生产　　走向深处　　运输　　多余动作　　等待　　过程不当　　
库存　　缺陷　　合作共生　2005年4月1日：“客户不满”　　但愿不知道　　太过分，太迟了　　
敏捷错觉　　回退你的步伐　　更多用武之地　　使用正确的工具　　布基胶带和打包钢丝　　客户
满意　2006年3月1日：“敏捷子弹”　　真理的敌人　　拨乱反正　　准备改变了吗？
　　让他说话　　你完善我　　有点极端　　准备玩橄榄球！
　　最后你要知道的第3章 根除低下的效率　2001年7月1日：“迟到的规范书：生活现实或先天不足
”　　对于每次变更，搅动，搅动，搅动　　走廊会议　　委员会议　　规范书变更请求　　预防是
最好的治疗　2002年6月1日：“闲置人手”　　宝宝做了件极坏的事情　　告诉我该做什么　　俭则
不匮　2004年6月1日：“我们开会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我们正在试图做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
　　为什么我现在才听到这个？
　　接下去要做什么？
　2006年7月1日：“停止写规范书，跟功能小组呆在一起”　　你失去理智了吗？
　　在那里进退两难　　特殊要求　　我不记得了　　坚持做一件事情　　你准备好了吗？
　2007年2月1日：“糟糕的规范书：该指责谁？
”　　树立靶子　　沟通分解　　保持简单容易　　变得稳健　　获取反馈　　集成质量检查　　差
别在哪？
第4章 跨越工种　2002年4月1日：“现代临时夫妇？
开发与测试”　　我怎么爱你？
让我来数一下有多少种方式　　必要的邪恶或珍贵的伙伴？
　　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弱点　　你完善我　2004年7月1日：“感觉性急——测试者的角色”　　
高级保护　　改变一下对你有好处　　黎明时分　　充分利用数据　　非常酷——我保证你　2005年5
月1日：“模糊逻辑——君子之道”　　包罗万象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通过安检　　着手去改
变　　更好地在一起　2005年11月1日：“废除工种——有什么理由搞专业化？
”　　历经未来的日子　　考察它的极限　　足球是门科学　　两者之间的距离　　你深陷其中第5
章 软件质量不是梦　2002年3月1日：“你对你的安全放心吗？
”　　小心晃动的钟摆　　做正确的事　　安全受制于最薄弱环节　　领导、跟随或者离开　2002
年11月1日：“牛肉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要质量”　　情况变了　　足够好还不行　　艰难的选择　　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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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一遍　　医生，治好你自己的病　　步步为营　　太多疑问？
　2004年4月1日：“软件发展之路——从手工艺到工程”　　工艺制桌子，工程造汽车　　其实你知
道　　真实面对自己　　数字的含义　　各人有各人的习性　　大处着想，小处着手　　从优秀到卓
越　2005年7月1日：“复审一下这个——审查”　　糟糕的混合　　完美风暴　　谁来负责？
　　你有什么想法？
　　正是这个形式　　孩子，准备好了吗？
　　再检查一遍　　神奇的汇总会议　　审查的诀窍　　走上正道　2006年10月1日：“对质量的大胆
预测”　　谜？
我不这么认为　　邪恶双煞　　嫌疑惯犯　　你会喜欢它的　　停止卖弄愚蠢　　质量就是没有意外
第6章 有时间就做软件设计　2001年9月1日：“错误处理的灾难”　　恐怖，恐怖　　使用异常　　
别丢弃，用上它！
　2002年2月1日：“厨师太多烧不好菜——惟一权威”　　一幅图片抵得上一千个字　　有人确切知
道现在几点了吗？
　　只能有一个　　万物皆有联系　2004年5月1日：“通过设计解决”　　如何才算足够好？
　　设计完成　　细节，细节　　让我看看你是由什么组成的　　当心缺口　　成功处方　2006年2
月1日：“质量的另一面——设计师和架构师”　　你必须比那做得更好　　改变一下对你有好处　
　他这么做不对　　正确的做法　　下一次，试试雕塑　　关键要有正确的工具　　打破这些壁垒
　2006年8月1日：“美妙隔离——更好的设计”　　分解难做　　正确的做法　　团队不需要“我”
　　循序渐进　　猫狗不分家第7章 职业生涯历险　2001年12月1日：“当熟练就是目标”　　每个人
都要知道自己的弱点　　享其成但不坐等　　我希望他们尊重我　　我们都牵连其中  2002年10月1日
：“生活是不公平的——考核曲线”　　我不想再逆来顺受了　　知识就是力量　　关注业务　　前
进，让我快乐　　伸出手去接触某人　　有了柠檬？
制作柠檬水　　改变你的主意　　方向盘后面的人　2006年11月1日：“职业阶段中的角色”　　一个
人同时扮演很多角色　　搞清楚职业阶段　　我是有抱负的　　资历过高　　我是特殊的　　只能选
一个　　你想成为什么？
　2007年5月1日：“让你自己与世界相连”　　你认识的人　　我利用习惯　　难道你不好奇？
　　你得到了我们的感谢　　我回头再找你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第8章 自我完善　2002年12月1日：
“要么听我的，要么走人——协商”　　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方式　　逐渐长大　　我脑子里闪过的阴
影和凶兆　　不要伤害Messenger　　皆大欢喜　2005年2月1日：“最好学会平衡生活”　　平衡是关
键　　光说不练　　我甚至不能平衡我的支票簿　　平衡好，一切都好　2005年6月1日：“时间够用
了”　　直接告诉我　　免受打扰之苦　　找到你的乐园　　我们谁也不笨　　我们必须共同承担　
　告诉我必须做什么　　他还是个孩子　　你应该休息一下　　这里秩序井然　　坦诚相待　　大有
可为　2005年8月1日：“有理有节地控制你的上司”　　我没辙了　　知彼知己　　他们能自我适应
　　把水卖给鱼　　势利的眼睛　　付诸行动　　敢于做梦　2006年4月1日：“你在跟我说话吗？
基本沟通”　　为我着想一下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你什么时候想要？
　　缩小注意力跨度　　就这样完了？
　2007年3月1日：“不只是开放和诚实”　　那不是理由　　我会对你诚实　　那不容易　　他们似
乎有个开放政策　　无处隐藏　　跟我想的不一样　　走上正道第9章 成为管理者，而不是邪恶的化
身　2003年2月1日：“不只是数字——生产力”　　小心你希望得到的东西　　扮演一个角色　　卓
越开发者的素质　　你要做法官　2004年9月1日：“面试流程之外”　　抱怨得不到帮助　　90%是
准备　　那就是问题　　白板编译器　　帮招聘专员准备　　再次帮面试官准备　　友情提醒　　最
后的难题　2004年11月1日：“最难做的工作——绩效不佳者”　　你期望什么？
　　知难而进　　寻求专业援助　　没人想失败　　目标是成功　　无所求，则无所获　　你不会总
能如愿　2005年9月1日：“随波逐流——人才的保持和流动”　　我只是想环球旅行　　不错的水坝
？
　　像河水一样流动　　新鲜血液　　分享就是关爱　　成长空间　　我必须要旅行　　放任自流
　2005年12月1日：“我能够管理”　　持续送出的赠品　　优秀就够了　　草率行事　　我想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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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东西　　从优秀到卓越　　我服务于人　2006年5月1日：“不恰当的比较——病态团队”
　　想要挑起战争　　这不是竞争　　我会给你些提示　　团结在一起第10章 微软，你会喜欢它的
　2001年11月1日：“我是怎么学会停止焦虑并爱上重组的”　　沿着巴别塔下来　　地狱里的生活　
　很少有人走过的路　　容忍问题还是主动去解决？
　2005年3月1日：“你的产品单元经理是个游民吗？
”　　有计划的人　　我等不及要去实施了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道路规则　　回到正确的跑道
上　2006年9月1日：“有幸成为Windows的主宰者”　　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准备轮船　　设置路线　　启航　　导航　　责任　　下一代Windows　2006年12月1日：
“Google：严重的威胁还是糟糕的拼写？
”　　他们步伐踉跄，我们手舞足蹈　　注定要失败　　聪明人需要智能客户端　　保持警惕　　一
马当先　2007年4月1日：“中年危机”　　你已经变了　　日子照过，只不过要掌握一点窍门　　不
轻易冒险　　我认为他们还不能胜任　　不再年轻了　　不要惊慌失措　　没有人是完美的　　术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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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项目的不当管理本章内容：2001年6月1日：“开发时间表、飞猪和其他幻想”2001年10月1日：
“竭尽所能：再论开发时间表”2002年5月1日：“我们还开心吗？
分诊的乐趣”2004年12月1日：“向死亡进军”2005年10月1日：“揭露真相”我的第一个栏目是在2001
年6月刊的微软内部网络杂志《Interface》上发表的。
为了进入I.M.Wright的人物角色，我需要一个真正能让我伤脑筋的主题。
而工作的时间安排和进度跟踪再好不过了。
项目管理的伟大神话至今都让我疯狂，它的威力远胜过其他任何主题。
这些神话是：1.人们能够按期交付被要求实现的功能（事实上，项目可以按期交付，但人们按期交付
功能的概率不会高于击中曲棍球的概率）。
2.有经验的人估计日期比较准（事实上，他们能够较好地估计工作，但不是日期）3.人们必须按照项目
预定的日期按时交付项目（事实上，因为人们不能按期交付被要求实现的功能，而你若想你的项目能
够按期交付的话，你必须进行管理风险、范围和通过沟通来减轻人性的弱点可能给项目带来的负面影
响）。
在本章中，I.M.Wright讨论了如何通过管理风险、范围和进行沟通，来保障你的项目能够按时完成。
前两个栏目专门讨论开发工作的时间安排，接着讨论善后事宜的管理（我们称之为“Bu9分诊”），
最后是一篇对死亡行军的声讨，以及一个关于人们为什么要撒谎的哲学栏目。
不得不提的是：通过我在微软多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对我所在组织的观察，我发现，项目管理行为和
方法在不同规模和抽象层次的组织中，其表现大不相同。
这些层次包括：团队或功能层次（10人左右），项目层次（50～5000人，他们一起致力于某个特定的
产品发布），以及产品层次（由高层人员主管的多次产品发布）。
敏捷方法在团队这个层次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组织方法在项目这个层次比较适用，而长远的战略规
划方法在产品这个层次功效显著。
然而，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同时在多个层次上工作。
时间长河为每个人将这些经历错开了。
当一个人从一个层次转到另一个层次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在以前那个层次上有效的方法在其他
层次上应该也同样有效。
灾难就这么产生了！
原因很简单：小型、紧凑的群体跟大型、松散的机构在运转方式上是不同的。
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合的方法。
——Eric2001年6月1日：“开发时间表、飞猪和其他幻想”一匹马走进酒吧，说道：“我能在两天内完
成那个功能。
”开发成本计算和时问安排是个玩笑。
相信它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初出茅庐的项目经理。
这不是模糊科学，纯粹是杜撰。
不错，的确有人相信编码可以被分割成一个可预见进度和质量的可重复的过程，那我儿子至今还相信
牙仙子呢！
事实上，除非你只需编写10行那么长的代码，或者代码可以直接从以前的工作中复制过来，否则你不
可能知道编码会花费你多久时间。
作者注：项目经理（ProgramManager，PM）有很多职责，其中最主要的是负责说明最终用户体验和跟
踪项目的整体进度。
这种角色是必要的，但他们常常不讨开发者的喜欢，因而也很少得到开发者的尊重。
真遗憾，项目经理是一份很难做好的工作。
但是，对于Wright先生来说，做好项目经理仍然是一个有趣并且容易达到的目标。
里氏震级估计当然，你可以估计，但估计出来的时间是成对数比例的。
有些事情需要花费几个月，有些事情需要几周，有些需要几天，有些需要几个小时，有些则只需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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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而我跟我的部门项目经理（GroupProgramManager，GPM）一起给一个项目做时间安排时，我们对每
个功能使用“困难／中等／容易”3个等级来评估。
“困难”意味着一个全职开发人员需要花费整个里程碑时间；“中等”意味着一个全职开发人员需要
花费2～3周时间；“容易”意味着一个全职开发人员需要花费2～3天时间。
这里没有中间等级，也不做精确的时间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俩知道，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再精确了。
在我的记忆里，除了一系列里程碑、测试版、正式版发布等“项目日期”外，我没有在开发时间表上
为各个功能规定交付日期。
一个好的开发时间表应该是这样的——它只是简单地列出在每个里程碑期间需要实现的功能。
那些“必须有”的功能放在第一个里程碑内，并且标上开发人员的数量和“困难／中等／容易”等级
；“最好有”的功能放在第二个里程碑内；“希望有”的功能放在第三个里程碑内。
除此之外的所有功能统统不做。
通常情况下，如果到了第三个里程碑内的第二周，你仍然有较多“最好有”、“希望有”的功能没有
实现，这时候大家都很惶恐，你就要把所有“希望有”的功能扔掉，并且将“最好有”的功能也只保
留一半。
作者注：里程碑的设定因团队而异，也因产品而异。
典型情况下，一个里程碑跨越6～12周不等。
它们被认为是“项目日期”，是组织（50-5000人）用于同步工作和复审项目计划的时间点。
在里程碑期问，各个团队（3-10人）可能使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跟踪具体的工作，比如简单的工作条
款清单或bum-down图。
风险管理这才是我要引出的主题。
开发成本计算和时间安排不能只盯着日期或时间不放，而应该关注的是风险管理。
我们通过软件的功能和特性来取悦客户，而不管这个软件产品是零售包还是网络服务。
这里的风险是，我们否能在合适的时间、将包含必要的功能集合、并且达到一定质量要求的软件产品
交付到客户手中。
一个好的开发时间表通过优先处理关键功能来管理风险。
这些关键功能是能让客户满意的最小功能集合。
通过“困难／中等／容易”这种评级方法，可以判断出在这个最小集合中包含哪些功能才是切实可行
的。
其他功能按照优先顺序和一致性原则依次加入。
然后你开始编写代码，并且选择功能实现从困难转向容易，或者从容易转向困难。
你通过平衡资源，以降低不能按时交付高质量的“必须有”的功能的风险。
其他都是次要的，有则锦上添花，没有也无妨，况且你还可以设立不重要、但又不失挑战性的项目交
给实习生去做。
作者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工程师和经理都赞同要优先处理“必须有”的功能，但事实上
很少有人真的这么做，因为“必须有”的功能通常是乏味的，比如安装、建造、向后兼容性、性能和
测试套件等。
然而没有这些功能，你的产品根本就发布不了。
因此，产品发布往往是因为这些领域的问题一拖再拖。
一定要破除“功能交付日期”的神话，因为开发人员专注于这种日期的时候会破坏风险管理。
真正要关心的日期只能是“项目日期”，比如各个里程碑、测试版发布等，而绝不应该是“功能交付
日期”。
项目日期之间一般都有较长时间的间隔，而且不会很多。
管理这几个日期要容易得多。
如果要求开发人员在某个日期之前一定要实现某个功能，当他们不能按时完成时他们往往不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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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对你说“我正在加紧做⋯⋯我会加班⋯⋯”之类的话。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进行风险管理，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过度劳累的员工，一个是
匆匆忙忙实现的、质量很差的功能，再一个就是你花费几周的时间、动用2～3位甚至更多的高级开发
人员去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你的开发人员是在围绕“功能交付日期”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不是帮助你在产品的关键功能上实
现降低风险，那么那些时间真的就被浪费了。
客户赢了一个产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你对关键功能的风险管理能力。
当你给开发团队解释清楚这一点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额外的功能可以锦上添花，但最关键的还是要专注于存在风险的领域，充分沟通，并一起努力
把它们解决掉。
当所有人都理解了目标，所有人都能比以前工作得更好。
每个艰巨任务的完成都能鼓舞士气，即使新员工也会因为成熟的决议而得到回报。
最终，我们的客户是大赢家，因为他们得到了真正想要的功能，并且产品质量也是他们当初所期望的
，而不是一些勉强实现的、质量不能保证的垃圾。
顺便提一句，我对开发时间安排的所有论述，对于测试时间安排同样适用。
2001年10月1日：“竭尽所能：再论开发时间表”该对我6月份的那个栏目（“开发时间表、飞猪和其
他幻想”）的评论做出一些回应了。
其实，大部分评论都是恭维之词，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没有必要再次证明我有多么正确。
我这里要做的是，去帮助一下那些对那个栏目还在无知中徘徊、但又非常热情的读者朋友们。
软件工程绝对是含糊的我对关于不能也不应该对一个功能的开发做时间安排的论断表示怀疑。
文中的论述精确地描绘了“编码”活动。
不幸的是，这是初中生干的事情，类似于他们拼凑一个VB程序来解密信息、相互通信。
我们可是软件工程师啊，不是电脑苦工。
——一个充满怀疑的无知者作者注：这是我仅有的一个“邮件箱”栏目，收集了我对一些读者来信的
回复。
我还在持续不断地收到读者对我的栏目的大量“反馈”，但一旦一个栏目很受欢迎，很多新的话题便
会涌现出来；讨论那些新话题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对一个老话题邮件的回复。
不管怎么样，当我回顾这个早期的栏目时，我意识到，可能Wright先生应该再次清空他的邮件箱了。
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请就此打住。
银行经理并不管理银行，软件工程师也不在软件上做工程。
他们开发软件，定制软件，通常随意性很大，对所谓的操作范围、公差、故障率、压力条件等没有明
确的度量标准。
的确，我们的系统有这些标准，但这些标准不是为软件编码准备的。
我曾到一个工程学校进修过。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是电力、基建、航空、机械等方面的工程师。
工程师做的项目，其建造模块和建筑流程都经过了很好的定义和提炼，而且都是可预测的。
虽然有时候为了达到客户的要求需要一个优雅的设计，像写小说一样把各个模块创造性地组合在一起
，但最标新立异的建筑也会符合一定的公差要求，并且具有严格的可控质量和功能。
但对软件开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尽管很多人竭力想让这两者达成一致。
软件的各个构造模块太底层了，变数太多。
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太难预料了。
像Windows、Office、VisualStudio、MSN等大型软件系统的复杂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程的正常范围，
以至于哪怕只在这些系统中做微小的功能改动，也无法粗略估计出这些改动所引起的“平均失效时间
”。
因此无论好坏，还是抛开痴心妄想和崇高理想，回到现实中来吧！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开发者，而不是工程师。
我们不能奢望轻易得到传统的工程领域积累了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年的经验才能做到的“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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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这无异于我们奢望：不跟电脑说什么，而电脑却能按照我们心里的想法去做事。
我们还办不到！
作者注：在我写下这个栏目6年后的今天，微软已经对其很多软件进行了“平均失效时间”的评估。
除此之外，把编程当作工程看待的各种方法也逐渐出现了。
这个我会在第5章的“软件发展之路”栏目中再次介绍。
纵然如此，我仍然认为本栏目很好地见证了软件开发作为一个领域，他已经走过了幼年，但跟他早已
长大成人的传统工程兄弟相比，他还只是个10几岁的小朋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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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代码之道》是《代码大全》姊妹篇！
是微软公司内部所有工程师的必读之书！
了解未经掩饰的真相：怎样提高软件的质量和价值，从设计到安全；怎样切合实际地管理项目的时间
表、风险和规范书，怎样为常见的低效率开发瘦身，怎样应用过程改进方法、避免固执盲从，怎样驱
动一个成功的、令你自己满意的职业生涯，怎样不变成暴君、发展并管理一个欣欣向荣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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