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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件需求》(第2版)(Software Requirements)是有关软件需求的经典教材，本书全面而深入地讲述
了软件开发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软件需求问题。
软件开发人员及用户往往容易忽略沟通的重要性，导致软件开发出来后，不能很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
。
返工不仅在技术上给开发人员带来巨大的麻烦，并且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浪费，还使软件性能
深受影响，所以在开发早期提高项目需求分析的质量，减少重复劳动，通过控制项目范围的扩大及需
求变更来达到按计划完成预定目标，是当前软件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
　　《软件需求》(第2版)(Software Requirements)介绍了贯穿整个开发周期的管理需求工程的实用技术
，包括多种可以促进用户、开发人员和管理层之间有效沟通的方法。
这一版对第一版进行了扩充，提供了新的实例，及作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案例和解决方案
。
此外，还添加了新的章节、需求示例文档以及故障诊断指南等。
　　本书对第1版的内容进行了扩展，不仅对原有的知识点进行了补充，还引入了一些新知识，以求
与时代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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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Karl E.Wiegers是需求工程和软件过程改进领域内的顾问专家。
作为Process Impact公司的首席顾问，他曾举办过许多培训讲习班．并多次在行业大会上发表演讲。
Karl曾两次荣获Software Development Productivity Award，这一奖项是专门为奖励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产
品和著作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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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软件需求基础知识    “您好。
是Phil么？
我是人力资源部的Maria。
我们使用您做的人事管理系统时遇到点问题。
有位女职员想把名字改成Sparkle Starlight，可我们在系统里怎么都改不过来。
能帮帮忙吗？
”    “她嫁了一个姓Starlight的人么？
”    “没有，她没结婚，只是改了名字。
”Maria答道，“所以才有这样的麻烦。
好像只有在婚姻状况改变时才能改名字。
”    “是的。
我从来没想过谁会无缘无故地改名字。
我们讨论系统的时候您可没跟我提过这种可能。
所以只能从修改婚姻状况的对话框进入修改名字的对话框。
”    “谁都可以改名字。
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行，这是合法的。
我以为您知道呢。
”Maria说，“星期五之前必须搞定，不然Sparlkle就兑换不了支票。
您能在那之前把这个错误改过来么？
”    “这根本就不是错误！
”Phil反驳道，“我从来不知道您需要这个功能。
我正忙着做一个新的性能评估系统。
而且我还要对人事管理系统进行一些修改，”（话筒里传来翻纸的声音），“对，这就有一个。
月底没准能改好，这周肯定不行，抱歉。
下回早点儿告诉我，麻烦把问题写下来。
”    “我怎么跟Sparkle说？
”Maria问，“兑不了支票她就得赊账。
”    “搞清楚，Maria，这可不是我的错。
”Phil抗议了，“如果您当时告诉我要能随时修改姓名，就不会有今天的事。
您不能怪我没猜到您的想法。
”    Maria很生气却无可奈何，只好气冲冲地说：“好了。
就是这种事让我恨透了计算机。
改好了马上通知我，这总可以吧。
”    如果您曾经有过这种客户经历，您肯定明白这种连最基本的操作都完不成的软件多么让人烦恼。
即便开发人员最终可能会帮您改好，您通常也不愿总求助于他。
然而，站在开发人员的立场，如果系统完成后才从用户那里得知需要什么功能，也的确很难接受。
已经完全按最初的要求实现了系统，却不得不停下手头的项目去修改系统以便满足用户的新需求，这
也是件很讨厌的事。
    许多软件问题都源于收集、记录、协商和修改产品需求过程中的方式不当。
前面Phil和Maria的例子中就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包括信息收集方式不正规，没有明确提出想要的功能
，假设是未经沟通的错误假设，需求的定义不够充分，以及未经仔细考虑进行需求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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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结语　　软件项目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莫过于要了解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需求为项目的成功奠定了
基础。
如果开发团队及其客户没有就产品功能和特性达成共识，那么其结果很可能会令人很不愉快，而这是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且应该尽量避免的。
如果当前的需求实践并不能使您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么可以仔细考虑一下本书中提出的哪些技术可能
会对您有所帮助，并有选择地应用这些技术。
有效需求工程的重要原则包括：　　客户代表尽早介入需求工程，并且要有足够的客户参与。
　　迭代地或增量地开发需求。
　　以各种方式来表示需求，以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
　　确保需求对所有涉众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控制需求变更方式。
　　要改变软件开发组织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很难证实当前的工作方式不如我
们喜欢的方式好，也很难断定下一次应该尝试哪种方法。
我们很难抽出时间学习新技术、开发改进的软件过程、试验并调整过程、以及将它们传达到组织的其
他部门。
使涉众各方确信必须进行变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是，如果不改变工作方式，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当前项目将比上一个项目更好　　软件过程改进的
成功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　　清楚地描述组织的痛苦所在。
　　一次只集中改进少许领域。
　　目标明确，定义改进活动的计划。
　　描述与组织变更相关的人为因素和文化因素。
　　说服高级经理将过程改进视为业务成功的战略投资。
　　当我们定义图来改进需求工程实践并开始付诸于行动时，要牢记上述过程改进原则。
保留那些适合于组织和团队的实践方法。
如果我们积极地应用已知的良好实践，并依靠常识，就可以显著地改进处理项目需求的方式，并获得
由此带来的全部优点和益处。
另外还应记住，没有优秀的需求，软件就像是一个巧克力盒子：我们决不会知道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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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需求工程的最佳实践，更多的示例，新主题，以及需求文档范例如果没有正式的可验证的软件需求及
有效管理需求的系统，开发人员开发出来的程序通常会与客户需要的程序不一致。
在本书中，Karl Wiegers对其获奖文章中的最佳实践进行了整理和扩充，这些实践是所有软件开发参与
者的重要参考依据。
《软件需求》(第2版)(Software Requirements)可以作为计算机专业及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教材使用，也
非常适合作为项目经理、软件开发人员的指导性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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