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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成本度量背景：行业发展现状

• 从行业角度来看，无论是用户做软件项目的成本预算、招评标，还是厂商投标、

 软件项目开发过程，都缺乏一个可以参考的标准，“软件定价/造价”长期以来

 一直是产业界的难题，也是业内“谈价色变”的问题根源

行业发展现状综述

缺乏统一标准，人为因素重

• 目前“软件定价/造价”评估基本

 以专家经验为主，单方面依赖专

 家的经验判断，缺乏客观、科学

 的统一评估标准，极易导致评估

 结果的人为因素干扰，造成项目

 费用估算偏差大，估算过程不可

 回溯，也为后续工作埋下祸根。

缺乏统一语言，信息不对称

• 甲乙双方在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

 的视角不同，缺乏统一的“沟通

 语言”，极易导致双方所掌握的

 信息不对称，甲乙双方对软件项

 目的开发工作量、软件复用率等

 核心内容难以准确认定。



1. 行业问题频发

1. 软件市场——乱

• 前期低价中标，占地盘

• 后期漫天要价，绑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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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问题

2. 预算审批——愁

• 缺少科学客观的评估依据

• 烫手山芋，六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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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务谈判——难

• 双方无法界定软件成本

• 缺乏合理的议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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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结算——扯

• 无法就变更范围达成一致

• 变更内容的计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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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度量——

软件产业老大难问题



2. 国内外现状

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支持下——

•

 

2002年，在清华大学甲所召开了国内首次软件度量国际研讨会

•

 

2007年，成立“中日韩软件过程度量联盟”

•

 

2013年10月，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系统与软件过程改进分会牵头制定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SJ/T�11463-

 2013）正式发布，填补国内空白

•

 

2015年，国标《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计划号下达，2018

 年正式发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

 

目前国际上尚无软件成本度量方面的通用标准

•

 

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家政府针对政府外包软件项目的成本估算和

 管理进行研究，并发布了相应的估算标准和工具，效果较为明显，但其

 估算标准和工具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无法直接采用

国际国际

国内国内



3. 政策指引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

……针对软件市场定价与软件价值不匹配问题，重点提出开展软件价

 值评估和定价机制研究，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软件价值评估体系。

——2016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国家和政策指引方面，已在着手解决“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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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标研制历程

2010年

行标《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立项

2013年

行标《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

（SJ/T�11463-2013）发布

2015年

国标《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立项

2018年

国标《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

（GB/T36964-2018）发布



2. 术业有专攻——软件造价分会

为了深入研究软件造价问题，凝聚生态力量，推动软件行业良性可持续发
 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关村管委会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支持下，
 由SSM®

 

Institute发起，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北京大学、中
 国银行、广州赛宝、中国移动、神华、国家电网、东软、中科软、用友、广联
 达、中软等近4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成立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软件造价分会。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软件造价分会

 隶属于经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的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是中国软件

 造价产业界具有全国性二级社团

 的行业组织。



3. 分会定位

权威 开放

专业

致力于打造国内最专业的软件造价机构，

 为行业提供科学、客观的软件造价理论、

 标准体系、技术和方法论。

致力于对接国际领先的

 度量组织，将国际前沿

 度量技术引入中国，并

 进行本土化技术升级、

 传播和实践。

致力于搭建多方共赢的

 合作平台，坚持标准开

 放、技术开放、数据开

 放的理念，推动软件造

 价领域的持续发展。



4. 标准研制



5. 国标实施解决方案

基于国家标准《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设计开发了培训、认证、
 咨询、第三方评估和符合性认定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了“知识产权+标准

 +认证”的分级实施、各有侧重、差异发展

对象 个人 甲乙方企业 甲乙方企业 甲乙方企业

产品

• CCEP认证

• CFPA认证

• FSM认证

• 功能点方法导入

• 软件成本度量体系建设

• 度量体系成熟度认证

• 第三方软件造价评估

• 第三方软件造价审核

• 功能点计数审核

• 基于国家标准的

 软件造价符合性

 认定

服务 培训+认证 咨询+认证 评估 评估+认证

个人培训认证 企业咨询/认证 第三方评估 国家标准
符合性认定

软件造价平台+行业基准数据库+基准比对平台



CCEP CFPA FSM
软件成本度量师SSMCCEP®

Certified�Software�Cost�

 Estimate�Professional

NESMA�认证功能点分析师

Certified�Function�Point�

 Analysts

COSMIC认证规模估算分析师

FSM（Functional�Size�

 Measurement）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软件造价分会
NESMA（荷兰软件度量协会）

 颁发的国际资质
COSMIC（通用软件度量国际

 协会）颁发国际认证资质

5.1 个人培训认证



5.2 企业咨询/认证

功能点
方法导入

度量体系
成熟度认证软件成本度量

体系建设

•

 

对规模估算人员进行专业

 培训及功能点试算训练；

•

 

对客户原有的规模估算流

 程进行改进与优化；

•

 

评价相关人员对功能点方

 法的掌握情况并对后续工

 作提出改进建议。

•

 

以国际标准功能点规范为

 基础建立企业自身的软件

 规模度量基础，形成客观

 的管理度量基础；

•

 

遵循IDEAL软件企业过程

 改进模型，执行启动、诊

 断、建立、行动、推进的

 工作步骤，直至实施完成

 咨询的各环节。

•

 

帮助企业建立稳定、高

 效的软件度量体系，提

 升企业形象和价值，为

 帮助企业明确度量体系

 的现状以及改进方向；

•

 

按照度量成熟度模型展

 开，分为初始定义级、

 标准定义级、基准管理

 级和优化级。



5.3 第三方造价评估

第三方软件造价评估

采用国际广泛推广和认可的功能点

 分析方法和“基于基准数据的软件

 项目成本评估技术”，通过输入各

 项参数，确定待估算项目工作量、

 成本估算值。评估基于科学的实践

 方法，评估过程专业、透明、合法。



5.4 行业基准数据服务

1.
 

联合CSBSG每年定期发布《中国IT行业基准数据报告》

2.
 

根据企业和行业需求，提供国内行业数据查询、国际行业数据查询



6. 国标应用场景（常见）

厂商

甲方

内部
 乙方

评标方

投标依据

保证质量

良性竞争

审批预算的依据

招标的依据

提高预算审批效率

报预算的依据

保证质量

评标依据



7. 国标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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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

不忘初心
持续打造国内最专业、权威、开放的

 软件造价平台，以不断创新持续解决

 行业中的新旧问题

行业传播
致力于各行业内的标准实施与推广，

 推动相关标准在各行业内的落地

开放共赢
搭建开放、共赢的三层七方体系：

平台（政府、协会），用户（甲方、乙

 方、社群），技术（机构、学术界）

标准为根
紧跟IT行业发展趋势，针对“互联网、

 大数据、AI、云+”等领域，研制系

 列新标准

数据为本
以行业龙头为先导，推动各行业基准

 数据库的建设，进一步发挥数据价值

扩大影响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密切接触，适时制定

 国际标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信息

 工程或软件领域中的话语权



合作共赢——众人拾柴火焰高

• 标准研制

• 标准实施

• 人才培养



成本度量软件演进趋势

智能化

基于人工智能AI技

 术的智能化、自动

 化度量

数据化

大数据：数据为

 王，基准数据驱动

 软件过程改进

“云”化

未来趋势：云存储、

 云计算、云部署、

 云服务



感谢聆听，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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