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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软件过程改进，其内容来自于多家组织的SPI实践。
本书描述了真实的来自业界的SPI经验，在实施软件过程改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是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的。

    本书分成5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和第2章，介绍作者们三年的合作项目的主要收获点。
在第一部分，展示了在此项目中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模型概貌。
第二部分，把从此次经历中学到的东西分成4章。
每一章描述了一个公司在SPI经验中的特征，每一章也用其描绘的相应的特征来命名。
第三部分——启动学习，着重于如何使学习的环境结构化以及开始在SPI过程中启动学习。
第四部分——组织级的学习，它超出了评估的内容，采用一种反馈的观点来看SPI。
第五部分研究了在SPI的不同技术中一些有趣的细节。

    本书对于国内IT企业计划、实施和管理SPI活动有很强的借鉴指导意义，本书适合于IT企业的研发主
管，项目经理和软件开发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专业、软件工程专业的相关教学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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