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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涵盖如何成功实施执行 Scrum — 最受欢迎的 Agile 产品

开发和项目交付方法的相关指导方针。根据 SBOK™ 指南中的定义，Scrum 是一种适用于任

何大小或任何复杂程度的项目组合、项目群或项目的架构；可高效应用于任何行业以创造

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 

 

SBOK™ 指南可作为参考以及知识指南之用，适用于 Scrum 及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有经验的开

发工作者，也适用于对 Scrum 或其他任何项目交付方法没有相关经验或了解的人士。此新

版本的 SBOK™ 指南带来了对于 Scrum 最佳实践的额外见解，尤其是在如何扩展 Scrum 的相

关方面。SBOK™ 指南已新增了两章内容详细阐述如何为大项目扩展 Scrum（第 13 章），以

及如何为企业扩展 Scrum（第 14 章）。随着 Scrum 架构正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越来越多

的欢迎，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得到扩展，我们的目标是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最佳实践作为 

SBOK™ 指南的一部分分享给所有用户。 

 

SBOK™ 指南从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和行业的成百上千个项目中，抽取出了一些从中

获得的综合性较强的知识和见解。本第三版指南增加了专业人士针对 Scrum 和项目交付所

做出的综合性贡献。来自于 Scrum 全球社区的反馈在 SBOK™ 指南的改进内容和新增内容的

确认过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它的开发完全是大批专业人士和工作者针对多个学科

通力合作所实现的成果。 

 

SBOK™ 指南框架的广泛应用针对 Scrum 如何应用至全球跨企业项目制定了标准，并显著提

升了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此外，它还激发了与 Scrum 应用到众多项目类型中的方式相关的、

更有建设性的想法和思考，反过来又对扩展和丰富知识体系以及本指南未来的后续更新内

容做出了贡献。 

 

虽然 SBOK™ 指南是一个说明如何使用 Scrum 交付项目的综合性的指南和框架，但其内容编

排十分简单易懂，无论读者对于主题事先是否有所了解均可轻松进行学习。我希望每位读

者都可以如同众多作者和审核者一般从本指南中学习到知识，并享受对其中包含的综合性

知识和智慧进行整理吸收的过程。 
 

 

 
Tridibesh Satpathy, 

 
SBOK™ 指南首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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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简介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涵盖如何成功实施执行 Scrum — 最受欢迎的 Agile 项目

管理和产品开发方法的相关指导方针。它提供了一个包含 Scrum 的各项原则、方面和流程

的综合框架。 

 

根据 SBOK™ 指南中的定义，Scrum 适用于以下内容：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文档第 1 章描述了 SBOK™ 指南的目的和框架，并简要介绍了 Scrum 的核心概念。它包含

了 Scrum 原则、Scrum 的各个方面以及 Scrum 流程的摘要。第 2 章展开说明了六大 Scrum 原

则，它们是 Scrum 架构的运作基础。第 3 章到第 7 章详细说明了任何项目在整体上都必须

注意解决的五大 Scrum 方面：组织、商业理由、质量、修改变化和风险。第 8 章到第 12 章

涵盖了 Scrum 项目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 19 种 Scrum 流程。这些流程属于五个 Scrum 阶段的

一部分：启动；规划与评估；实施；评审与回顾；以及发布。这些阶段详尽描述了每个流

程的相关投入和产出，以及每个阶段可用的各种工具。某些投入、工具和产出为必要项目，

显示有此类字样；其他项目则为可选项目，可根据具体项目、组织要求和 /或由组织的 

Scrum Guidance Body (SGB) 设定的指导方针进行选择。SBOK™ 指南的第 13 章和第 14 章是新

增章节，介绍了如何为大项目扩展 Scrum 以及如何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相关指南。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1.1 Scrum 概述 

 

1.2 为何使用 Scrum？ 

 

1.3 SBOK™ 指南的目的 

 

1.4 SBOK™ 指南的架构 

 

1.5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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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crum 概述 
 

 

Scrum 项目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共同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或者项目愿景说明中定义的其他

成果。项目会受到时间、成本、范围、质量、资源、组织能力以及其他限制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和制约，从而难以规划、执行、管理和取得最终成功。然而，已完成的项目成果如

果能够成功得到实施，将为企业组织带来重大的商业效益。因此，企业组织有必要选择和

实行适合自身的项目管理方法。 

 

Scrum 是最受欢迎的 Agile 方法之一。它是一种适应能力强、重复性良好、快速、灵活而高

效的架构，其设置旨在通过整个项目快速实现重大价值。Scrum 能够确保进行透明公开的

交流，构建所有人都有担当、不断令人进步的环境。根据 SBOK™ 指南中的定义，Scrum 架

构的构建方式为针对所有行业类型和所有形式的项目，无论其复杂程度如何，都会在产品

和服务开发方面提供支持。 

 

Scrum 的一个核心优势在于它使用跨职能、自组织并经过授权的团队，他们将其工作分为

短时间的集中循环作业，称之为迭代。图 1-1 展示了 Scrum 的项目流程一览。 
 

 
 

图 1-1：一个迭代的 Scrum 流程 

 

Scrum 循环始于相关利益方会议，会议期间将制定项目愿景。产品负责人随后将生成一个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其中包含业务的优先列表以及以用户故事形式写就的项目要求。每个

迭代都将以迭代计划会议开始，会议期间会优先考虑将优先级较高的用户故事包含在迭代

内。一个迭代通常会持续一到六周，Scrum 团队将全力完成潜在的可交付成果或产品增量

目标。在迭代期间将进行短时间、高质量的每日立会，会上团队成员将讨论每日进度。迭

代完成之时将进行一个迭代评审会议，会上产品负责人和相关利益方将收到一份可交付成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每日立会 

(Daily 

Standup) 

创建可交付成

果 

项目商业案例

（Project Business 

Case） 

项目愿景说明 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验收的可交付成

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迭代待办事项 

（Sprint Back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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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展示材料。产品负责人只有在可交付成果满足预先制定的验收标准的情况下才会接受

可交付成果。迭代循环以回顾迭代会议作为结束，会上团队将讨论流程和执行情况的改进

方法，以备后续迭代之用。 
 

 

 

 

1.1.1 Scrum 简史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Hirotaka Takeuchi 和 Ikujiro Nonaka 制定了一个灵活的、全方面的产品开

发策略，开发团队在其中将作为一个整体朝向一个共同目标迈进。他们描述了一种开发产

品的创新方法，称之为整体或“橄榄球”方法，“团队努力作为一个整体跨越一段距离，

将球来回传递不断前进。”他们的方法基于对各种行业的制造案例研究。根据 Takeuchi 和 

Nonaka 的提议，产品开发不应像是一个接力赛的过程，而应该像是橄榄球比赛一般，团队

协同合作，一边将球来回传递一边作为一个整体冲向终点。本文引入了“Scrum”（一组运

动员集结在一起重新开始比赛）的橄榄球概念来描述作者的理念，即产品开发应该“推动

争球 (Scrum) 不断向前行进”。 

 

Ken Schwaber 和 Jeff Sutherland 于 1995 年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办的“面向对象的编程、系

统、语言和应用程序 (OOPSLA)”会议上面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 Scrum 概念以及在软件开

发领域的适用性。自此，多名 Scrum 工作者、专家和作者都对 Scrum 的概念化和架构持续

进行了一些改进。近年来，Scrum 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如今已成为全球众多企业组织首选

的项目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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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何使用 Scrum？ 
 

在所有项目中使用 Scrum 的一些核心优势包括： 

 
1. 适应性 — 经验过程控制和迭代交付使得项目能够适应需求，同时能够接受所加入的

修改变化。 

 

2. 透明度 — 所有信息发射源，例如 Scrumboard 和迭代燃尽图 (Sprint Burndown Chart) 都

会得以共享，从而创造一个开放的工作环境。 

 

3. 持续反馈 — 通过进行每日立会能够持续提供反馈，同时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 

 

4. 持续改进 — 通过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能够在进行每一个迭代的过程中不断改

进可交付成果。 

 

5. 持续交付有价值的成果 — 迭代流程使得用户能够按照客户要求的频度，通过交付

可交付成果流程持续交付有价值的成果。 

 

6. 可持续步伐 — Scrum 流程的设计使得参与工作的人员能够以理论上可以无限持续的

可持续步伐进行工作。 

 

7. 高价值成果的提早交付 —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可确保客户获得价值最高成

果的要求能够首先得到满足。 

 

8. 高效开发流程 — 设定时间限制以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能够提升效率水平。 

 

9. 激励 — 进行每日立会和回顾迭代流程能够提升对于员工的激励效果。 

 

10. 更快的问题解决速度 — 跨职能团队的合作和同地办公能够加快问题的解决速度。 

 

11. 高效交付成果 —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以及创建可交付成果后的常规审核能

够确保向客户高效交付成果。 

 

12. 客户中心 — 强调商业价值，与相关利益方采取合作态度，能够确保实现以客户为导

向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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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度信任的环境 — 进行每日立会以及回顾迭代流程能够提升透明度和合作水平，

从而形成相互间高度信任的工作环境，减少员工之间的摩擦。 
 

 

14. 集体责任感 — 提交用户故事流程能够使得团队成员提升对于项目及其工作的责任

感，从而带来更高的质量。 
 

 

15. 高速 — 协作性较好的架构能够帮助高度成熟的跨职能团队发挥出全部潜能并实现更

高的速度。 
 

 

16. 创新环境 — 回顾迭代以及回顾项目流程能够创造一个内省、相互学习、适应性较好

的环境，从而实现一个具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环境。 
 

 

 

 

1.2.1 Scrum 的可扩展性 
 

 

为了实现高效运作，Scrum 团队理想来说应由六到十名成员组成。这一惯例有可能导致出

现了一种误解，即 Scrum 架构只能用于小项目。然而，用户也可以轻松地将其扩展以高效

用于大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如果  Scrum 团队的人数超过十人，则可以组建多个 

Scrum 团队共同运作项目。本架构的指导方针和原则的逻辑法可用于管理任何大小的项目，

以及全球范围内和企业组织之间合作的项目。进行大项目时可能会有多个 Scrum 团队同时

进行运作，这要求信息流必须保持同步且便于获取，从而提升沟通效率。大项目或复杂项

目通常作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一部分实施。 

 

第 13 章详述了为大项目扩展 Scrum 的相关内容，而第 14 章则详述了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相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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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BOK™ 指南的目的 
 

近年来，有一种趋势已经变得愈发明显，那就是使用 Scrum 作为首选项目交付架构的企业

组织能够持续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Scrum 对于价值驱动的交付的专注度能够帮助 Scrum 

团队尽早交付项目成果。 

 

SBOK™ 指南作为一种旨在为企业组织和项目管理工作者提供指导方针的方式，可在他们准

备实施 Scrum 时，或者在他们为针对流程进行必要改进而实施 Scrum 时提供帮助。它基于

多个企业组织和行业的成百上千的项目中汲取的经验。其在开发过程中也吸收了众多 

Scrum 专家和项目管理工作者的经验。 

 

SBOK™ 指南对于以下人员和方面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包括： 

° 产品负责人，他们想要完全了解 Scrum 架构，尤其是与客户或相关利益方相

关的问题，包括与 Scrum 项目相关的商业理由、质量、修改变化和风险等方

面。 

° Scrum Master，他们想要了解自身在 Scrum 架构应用至 Scrum 项目的监管过程

中的具体角色。 

° Scrum 团队成员，他们想要更好地了解可用于创建项目的产品或服务的 Scrum 

流程以及相关工具。 

• 为所有在任何企业组织或行业中运作 Scrum 项目的 Scrum 工作者提供综合性指南。 

• 为任何与 Scrum 核心团队交互的人员提供参考来源，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组合产品负

责人、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项目群产品负责人、项目群  Scrum Master、Scrum 

Guidance Body 以及相关利益方（即发起人、客户和用户）。 

• 为任何对于 Scrum 架构没有过往经验或了解，但对于该主题想要进一步进行了解的

人员提供参考手册。 

 

SBOK™ 指南的内容对于准备编写以下 SCRUMstudy™ 认证考试内容的个人来说也十分有帮助： 

 

• Scrum 开发者认证 (SDC™) 

• Scrum Master 认证 (SMC™) 

• 扩展 Scrum Master 认证 (SSMC™) 

• SCRUMstudy Agile 主管认证 (SAMC™) 

• Scrum 产品负责人认证 (SPOC™) 

• 扩展 Scrum 产品负责人认证 (SSPOC™) 

• 专家级 Scrum Master 认证 (E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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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BOK™ 指南的架构 
 

 

SBOK™ 指南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原则包含在第 2 章中，扩展为构成了 Scrum 基础的六项原则。 
 

 

2. 方面包含在第 3 章至第 7 章中，描述了对于所有 Scrum 项目都是重要考量事项的五

个方面。 
 

 

3. 流程包含在第 8 章至第 12 章中，涵盖十九种 Scrum 基本流程及其相关的投入、工具

和产出。第 13 章和第 14 章包含了一些额外流程，具体包括为大项目扩展 Scrum 以

及如何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相关内容。 

 

图 1-2 展示了 SBOK™ 指南的框架，显示出了原则、方面和流程相互交融的状态，它们对于

更好地了解 Scrum 架构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图 1-2：SBOK™ 指南框架 
 

  

Scrum 原

则 

Scrum 流

程 Scrum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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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如何使用 SBOK™ 指南？ 
 

SBOK™ 指南可作为参考以及知识指南之用，适用于 Scrum 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有经验的开

发工作者，也适用于对 Scrum 或项目管理方法没有相关经验或了解的人士。内容按照三种 

Scrum 核心团队角色进行编排，以便读者进行参考：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和 Scrum 团

队。 

 

涵盖了六大 Scrum 原则（第 2 章）和五大 Scrum 方面（第 3 章至第 7 章）的章节均包含角色

指南。该指南针对章节中的每个部分与 Scrum 核心团队角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说明。 

 

为了能够以最佳方式应用 Scrum 架构，SBOK™ 指南已将必要的投入、工具和产出与非必要

或可选的投入、工具和产出明确区分开来。标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产出为必要项目，

或者是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项目，而没有星号的项目则为可选项目。建议 Scrum 的初级使

用者主要关注必要的投入、工具和产出，而高阶工作者则应阅读有关流程的全部章节，从

而从其中描述的可选投入、工具和产出中学习最佳实践，汲取额外养分。 

 

Scrum 是一种架构而非固定规范，这意味着它在应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SBOK™ 指

南中详述的 Scrum 的所有基本流程（第 8 章至第 12 章）是所有 Scrum 项目的必要流程，但

在应用过程中可以根据组织、项目、成果或团队的具体需求进行适当调整。在为大项目扩

展 Scrum（第 13 章），以及为企业扩展 Scrum（第 14 章）的过程中则将应用额外流程。 

 

 

 

1.4.2 Scrum 原则 

 

Scrum 原则是 Scrum 架构应用时的核心指导方针，必须用于所有 Scrum 项目中。第 2 章介绍

的六大 Scrum 原则包括： 

 

1. 经验过程控制 

2. 自组织 

3. 合作 

4. 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 

5. 时间限制（Time-boxing） 

6. 迭代开发 

 

图 1-3 展示了六大 Scrum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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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Scrum 原则 

 

 

Scrum 原则能够应用至任何企业组织的任何类型的项目，为确保高效实施 Scrum 架构，所

有使用者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Scrum 原则具有绝对权威，必须按照 SBOK™ 指南中的规定

进行应用。严格遵守原则并以适当方式进行使用，能够在实现项目目标的过程中逐渐增强

使用 Scrum 架构的信心。不过，Scrum 的各个方面和流程可以根据项目或组织的要求进行

修改。 

 

1. 经验过程控制 — 该原则基于三个主要理念，即透明度、检视和适应性着重阐述 

Scrum 的核心哲学。 
 

 

2. 自组织 — 该原则着重于当前的工作者，他们能够在自组织的情况下显著提升可交付

的价值，这会提升团队认同感以及集体责任感；此外还着重于能够促进增长的、有

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环境。 
  

迭代开发 经验过程控制 

自组织 时间限制（Time-

boxing） 

合作 
基于价值的

优先排序 

Scrum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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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 — 该原则着重于与合作作业相关的三个核心方面：认知、衔接和移用。它还提

倡将项目管理作为一个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团队相互协作共同实现最高的价值。 

 

4. 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 — 该原则强调了 Scrum 从项目初始阶段到整个项目期间都持续

着重于实现最高的商业价值的特性。 

 

5. 时间限制 — 该原则描述了 Scrum 是如何将时间视为一种限制约束条件，并用其对项

目规划和执行进行高效管理的。Scrum 中的时间限制元素包括迭代、每日立会、迭

代计划会议和迭代评审会议等。 

 

6. 迭代开发 — 该原则定义了迭代开发的概念，并强调了如何更好地对修改变化进行管

理并创造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它还描述了产品负责人和企业组织与迭代开发相关

的责任。 

 

 

1.4.3 Scrum 方面 
 

在整个 Scrum 项目过程中必须对 Scrum 的各个方面加以解决和管理。第 3 章到第 7 章介绍

的五大 Scrum 方面包括： 

 

 

1.4.3.1 组织 

 

成员了解自身在 Scrum 项目中的固定角色和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由此才能够确保成功实

施 Scrum。 

 

Scrum 角色分为两大类别： 

 

1. 核心角色（Core Roles） — 核心角色是生产项目的产品或服务时的必需角色。被分

配核心角色的个人将完全投入项目之中，对于每个项目迭代和项目整体的成功执行

负有最终责任。 

 

这些角色包括：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是负责实现项目的最高商业价值的人员。他/她

还负责阐明客户需求并维持项目的商业理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代

表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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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m Master 是一名协调人，可确保为 Scrum 团队提供一个有利于成功完成项

目的环境。Scrum Master 需领导、促进并向参与项目的每个人传授 Scrum 实践，

为团队扫除障碍，并确保遵循 Scrum 流程。 

 

 

• Scrum 团队（Scrum Team）是构成一个小组或一个团队的人员，负责理解产

品负责人所指定的要求并生成项目的可交付成果。 

 

 

2. 非核心角色（Non-core Roles） — 非核心角色是 Scrum 项目中非必需的角色，可包括

对于项目感兴趣的团队成员。他们在项目团队中没有正式角色，可能会与团队进行

接触，但对于项目是否会取得成功不会担负责任。非核心角色在任何 Scrum 项目中

都是一个应该加以考量的因素。 

 

非核心角色包括以下角色： 

 

•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这是一个集合概念，可包括客户、用户和发

起人，他们会频繁与 Scrum 核心团队接触，并在整个项目开发过程中对项目

施加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项目合作产生的利益的受益者就是相关利益方。 

 

 

• Scrum Guidance Body (SGB) 是一种可选角色，一般由一系列文档和/或一组专

家构成，它们/他们通常的作用是制定质量、政府法规、安全性及其他关键组

织指标的相关目标。该 SGB 可指导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的

工作。 

 

 

• 供应商（Vendors），包括外部的个人或企业组织，可提供项目组织的核心能

力范围内不包含的产品和/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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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展示了 Scrum 组织结构。 

 

 
 

图 1-4：Scrum 的组织 

 

 

Scrum 的组织方面同样阐释了用以在较大的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中实施 Scrum 的团队

结构要求。 
 

 

 

1.4.3.2 商业理由 

 

企业组织有必要在开始任何项目前以适当方式执行一次商业评估。这能够帮助核心决策者

了解商业需求，确定是否进行修改或者创造新产品或服务、推动项目前进的理由及其可行

性。 

 

Scrum 中的商业理由基于价值驱动交付的概念。任何项目的关键特征之一都是结果或成果

的不确定性。无论项目的大小或复杂程度如何，都无法保证项目在完成时一定会收获成功。

考虑到这一获得成功的不确定性，Scrum 开始尝试尽可能提早交付项目成果。这一提早交

Scrum 核心团队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客户/相关利益方

（Customer/ 

Stakeholder） 

Scrum 
Master 

客户将其要求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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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负责人通过增量

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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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Releases）

将商业价值提供给客

户 

客户心声

（Voice of 

the 
Customer

） 

产品负责人将优先商

业要求传达给 Scrum 

团队，创建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并制定验

收标准。 

Scrum Master 负责为 

Scrum 团队确保一个

适当的工作环境。 

Scrum 团队在迭代评审会

议期间将产品增量展示给

产品负责人。 

Scrum 团队生成项目

的可交付成果。 

Scrum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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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成果和价值的行为能够创造再投资的机会，并向感兴趣的相关利益方证明项目的价值。 

 

Scrum 的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在商业理由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改变项目的目标和流程。需要注

意的一点是，虽然商业理由主要由产品负责人负责，但其他团队成员也同样会做出重大贡

献。 

 

 

1.4.3.3 质量 

 

在 Scrum 中，质量的定义是完成品或可交付成果满足验收标准、实现客户期待的商业价值

的能力。 

 

为确保项目满足质量要求，Scrum 采用了一种持续改进的方法，团队可从中学习经验并了

解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以此根据要求中出现的任何变化持续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优

先产品待办列表直到项目结束或终止之时才会宣告彻底完成。要求中出现的任何变化都反

映了内部和外部商业环境中发生的变化，促使团队继续努力工作并进行自我调整以满足这

些要求。 

 

由于 Scrum 在迭代期间需要以增量完成工作，这意味着错误或缺陷能够通过反复的质量测

试提早发现，而不是在最终产品或服务接近完成时才发现。此外，重要的质量相关任务

（例如开发、测试和文档记录）由同一团队作为同一迭代的一部分完成 — 这确保了作为

迭代的一部分生成的任何可交付成果都具有始终如一的质量。已经能够进行交付的此类 

Scrum 项目的可交付成果被称为“完成”。 

 

因此，通过反复测试实现的持续改进能够优化在 Scrum 项目中实现预期质量等级的可能性。

针对在每个迭代结束时交付的产品的实际增量，Scrum 核心团队和相关利益方（包括客户

和用户）之间会持续展开讨论，这能够确保不断缩小客户对于项目的期望和实际生成的可

交付成果之间的差距。 

 

Scrum Guidance Body 能够提供有关质量的指导方针，企业组织中的所有 Scrum 项目都可能会

与其发生关联。 

 

 

1.4.3.4 修改变化 

 

每个项目，无论所用方法或框架如何，都将随时面临修改变化。项目团队成员有必要了解

的一点是，Scrum 的开发流程设计使其随时能够迎合修改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企业组织应

尝试努力通过修改管理流程、按照 Scrum 原则最大限度利用修改变化带来的益处，并最大

程度降低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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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它认同 a) 相关利益方（例如客户、用户和发起人）在整个项目过

程中对于想要的成果的想法会发生变化（有时被称为“要求变动”），以及 b) 相关利益方

在项目启动过程中会非常难以确定所有要求，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 

 

Scrum 项目迎合变化的方式是使用短时间的、重复性良好的迭代，可根据客户反馈来修改

每个迭代的可交付成果。这使得客户能够定期与 Scrum 团队成员接触，查看已经准备好的

可交付成果，并在迭代的较早阶段根据需要改变要求。 

 

同时，项目组合或项目群管理团队也可以应对有关 Scrum 项目的、与其所在级别相对应的

修改请求。 

 

 

1.4.3.5 风险 

 

风险即可能影响项目目标的单一不确定事件或一组事件，可能有助于成功，也可能导致失

败。有可能对项目产生积极影响的风险被称为机遇，而威胁则指的是可能对项目产生负面

影响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时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这也是一个在项目启动时以及整个

项目的周期过程中需要持续进行的迭代流程。风险管理流程应遵循一些标准化步骤，以此

确保能够辨别和评估风险，并相应制定和采取适当的行动措施。 

 

辨别、评估和应对风险时应基于以下两个因素：每个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在发生风险时

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较高可能性和影响值（由两个因素相乘确定）的风险相比影响值相

对较低的风险而言应得到优先处理。总而言之，在确定风险后，用户有必要对风险的可能

成因以及风险发生后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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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4 Scrum 流程 
 

Scrum 流程阐述了 Scrum 项目的具体活动和流程。总共有十九种 Scrum 基本流程可以应用至

所有项目。这些流程分为五个阶段，SBOK™ 指南的第 8 章至第 12 章将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如表 1-1 所示。 

 

章数 阶段 Scrum 基本流程 

8 启动 

1. 创建项目愿景 

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3. 创建 Scrum 团队 

4. 发展史诗（Epic(s)) 

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6. 进行发布计划 

9 规划与评估 

7. 建立用户故事 

8. 估计用户故事 

9. 提交用户故事 

10. 确定任务 

11. 估计任务 

12.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10 实施 

13. 创建可交付成果 

14. 进行每日立会 

15.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1 评审与回顾 
16. 展示并验证迭代 

17. 回顾迭代 

12 发布 
18. 交付可交付成果 

19. 回顾项目 

 

表 1-1：Scrum 基本流程摘要 

 

这些阶段详细描述了每个流程，包括其相关的投入、工具和产出。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必需

的投入、工具和产出（名称后带有星号 [*] 的项目），其他项目则为可选项目。是否需要使

用可选的投入、工具和/或出结果取决于具体项目、企业组织或行业的要求。带有星号的投

入、工具和产出被视为必需项目，或者是对于任何企业组织在成功实施 Scrum 的过程中都

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项目。 

 

对于需要多个团队跨职能协作的大规模 Scrum 项目，Scrum 拥有三种额外的流程，第 13 章 

— 为大项目扩展 SCRUM 记述了这些流程。此外还有一些在企业层级实施 Scrum 时所需的

具体流程，第 14 章 — 为企业扩展 SCRUM 记述了这些流程。这些额外的 Scrum 流程汇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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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 1-2 中。 

 

章数 适用范围 Scrum 额外流程 

13 大项目使用的 Scrum 

1. 创建大型项目要素 

2. 进行和协调迭代 

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 

14 企业使用的 Scrum 

1.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要素 

2. 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要素 

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 
 

表 1-2：Scrum 额外流程摘要 

 

 

1.4.4.1 启动阶段 

 

1. 创建项目愿景 — 此流程将审视项目商业案例，以此构建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为整个

项目确定核心基调的项目愿景说明。此流程将确定产品负责人。 
 

 

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 此流程将使用特定选择标准确定 Scrum Master 和

相关利益方。 
 

 

3. 创建 Scrum 团队 — 此流程将确定 Scrum 团队成员。一般来说产品负责人会主要负责

挑选团队成员，但在与 Scrum Master 合作时也往往会如此。 
 

 

4. 发展史诗（Epic(s) — 此流程会将项目愿景说明用作发展史诗的基础，并召开用户小

组会议讨论何为适合的史诗。 
 

 

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此流程将提炼、详细阐述并优先化史诗，以此为项目创建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此节点也将建立一个完成标准。 
 

 

6. 进行发布计划 —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将审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

事，以此制定发布计划时间表，这主要是一个能够与项目相关利益方分享的分阶段

的部署时间表。此流程也将确定迭代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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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4.2 计划和评估阶段 

 

7. 建立用户故事 — 此流程将建立用户故事及其相关的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用户故事通

常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编写，确保清楚表达客户需求并完全得到所有相关

利益方的理解。在针对此举行的用户故事写作练习活动中，Scrum 团队成员将练习

如何建立用户故事。用户故事将并入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8. 评估用户故事 — 在此流程中，产品负责人将阐述用户故事，以供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评估开发每个用户故事中所述功能所需要的工作量。 

 

9. 提交用户故事 — 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将提交经过产品负责人认可的、为迭代准

备的用户故事。该流程的成果是提交用户故事。 

 

10. 确定任务 — 在此流程中，已提交的用户故事将细分为具体任务，并编辑到任务清单

中。 

 

11. 评估任务 —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将评估完成任务清单中的每项任务所需的

工作量。此流程的成果是工作量估计任务列表。 

 

12.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将创建迭代待办事项，其中包含

作为迭代计划会议一部分的迭代中要完成的所有任务。 

 
 

1.4.4.3 实施阶段 

 

13. 生成可交付成果 — 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将使用迭代待办事项中的任务生成迭代

可交付成果。通常会使用 Scrumboard 来跟踪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活动。Scrum 团队遇

到的问题将会更新至障碍日志中。 

 

14. 进行每日立会 — 此流程每天都会进行议题高度集中、具有时间限制的会议，称为每

日立会。Scrum 团队能够在此讨论会中了解彼此的进度，并分享任何可能出现的障

碍。 

 

15.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此流程将持续更新和维护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可能会召开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讨论对待办列表进行的任何修改或更新，并根据情况

将其并入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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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评审与回顾阶段 

 

16. 展示并验证迭代 — 在此阶段中，Scrum 团队会将迭代可交付成果在迭代评审会议上

展示给产品负责人和相关利益方。此会议的目的是确保迭代中生成的可交付成果能

够得到产品负责人的批准和认可。 

 

17. 回顾迭代 — 在此流程中，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将开会讨论在整个迭代流程中

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已经吸取的教训将记录在案，并可应用于未来的迭代中。通

常，此谈论会产生议定的可行改进或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4.4.5 发布阶段 

 

18. 交付可交付成果 — 此阶段会将经过验收的可交付成果交付或转移给相关利益方。正

式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记录了成功完成的迭代。 

 

19. 回顾项目 — 此流程将完成整个项目，企业组织的相关利益方和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

将共聚一堂对项目进行回顾，并确定、记录和消化吸收相关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

训往往将形成议定的可行改进记录以供未来项目之用。 

 

 

1.4.4.6 大项目使用的 Scrum 

 

创建大项目要素 — 此流程决定多名产品负责人以及多个 Scrum 团队一起协同工作的方

式。流程还将确定通用要素以及通用的专业资源。 
 

 

执行和协调迭代 — 此流程阐释了大项目的每个迭代期间应加以考量的特定方面。如有

必要，此流程将进行 Scrum of Scrums 会议以协调不同 Scrum 团队之间的工作量。 
 

 

准备发布大项目 — 在某些大项目中，在发布前进行一次特殊的迭代（由项目团队基于

商业需求确定），以此为发布产品做好准备的操作可能会具有商业意义。此流程用于

此类准备迭代。进行准备迭代并不意味着其他迭代中应完成的任何活动都可以延迟到

这一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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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4.7 企业使用的 Scrum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要素 — 在此流程中，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以及主要相

关利益方将确定项目群或项目组合所需的通用要素和资源。还会规定最低完成标准，

并确定所有相关利益方。 
 
 

审核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 在此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的成员将定期审核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新。在此流程中，还会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资格的变化。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 此流程将创建、更新和维护项目群或项目组

合待办列表。流程将针对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提出改进意见，并基于修改后的要求

和/或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项目进度对实施期限进行更改。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要素 — 此流程将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要素。还会处理项目

之间的依赖性、讨论常见障碍并分享最佳实践。有时，还会对 Scrum Guidance Body 提出

改进建议。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 — 在此流程中，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产品负责人以及主要

相关利益方将齐聚一堂对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发布情况进行回顾，并消化吸收相关经

验教训。这些相关经验教训往往将形成议定的可行改进以供未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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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表 1-3 概述了 Scrum 和传统项目管理模型之间的诸多不同。 
 

 

 

 Scrum 传统项目管理 

着重点 人员 流程 

文字记录 
最小限度 — 仅按照实际需求

记录 
详尽记录 

流程风格 迭代型 直线型 

事先规划程度 低 高 

要求的优先排序 基于商业价值，定期更新 固定在项目规划中 

质量保证 客户中心 流程中心 

组织 自组织 受管理 

管理风格 分散化 中心化 

修改变化 
升级至按产品分类的产品订

单 
正式的修改变化管理系统 

领导方式 合作型、仆人型领导 命令和控制 

绩效衡量标准 商业价值 规划的合规程度 

投资回报率（ROI） 早期/整个项目周期 项目周期结束 

客户参与度 整个项目期间高度参与 根据项目周期而有所不同 

 

表 1-3：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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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原则 

 
 

2.1 入门简介 
 

Scrum 原则是 Scrum 架构的运作基础。Scrum 原则能够应用至任何企业组织的任何类型的项

目，为确保以适当方式应用 Scrum，所有使用者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用户可修改 Scrum 

的各个方面和流程以满足项目以及使用项目的组织的要求，但 Scrum 原则具有绝对权威，

必须按照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展示的框架描述进行应用。严格

遵守原则并以适当方式进行使用，能够帮助用户在实现项目目标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使用 

Scrum 架构的信心。这些原则被视为 Scrum 架构的应用时的核心原则。 

 

根据 SBOK™ 指南定义的原则适用于以下内容：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2.2 角色指南 — 该部分概述了对于每个 Scrum 核心角色，即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来说哪些部分或子部分与其关系最为紧密。 

 

2.3 经验过程控制 — 该部分描述了 Scrum 的第一个原则以及三个主要理念，即透明度、检

视和适应性。 

 

2.4 自组织 — 该部分着重讲述了 Scrum 的第二个原则，该原则着重于当前的工作者，他们

能够在自组织的情况下显著提升可交付的价值，这会提升团队认同感以及集体责任感；此

外还着重于能够促进增长的、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环境。 

 

2.5 合作 — 该部分着重阐释了 Scrum 的第三个原则，其中将产品开发视为一个创造共享价

值的过程，为此需要所有相关利益方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实现最高价值。该原则还着重于

合作作业的三个核心方面：认知、衔接和移用。 

 

2.6 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 — 该部分阐述了 Scrum 的第四个原则，着重讲述了 Scrum 架构所

拥有的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最高的商业价值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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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时间限制 — 该部分讲述了 Scrum 的第五个原则，即将时间视为一种限制约束条件。该

部分还涵盖了迭代、每日立会以及其他各种与迭代相关的会议，例如迭代计划会议和迭代

评审会议，所有上述会议都具有时间限制。 

 

2.8 迭代开发 — 该部分讲述了 Scrum 的第六个原则，着重阐释了迭代开发是如何协助人们

更好地管理修改变化，并创造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的。 

 

2.9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 该部分着重阐述了 Scrum 原则和传统项目管理（瀑布模式）

原则之间的主要区别，并解释了 Scrum 为何能够在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中实现更好的效果。 

 

 

2.2 角色指南 
 

本章的所有部分对于所有的 Scrum 核心团队角色 — 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

队来说都十分重要。所有相关利益方都需要清晰理解 Scrum 原则，这一点对于任何想要使

用 Scrum 架构迈向成功的企业组织来说都至关重要。 
 

 

 

2.3 经验过程控制 
 

在 Scrum 中，决策的最终制定是基于观察和试验的结果，而非事无巨细的事先规划。经验

过程控制取决于三个主要理念，即透明度、检视和适应性。 
 

 

 

2.3.1 透明度 
 

透明度是指所有人都能够观察到任何 Scrum 流程的所有方面。这种状况下，整个企业组织

的信息都能够便捷、透明地相互流通，从而创造出一个开发的工作文化。在 Scrum 中，透

明度通过以下方面展现： 

 

• 所有相关利益方以及 Scrum 团队都能够查看的项目愿景说明 

• Scrum 团队内外所有人都能够查看且具备优先用户故事的、开放的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 可在多个 Scrum 团队间进行协调的发布计划时间表 

• 通过使用 Scrumboard、燃尽图以及其他信息发射源，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一目了然地

查看团队进度 

• 在进行每日立会流程期间进行每日立会，所有团队成员都将在其中报告前一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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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完成情况、今日计划完成的工作，以及在完成当前迭代任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任

何问题 
 

• 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期间进行的迭代评审会议上面，Scrum 团队会将已经能够进

行交付的迭代可交付成果展示给产品负责人以及相关利益方 

 

图 2-1 概述了在 Scrum 中的透明度的概念。 

 

 
 

图 2-1：Scrum 中的透明度 

 

 

2.3.2 检视 
 

 

在 Scrum 中，检视通过以下方面展现： 

 

• 使用通用的 Scrumboard 以及其他信息发射源，其中显示 Scrum 团队在当前迭代中的

任务完成进度。 

• 在发展史诗（Epic(s)）期间收集客户和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反馈，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并进行发布计划流程。 

• 产品负责人和客户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中检视和验收可交付成果。 
  

人工项目 

项目愿景说明 
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发布计划时间表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会议 
信息发射源 

透明度 

迭代评审会议 

每日立会 

燃尽图 

Scrum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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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概述了在 Scrum 中的检视的概念。 

 

 
 

图 2-2：Scrum 中的检视 

 

 

2.3.3 适应性 
 

 

适应性指的是 Scrum 核心团队和相关利益方在全面了解透明度和检视后，通过在工作中进

行改进而逐渐适应的过程。以下是一些适应性的示例： 

 

• 在每日立会中，Scrum 团队成员将公开讨论完成任务所面临的障碍，并寻求其他团

队成员的帮助。Scrum 团队中经验更为老道的成员也会指导对于项目或技术缺乏了

解、经验相对较少的成员。 

• 在整个项目期间会反复进行风险确定。风险一经确定将反馈到多个 Scrum 流程中，

包括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以及展示并验证迭代。 

• 改进也会导致产生修改请求，请求将在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和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得以讨论并获得认可。 

•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在建立用户故事、评估任务、生成可交付成果和整理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流程期间与 Scrum 团队成员进行互动交流为其提供指导，并在必要时传授

专业技能。 

• 在回顾迭代流程中，议定的可行改进将根据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的输出结果得以确

定。 

• 在回顾项目会议中，与会者将记录相关经验教训并进行回顾，以此寻求改进流程、

解决效率低下问题的机会。 
  

Scrumboard 

检视 
最终检视 
• 展示并验证迭代 

频繁反馈 

• 发展史诗（Epic(s)) 

•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 进行发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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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2-3 概述了在 Scrum 中的适应性的概念。 
 

 
 

图 2-3：Scrum 中的适应性 

 

 

 

类似于传统瀑布模式的其他方法需要事先进行大量规划，而客户在一个阶段临近结束前、

或是在整个项目结束前通常都不会对产品要素进行审核。该方法往往会导致项目出现高风

险而无法获得成功，因为其中可能存在更多会对项目交付和客户认可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潜

在因素。客户对于完成品的阐释和理解与团队的实际理解能力和生产能力可能会大相径庭，

而这一点有可能在项目开发的末期阶段才被发现。 

 
  

每日立会 

回顾项目

会议 

持续确定

风险 

回顾迭

代会议 

Scrum 
Guidance 

Body 

修改请求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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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展示了上述问题的一些示例。 

 

 

 
 

图 2-4：传统项目管理中的问题 

 

 

2.4 自组织 
 

Scrum 相信员工都具有自我驱策能力，能够主动寻求肩负更重要的责任。由此，他们能够

在自组织的情况下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Scrum 欣赏的领导风格为“仆人型领导”，强调为了获取成果需要重视 Scrum 团队的需求。

有关各种领导和管理风格的相关说明，请参阅第 3.10.3 章节。 

 

 

 

2.4.1 自组织的优势 
 

作为 Scrum 中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自组织能够带来以下益处： 

 

• 团队认同感和集体责任感 

• 工作动力，由此可以提升团队的业绩水平 

• 有利于促进增长的、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环境 

 

自组织并非意味着团队成员能够以任何想要的方式进行工作。它只是意味着在创建项目愿

景流程确立了产品愿景之后，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也会随之确定下来。

在发展史诗（Epic(s)）和建立用户故事流程期间，Scrum 核心团队自身还将与相关利益方进

客户的解释说明方式 项目领导者的理解方式 工程师的设计方式 建筑的建造方式 商业顾问的描述方式 

客户真正需要的成果 得到支持的方式 客户为其支付账单的施工

方式 
实际的施工内容 

项目的文字记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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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非常紧密的合作，以此更好地提炼出他们的要求。团队专业知识用于评估执行项目计划

工作所需的投入。这一判断和专业知识将在创建可交付成果流程中应用至项目的所有技术

和管理方面。 

 

虽然优先排序决策主要是由代表客户发声的产品负责人做出，但自组织型 Scrum 团队也会

参与到确定任务和评估任务流程期间的任务细分和评估过程中。在上述流程期间，每个团

队成员都有责任确定自身将要进行何种工作。在迭代的执行期间，如果团队成员在完成任

务时需要任何帮助，Scrum 将通过每日立会必备的常规互动交流环节解决他们的问题。

Scrum 团队自身将通过 Scrum of Scrums (SoS) 会议与其他团队进行互动交流，还可以从 Scrum 

Guidance Body 处获取所需的额外指导。 

 

最后，Scrum 团队和 Scrum Master 将进行紧密合作以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中展示迭代期间

所创造的产品增量，而以适当方式完成的可交付成果也将在该流程中得到认可。由于可交

付成果已处于可交付状态，（同时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已按照用户故事所创造价值的高低次

序进行了优先排序），产品负责人和客户能够一目了然地查看和明晰每个迭代完成后所创

造的价值；而 Scrum 团队在看到他们的勤奋工作受到客户和其他相关利益方的认可后，也

能够获得一种满足感。 

 

自组织团队的主要目标如下： 

 

• 了解项目愿景以及项目缘何能够为企业组织创造价值 

• 在评估用户故事流程期间对用户故事进行评估，并在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流程期间向

自身分配任务 

• 在确定任务流程期间独立确定任务 

• 在生成可交付成果流程期间应用和利用跨职能团队的专业知识完成任务 

• 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期间交付能够得到客户和其他相关利益方认可的实物成果 

• 在每日立会期间团队成员各自提出问题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 理清任何存在差异和疑问之处，对学习新事物保持开放态度 

• 通过团队内部的定期互动交流持续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 

• 在整个项目期间维持团队成员的稳定组合，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对成员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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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展示了自组织团队的目标。 
 

 
 

图 2-5：自组织团队的目标 
 

 

2.5 合作 
 

Scrum 合作指 Scrum 核心团队携手相关利益方并进行交流，以便建立和确认项目的可交付

成果，从而实现项目愿景中勾勒的目标。在此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协作和合作之间的区别。

协作指的是由团队中各种人员的努力工作合在一起形成工作成果的过程。合作指的是团队

共同工作，利用彼此对于项目的投入来创造出更好的成果的过程。 

 

合作作业的核心方面如下： 

 

• 认知 — 共同工作的每个人都需要很好地认知彼此的工作。 

• 衔接 — 相互合作的个人应将工作分为多个单元，将这些单元分配到各个团队成员，

并在工作完成后再将其重新集合为一体。 

• 移用 — 根据个人自身情况对技术进行调整；技术的使用方式可能会与设计者的预期

使用方式截然不同。 
  

了解项目

愿景 

利用跨职能团队

的专业知识 积极寻求工作

任务 

交付实物

成果 

自组织团队的

目标 
靠自身完成工作 

持续提升知识和

技能水平 

对学习新事物保

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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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5.1 合作进行 Scrum 项目的优势 
 

Agile 宣言（Fowler & Highsmith，2001 年）强调了“客户合作重于合同谈判”。因此，Scrum 

架构所采用的方式是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相互

合作并与相关利益方进行合作，以此为客户提供价值最高的可交付成果。这一合作方式将

贯穿整个项目期间。 

 

合作可确保实现以下项目效益： 

 

1. 最大程度减少由于未能明确理解要求而导致的修改变化需求。例如，在创建项目愿

景、发展史诗（Epic(s)）和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产品负责人会与相关

利益方合作分别创建项目愿景、史诗 (Epic(s)）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这将确保所有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对于完成项目所需要的工作都有明确认知。Scrum 团队将通过一

个开诚布公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持续与产品负责人和相关利益方进行合作，以此为

项目创造可交付成果。进行每日立会、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和回顾迭代等流程可

为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提供讨论范围，针对已完成的工作、以及面向未来工作要开

展的合作内容进行讨论，由此得以最大限度降低客户的修改请求数量以及返工量。 

 

2. 高效确认和处理风险。例如，Scrum 核心团队成员可通过发展史诗（Epic(s)）、生成

可交付成果和进行每日立会流程来确认项目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估。每日立会、迭代

计划会议、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等 Scrum 会议工具使得团队不但有机会确认

和评估风险，还能够针对高优先级的风险进行风险响应。 

 

3. 发掘团队的真正潜能。例如，进行每日立会流程可为 Scrum 团队提供合作范围，并

帮助其了解成员的优势和弱势。如果某个团队成员未能按期完成任务，Scrum 团队

成员将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任务，以实现为完成迭代而设定的目标。 

 

4. 通过相关经验教训确保持续进行改进。例如，Scrum 团队可使用回顾迭代流程来确

认此前迭代中的得与失。这使得 Scrum Master 有机会与团队共同进行返工工作，并

针对下一计划好的迭代改进团队表现。这还可以确保团队能够在下一个迭代中更为

高效地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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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展示了合作进行 Scrum 项目的优势。 

 

 
 

图 2-6：合作进行 Scrum 项目的优势 

 

 

2.5.2 合作进行同地办公的重要性 
 

 

在很多 Scrum 实践中都要求实现高密度的沟通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点，团队成员需要能够

进行同地办公。同地办公可实现团队成员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沟通。同地办公带来了

团队成员能够随时待命的优势，便于进行协调、解决问题和相互学习。同地办公的部分优

势如下： 

 

• 疑问能够得到快速解答。 

• 问题能够得到现场解决。 

• 互动交流能够降低摩擦。 

• 成员相互间能够更快地获取和给予信任。 
  

合作 

• 最大限度减少修

改请求 

• 减轻风险 

• 提升效率 

• 促进持续改进 

Scrum 流程 

Scrum Master 
Scrum 团队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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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地办公或分散办公的团队能够使用的合作工具如下： 

 
1. 同地办公的团队（即在同一办公场所工作的团队） — Scrum 建议团队最好能够进行

同地办公。同地办公的首选交流模式包括面对面互动交流、决策室或战情室（War 

Room）、Scrumboard、展示墙、共享表格等等。 

 

2. 分散办公的团队（即分散在不同实际位置进行工作的团队） — 尽管团队同地办公

的方式是首选方式，有时 Scrum 团队也会出于业务外包、离岸外包、实际位置不同、

成员选择家中工作等因素需要分散办公。分散办公的团队能够用于高效合作的部分

工具包括视频会议、即时通信、聊天工具、社交媒体、共享屏幕，以及模拟 

Scrumboard 功能的软件工具和展示墙等等。 

 

 

2.6 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 
 

驱动 Scrum 架构运行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最高的商业价值。能够以最低的时

间消耗量实现最高商业价值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优先排序。 

 

优先排序可以看作是一个确定事务的先后顺序，将紧急事务和非紧急事务区分开来的过程。

优先排序的概念对于项目管理来说并非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传统的瀑布式项目管理提倡使

用多种任务优先排序工具。从项目经理的观点来看，优先排序是一个必要的管理手段，因

为某些任务必须首先得以完成才能够加快开发流程，从而实现项目目标。任务优先排序的

部分传统方法包括为委派的任务设定期限，以及使用优先排序矩阵等。 

 

然而，Scrum 通常使用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作为核心原则之一，通过其驱动整个 Scrum 架

构的结构和功能 — 它能够帮助项目通过产品或服务的适应性和迭代开发获取效益。更重

要的一点是，Scrum 致力于为客户快速持续地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优先排序由产品负责人负责完成，他/她会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进行优先排序。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包含一个完成项目所需的要求清单。 

 

在产品负责人收到客户的商业要求，并将其以可加工的用户故事的形式进行记录后，他/她

将与客户和发起人合作发掘能够带来最高的商业价值的商业要求。产品负责人必须了解客

户所需及其所重视的方面，以此按照相关的重要程度安排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项目（用

户故事）。有时客户可能会要求将所有用户故事都设为高优先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

高优先级用户故事列表也需要在列表自身内部进行优先排序。为待办列表设定优先排序涉

及到确定每个用户故事的重要程度。确认具有较高价值的要求将移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

顶部。将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原则付诸实践的流程包括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和整理优先

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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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产品负责人必须与 Scrum 团队合作确定项目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可能会

产生相关负面后果。在以基于价值的方法对用户故事进行优先排序的过程中应考虑这一点

（请参阅“风险”章节了解更多信息）。Scrum 团队也会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依存

关系提醒产品负责人。这些依存关系在优先排序的过程中必须加以考量。对预估的商业价

值或盈利能力进行的主观评测可能会成为优先排序的基础标准，优先排序还有可能以使用

工具进行的市场分析和结果作为基础标准，这些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回顾、调查问卷以

及财务模型和分析方法。 

 

产品负责人需要解读项目相关利益方的反馈和需求，以此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因此，

在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进行优先排序时，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请参阅图 

2-7）： 

 

1. 价值 

2. 风险或不确定性 

3. 依赖性 

 
由此，优先排序能够实现满足客户要求的可交付成果，并实现以最低的时间消耗量达到最

高的商业价值的目标。 

 

 
 

图 2-7：基于价值的优先排序 

 

2.7 时间限制（Time-boxing） 
 

Scrum 将时间视为项目管理中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之一。为了阐释如何对时间进行制约，

Scrum 引入了一个称为“时间限制”的概念，它可为 Scrum 项目中的每个流程和活动设定

一个固定的时间量。这确保了 Scrum 团队成员在特定时间段内的工作量不会过多或过少，

也不会在不够明确的工作中耗费时间和精力。 

 

时间限制的部分优势如下： 

 
• 提升开发流程效率 

• 减少日常开支 

风险 

价值 优先级 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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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提升团队工作速度 

 

时间限制可用于多种 Scrum 流程中，例如在进行每日立会流程中，每日立会的持续时间即

受到时间限制。有时时间限制可用于避免某个项目（即镀金）的过度增长。 

 

时间限制在 Scrum 中是一种关键功能，应用时需多加注意。随意进行时间限制操作可导致

团队动力下降，还有可能造成工作环境中出现不安情绪，因此应在适当情况下使用时间限

制。 

 

 

2.7.1 Scrum 时间限制工具 
 

• 迭代 — 迭代是一种具有时间限制的、持续一至六周的重复过程，在此期间 Scrum 

Master 将在生成可交付成果流程期间指导 Scrum 团队，为其提供便利，并保护其免

遭内部和外部障碍的困扰。这有助于避免愿景出现能够影响到迭代目标的潜在变化。

在此期间，团队会努力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要求转化为可交付的产品功能。为

了从 Scrum 项目中获取最大效益，我们始终建议将迭代的时间限制保持在 4 周，除

非项目具有非常稳定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迭代可延长至 6 周。 

 

• 每日立会 — 每日立会是一种简短的每日会议，时间限制为 15 分钟。团队成员将齐

聚一堂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以此报告项目进度： 

 

1. 自上次会议后，我完成了什么工作？ 

2. 在下次会议前，我计划做什么工作？ 

3. 我目前面临哪些困难或障碍（如有）？ 

 

此会议是团队进行每日立会流程的一部分。 

 

• 迭代计划会议 — 此会议在迭代开始前进行，是提交用户故事、确定任务、评估任

务和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流程的一部分。其时间限制为每一个月的迭代进行八小时会

议。迭代计划会议分为两部分： 

 

1. 确立目标 — 在会议的第一部分，产品负责人将为 Scrum 团队说明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中优先级最高的用户故事或要求。与产品负责人合作的 Scrum 团队随

后将提交用户故事，这将确立迭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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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和评估任务 — Scrum 团队随后将决定“如何”完成选定的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以完成迭代目标。已提交的用户故事和相关的工作量评估任务将包含在

迭代待办事项中进行跟踪记录。 

 

• 迭代评审会议 — 迭代评审会议的时间限制为每一个月的迭代进行四小时会议。迭

代评审会议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期间进行，会议期间 Scrum 团队会将当前迭代的

可交付成果展示给产品负责人。产品负责人将对照议定的验收标准检查产品（或产

品增量），并验收或拒收已完成的用户故事。 

 

• 回顾迭代会议 — 回顾迭代会议的时间限制为每一个月的迭代进行 4 小时会议，是回

顾迭代流程的一部分。在此会议期间，Scrum 团队会一起回顾和思考前次迭代的内

容，涉及遵守的流程、所采用的工具、合作和沟通方式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其他方面。

团队将讨论此前完成的迭代中的得失，以及在下一个迭代中要吸取经验教训从而进

行改进的目标。此会议生成的部分改进机会或最佳实践也可以作为 Scrum Guidance 

Body 文档的一部分进行更新。 

 

图 2-8 展示了与 Scrum 相关的会议的时间限制。 
 

 

 

图 2-8：Scrum 会议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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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 迭代开发 

 

驱动 Scrum 架构运行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最高的商业价值。为了能够实际完

成这一目标，Scrum 倡导使用可交付成果的迭代开发。 

 

对于大多数复杂项目，客户都无法确立非常具体的要求，或者无法确定最终成果看起来将

会如何。迭代模型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可确保客户请求的任何修改都能够作为项目的一部

分包含在内。项目的整个期间都有可能需要持续编写用户故事。在编写的最初阶段，大多

数用户故事都具有高级别功能。这些用户故事称为史诗（Epic(s)）。史诗（Epic(s)）对于团

队来说通常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难以在一个迭代中完成。因此，它们被细分为更小的

用户故事。 

 

项目的每个复杂方面都会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通过渐进细化进行细分。建立

用户故事以及评估、认可和提交用户故事流程将用于向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添加新要求。产

品负责人的任务是通过关注价值和持续交付每个迭代的成果来确保 ROI 增长。产品负责人

应充分了解项目的商业理由以及项目需要实现的价值，为此需要编写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并由此确定要在每个迭代中实现何种可交付成果和价值。随后确定任务、评估任务和创建

迭代待办事项流程将生成团队用于生成可交付成果的迭代待办事项。 

 

在每个迭代中都将使用生成可交付成果流程来生成迭代的成果。Scrum Master 需要确保 

Scrum 流程得到遵守，并帮助团队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率。自组织的 Scrum 团队将致力于根

据迭代待办事项中的用户故事生成迭代可交付成果。在大项目中，多个跨职能团队将跨越

多个迭代通力合作，在每个迭代结束时生成可交付的解决方案。在迭代完成后，产品负责

人将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中根据验收标准验收或拒收可交付成果。 

 

如图 2-9 所示，Scrum 将以迭代方式完成项目，并在整个项目周期过程中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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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Scrum vs. 传统瀑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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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9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传统项目管理的着重点在于为项目进行详尽的事先规划，强调固定范围、成本和时间表，

并对这些指标进行管理。传统项目管理有时可能会导致计划成功完成但客户并不满意的结

果。 

 

Scrum 架构的创建理念是如今的知识工作者都可以大幅超越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进行工作，

因此试图针对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对项目进行完全的蓝图设计与规划并不现实。因此，

Scrum 倡导基于数据进行迭代式的决策。Scrum 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以小型的迭代可交付增量

交付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 

 

为了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交付价值最高的成果，Scrum 倡导使用优先排序和时间限制，而非

为项目设定固定范围、成本和时间表。Scrum 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自组织，实际进行工作的

人员能够借此对任务进行评估并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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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组织 
 

3.1 入门简介 
 

本章节将讨论 Scrum 项目组织的各个方面以及核心和非核心角色，以及如何构建高效率的 

Scrum 团队。 

 

按照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中的定义，组织的概念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3.2 角色指南 — 该部分确定了对于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来说哪些部分或

子部分较为重要。 

 

3.3 Scrum 项目角色 — 该部分涵盖了与 Scrum 项目相关的所有关键的核心角色和非核心角

色。 

 

3.4 产品负责人 — 该部分着重讲述了产品负责人对于 Scrum 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所担

负的主要责任。 

 

3.5 Scrum Master — 该部分关注了 Scrum Master 在 Scrum 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中所担负

的主要责任。 

 

3.6 Scrum 团队 — 该部分着重阐述了 Scrum 团队在 Scrum 项目中所担负的主要责任。 

 

3.7 Scrum 在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中的作用 — 该部分关注了如何定制 Scrum 架构并将

其用于不同的项目群和项目组合中。它还着重讲述了 Scrum 团队成员在沟通、整合以及与

企业和项目群管理团队进行合作等方面的具体责任。 

 

3.8 责任 — 该部分为参与项目工作的每个人根据其自身角色描述了与组织的主旨相关联的

责任。 

 

3.9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 该部分说明了 Scrum 模式与传统的瀑布模式项目管理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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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区别以及 Scrum 模式的优势。 

 

3.10 流行的人力资源理论及其与 Scrum 的关系 — 该部分包含了一些适用于 Scrum 核心团队

所有成员的、最为流行的人力资源理论。 
 

 

 

3.2 角色指南 
 

1. 产品负责人 — 产品负责人必须阅读第三章全部内容。 

 

2.Scrum Master — Scrum Master 同样应该熟读第三章，将主要关注点放在 3.3、3.5、3.6、

3.8 和 3.10.4 章节。 

 

3. Scrum 团队 — Scrum 团队应主要关注 3.3、3.6 和 3.8 章节。 

 

 

3.3 Scrum 项目角色 
 

成员了解自身的固定角色和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由此才能够确保成功实施 Scrum 项目。 

 

Scrum 角色分为两大类别： 

 

1.核心角色（Core roles） — 核心角色是生成项目成果所必需的角色，是投身于项目、

并且为项目的每个迭代以及项目整体层面上的成功担负最终责任的角色。 
 

 

2. 非核心角色（Non-core Roles） — 非核心角色是 Scrum 项目中非必需的角色，可包括

对于项目感兴趣的团队成员，他们在项目团队中没有正式角色，可能会与团队进行

接触，但对于项目是否会取得成功不会担负责任。非核心角色在任何 Scrum 项目中

都是一个应该加以考量的因素。 

 

 

3.3.1 核心角色 
 

Scrum 中有三种核心角色需要为达成项目目标担负最终责任。这些核心角色包括产品负责

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他们共同称为 Scrum 核心团队（Scrum Core Team）。需要

注意的是，在这三种角色中没有任何角色对于其他角色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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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产品负责人负责实现项目商业价值最大化。他/她负责阐述客户要求并维护项目的商

业理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代表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VOC））。 

 

类似于项目中的产品负责人角色，项目群也可以拥有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而项目组合也可以拥有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2.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是一名协调人，可确保为 Scrum 团队提供一个有利于成功完成产品开发

的环境。Scrum Master 需领导、促进并向参与项目的每个人传授 Scrum 实践，为团队

扫除障碍，并确保遵循 Scrum 流程。 

 

需要注意的是 Scrum Master 与传统的瀑布模式项目管理中的项目经理所扮演的角色

有非常大的区别，项目经理的角色是项目的管理者或领导者，而 Scrum Master 的角

色仅仅是一名协调者，他/她与 Scrum 团队中的其他任何人都处于同一层级 — Scrum 

团队中的任何人在了解如何协调 Scrum 项目后都可以成为项目或迭代的 Scrum Master。 

 

类似于项目中的 Scrum Master 角色，项目群也可以拥有项目群 Scrum Master，而项目

组合也可以拥有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 
 

 

 

3. Scrum 团队 

 

Scrum 团队（Scrum Team）是构成一个小组或一个团队的人员，负责理解产品负责人

所指定的商业要求、评估用户故事并最终生成项目的可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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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展示了 Scrum 团队核心角色一览。 

 

 
 

图 3-1：Scrum 角色 — 概览 

 

3.3.2 非核心角色 
 

非核心角色是 Scrum 项目中非必需的角色，可能不会持续或直接参与到 Scrum 流程中。然

而，了解非核心角色也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在某些 Scrum 项目中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非核心角色包括以下角色： 

 
1.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相关利益方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客户、用户和发起人，他们会频繁与产品负责人、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进行接触，为其提供反馈并为项目生成产品、服务或其他

成果提供便利。相关利益方将在项目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对项目施加影响。相关利益

方在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行发布计划、回顾迭代以及 

Scrum 中的其他重要流程期间也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Scrum 核心团队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客户/相关利益方

（Customer/ 

Stakeholder） 

Scrum 
Master 

客户将其要求提供给

产品负责人。 

产品负责人通过增量

产品发布

（Incremental 

Product Releases）

将商业价值提供给客

户 

客户心声

（Voice of 

the 
Customer

） 

产品负责人将优先商

业要求传达给 Scrum 

团队，创建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并制定验

收标准。 

Scrum Master 负责为 

Scrum 团队确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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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Customer） 
 

客户是要求获得项目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的个人或企业组织。对

于任何企业而言，根据项目内容，既有内部客户（即同一组织内），也有外

部客户（即组织外）。 

 

• 用户（User） 

 

用户是直接使用项目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的个人或企业组织。用

户与客户一样，对于任何组织都可存在内部和外部用户。此外，在某些行业

中客户和用户有可能拥有相同身份。 

 

• 发起人（Sponsor） 

 

发起人是为项目提供资源和支持的个人或组织。发起人也是所有人都对其负

有最终责任的相关利益方。 

 

有时相同的个人或企业组织可能会拥有多个相关利益方角色；例如，发起人和客户

可能会拥有相同身份。 

 

 
2. 供应商（Vendor） 

 
供应商包括外部的个人或企业组织，可提供项目组织的核心能力范围内不包含的产

品和服务。 

 

3. Scrum Guidance Body 

 
Scrum Guidance Body (SGB) 是一个可选角色，但在与 Scrum 相关的组织实践的正规化

过程中是一个高度推荐的角色。它通常包括一组文件和/或一组专家，他们参与决定

质量、政府法规、安全性和其他关键组织参数的目标。这些目标可指导产品负责人、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的工作。Scrum Guidance Body 还有助于萃取企业组织内的

所有 Scrum 项目都应采用的最佳实践。 

 

Scrum Guidance Body 并不会进行任何与项目相关的决策。它的作用是作为一种顾问或

指导机构面向所有层级的项目组织 — 项目组合、项目群和项目。Scrum 团队可根据

需要选择寻求 Scrum Guidance Body 的建议。 
  



3 –组织 

 

44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3.4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产品负责人代表相关利益方群体的利益与 Scrum 团队开展合作。产品负责人负责确保将产

品或服务的功能要求明确传达给 Scrum 团队、确立验收标准并确保这些标准得到执行。换

言之，产品负责人负责确保 Scrum 团队能够提供符合价值要求的成果。产品负责人必须始

终保持一种双重身份。他/她必须能够了解和支持所有相关利益方的需求和利益，同时还需

要了解 Scrum 团队的需求和工作状况。由于产品负责人必须了解相关利益方（包括客户和

用户）的需求和优先关注的事项，该角色一般被称为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 

 

表 3-1 概述了产品负责人在多个 Scrum 流程中所担负的责任。 

 

流程 产品负责人的责任 

8.1 创建项目愿景 
• 确立项目愿景  

• 协助创建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和项目预算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 协助为项目最终确定 Scrum Master  

• 确定相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协助确定 Scrum 团队成员  

• 协助制定合作计划  

• 协助 Scrum Master 制定团队建设计划（Team Building Plan） 

8.4 发展史诗（Epic(s)） • 创建史诗（Epic(s)）和角色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排定优先顺序  

• 确立完成标准 

8.6 进行发布计划 
• 创建发布计划时间表  

• 协助确定迭代时长 

9.1 建立用户故事 
• 协助建立用户故事  

• 为每个用户故事确立验收标准 

9.2 估计用户故事 • 阐述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 与 Scrum 团队合作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 向 Scrum 团队说明用户故事，同时创建人物列表 

9.5 估计任务 • 在评估任务量的过程中为 Scrum 团队提供指导和说明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 向 Scrum 团队阐明要求，同时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 向 Scrum 团队阐明商业要求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 验收/拒收可交付成果  

• 为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提供必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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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发布计划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 协助部署产品发布并与客户就此进行协调 

12.2 回顾项目 • 参与回顾迭代会议 

 

表 3-1：产品负责人在 Scrum 流程中的责任 

 

 

产品负责人的其他责任包括： 

 

• 确定项目最初的总体要求并开启项目活动进程；这可能包括与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和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进行互动交流，以此确保项目符合高级管理层的指导方针。 

• 在完全了解用户群体需求的情况下代表产品或服务的用户开展工作。 

• 为项目的初始阶段和运作阶段始终确保财务资源。 

• 专注于创造价值和整体的投资回报率（ROI）。 

• 评估可行性并确保能够交付产品或服务。 

 

 

3.4.1 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VOC）） 
 

作为代表客户利益的人员，产品负责人被称为“客户心声”，这是因为他会确保客户的表

面或内在需求能够转化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并随后用于为客户生成项目的

可交付成果。 
 

 

 

3.4.2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在拥有多个 Scrum 团队和多个产品负责人的大项目中，仍然需要有且仅有一个人进行每天

的商业决策。这名人士/角色即称为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该角色负责协

调多名产品负责人之间的工作。在产品负责人的协助下，首席产品负责人将为大项目准备

和维护整体层面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用其协调各 Scrum 团队的产品负责人的工作。首席

产品负责人将负责项目最终的可交付成果，而各团队的产品负责人将仅负责各自所属的 

Scrum 团队开发的元件和功能。 
 

 

在大项目中，首席产品负责人的任务是对产品负责人根据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交流提出的、

相互冲突的请求进行优先排序。该任务的复杂程度将随着 Scrum 团队数量和产品负责人人

数的增加得到大幅增长。该任务的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确保以适当方式和适当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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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式各样的要素。因此，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都有必要制定一个所有团队通用的、所需

要素和资源的列表。虽然首席产品负责人负责制定最终的商业决策，他/她仍然需要与 Chief 

Scrum Master、其他产品负责人和 Scrum Master 合作制定该列表。 

 

首席产品负责人还会与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对接以确保大项目与项目群的目标保持一致。 

 

首席产品负责人应参阅产品负责人使用的角色指南中记述的 SBOK™ 指南部分，以及描述为

大项目扩展 Scrum 的第 13 章内容。 

 

 

3.4.3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负责确立项目群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顺序。他/她负责明确阐明客户需求并

维护项目的商业理由，以此最大限度提升项目群的商业价值。项目群产品负责人还负责管

理项目群产品待办列表。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会与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对接以确保项目群与项目组合的目标保持一致。

他/她还会参与到为单个项目指定产品负责人，并确保单个项目的愿景、目标、成果和发布

内容与项目群保持一致的过程中。 

 

该角色类似于产品负责人的角色，不同之处在于它满足的是项目群或业务部门的需求，而

非单个 Scrum 团队的需求。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应参阅产品负责人使用的角色指南中记述的 SBOK™ 指南部分，以及描述

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第 14 章内容。 

 

 

3.4.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负责制定项目组合层级的决策。他/她拥有最佳的视角，可以帮助企业

确定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才能够实现愿景。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的角色类似于项目群中的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的角色。他/她负责创建和整理项目组合产品待办列表，并驱动创建和整

理过程向前发展。 

 

该角色类似于产品负责人的角色，不同之处在于它满足的是项目组合或业务部门的需求，

而非单个 Scrum 团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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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应参阅产品负责人使用的角色指南中记述的 SBOK™ 指南部分，以及描

述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第 14 章内容。 
 

 

3.5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是 Scrum 团队的“仆人型领导”，作为团队的指导者和激励者缓和及促进团队

中的互动交流。Scrum Master 负责确保团队的工作环境中的生产效率，保护团队免遭外界影

响，排除任何阻碍，并确保 Scrum 原则、方面和流程得到遵守。 

 

表 3-2 概述了 Scrum Master 在多个 Scrum 流程中所担负的责任。 
 

流程 Scrum Master 的责任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 协助为项目确定相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协助 Scrum 团队更好地进行选择  

• 促进合作计划和团队建设计划的制定进程  

• 确保备用资源可用，以此确保项目能够顺利运作 

8.4 发展史诗（Epic(s)） • 促进史诗（Epic(s)）和角色的创建进程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协助产品负责人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并确立完成标准 

8.6 进行发布计划 
• 协调发布计划时间表的创建过程  

• 确定迭代时长 

9.1 建立用户故事 • 协助 Scrum 团队建立用户故事并确立验收标准 

9.2 估计用户故事 • 协助 Scrum 团队开会对用户故事进行评估 

9.3 提交用户故事 • 协助 Scrum 团队开会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 协助 Scrum 团队为下一个迭代创建任务清单 

9.5 估计任务 • 协助 Scrum 团队评估在迭代中完成议定任务所需的工作量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 协助 Scrum 团队制定迭代待办事项和迭代燃尽图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 为 Scrum 团队在迭代中生成议定的可交付成果提供支持  

• 协助更新 Scrumboard 和障碍日志 

10.2 进行每日立会 • 确保即时更新 Scrumboard 和障碍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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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协助进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 协助展示 Scrum 团队已完成的可交付成果以获得产品负责

人的认可 

11.2 回顾迭代 
• 确保 Scrum 团队能够在后续迭代中继续拥有理想的项目环

境 

12.2 回顾项目 
• 代表 Scrum 核心团队总结当前项目的经验教训（如有必

要） 
 

表 3-2：Scrum Master 在 Scrum 流程中的责任 

 

 

3.5.1 Chief Scrum Master 
 

大项目需要多个 Scrum 团队同时开展工作。从一个团队收集的信息可能需要以适当方式传

达给其他团队 — Chief Scrum Master 就负责这项工作。 

 

Chief Scrum Master 的角色对于确保 Scrum 团队间的顺畅合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同一个

项目工作的多个 Scrum 团队间的协调工作一般通过 Scrum of Scrums (SoS) 会议进行（请参阅

第 13.2.2.1 章节）。Scrum Master 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他们全部都是同事。区别仅在于 

Chief Scrum Master 在多团队层级工作，而 Scrum Master 则在单一团队层级工作。 

 

图 3-2 展示了 Scrum of Scrums (SoS) 会议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图 3-2：Scrum of Scrums 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 

  

1.上次会议后团

队都在做哪些

工作？ 

2.团队在下次会

议前要完成哪

些工作？ 

3.所面临的障碍

是什么，其他

团队是否能够

提供帮助？ 

4.团队做了哪些

可能影响到其他

团队的决策？ 

Scrum of 
Sc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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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任何团队间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相关方面在 Scrum of Scrums 会议后立即进行的对

话得到解决。Chief Scrum Master 将协助进行此类对话。 

 

Chief Scrum Master 可从大项目的 Scrum Master 中进行选择，也可以是其他人。对于规模非常

大的项目，建议为单个项目选择非  Scrum Master 的 Chief Scrum Master，因为 Chief Scrum 

Master 角色所需的工作量将使得 Chief Scrum Master 无法拥有充足时间来投身于与 Scrum 团队

进行的合作当中。无论是哪种情况，Chief Scrum Master 都应具备充足的 Scrum 专业知识，以

此促进合作并帮助和指导他人实施 Scrum，直到最终顺利交付项目成果。 

 

除了清除障碍并为 Scrum 团队确保有利的项目环境以外，Chief Scrum Master 还会与首席产品

负责人、其他 Scrum Master 和产品负责人合作开展活动，例如制定一个整个项目期间所有

团队通用的、所需要素和资源的列表。他/她会促进单一 Scrum 团队之上的所有层面的工作。 

 

Chief Scrum Master 还会与项目群 Scrum Master 对接以确保大项目与项目群的目标保持一致。 

 

Chief Scrum Master 应参阅 Scrum Master 使用的角色指南中记述的 SBOK™ 指南部分，以及描述

为大项目扩展 Scrum 的第 13 章内容。 

 
 

3.5.2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项目群 Scrum Master 是一名协调人，可确保为项目群中的所有项目团队提供一个有利于成

功完成项目的环境。项目群 Scrum Master 负责引导项目群所涉及的所有人员，为其提供便

利并向其传授 Scrum 常识技巧；为单一项目的 Scrum Master 提供指导；为不同项目团队清除

障碍；与 Scrum Guidance Body 进行协调以制定质量、政府法规、安全性及其他关键组织指

标的相关目标；同时确保整个项目群能够高效遵守 Scrum 流程。 

 

项目群 Scrum Master 会与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 对接以确保项目群与项目组合的目标保持一

致。他/她还会参与到为单个项目指定 Scrum Master，并确保项目群中的单个项目的愿景、

目标、成果和发布内容与项目群保持一致的过程中。 

 

该角色类似于 Scrum Master 的角色，不同之处在于它满足的是项目群或业务部门的需求，

而非单个 Scrum 团队的需求。 

 

项目群 Scrum Master 应参阅 Scrum Master 使用的角色指南中记述的 SBOK™ 指南部分，以及描

述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第 14 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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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该角色类似于 Scrum Master 的角色，不同之处在于它满足的是项目组合或业务部门的需求，

而非单个 Scrum 团队的需求。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 应参阅 Scrum Master 使用的角色指南中记述的 SBOK™ 指南部分，以及

描述为企业扩展 Scrum 的第 14 章内容。 

 

 

3.6 Scrum 团队 
 

Scrum 团队有时会被称为开发团队，因为他们负责开发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它包含一

组针对迭代待办事项中的用户故事进行工作、以此为项目生成可交付成果的人员。 

 

表 3-3 概述了 Scrum 团队在多个 Scrum 流程中所担负的责任。 

 

流程 Scrum 团队的责任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针对合作计划和团队建设计划的制定进程提供反馈 

8.4 发展史诗（Epic(s)） • 确保清晰了解史诗（Epic(s)）和角色 

8.5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了解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与其他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就迭代时长达成一致意见 

• 在细化后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针对新产品或现有产品的变

化寻求相关说明（如果有） 

9.1 建立用户故事 • 为产品负责人建立用户故事的过程提供反馈 

9.2 估计用户故事 • 对经过产品负责人认可的用户故事进行评估 

9.3 提交用户故事 • 提交需要在迭代中完成的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 根据议定的用户故事和依存关系制定任务列表 

9.5 估计任务 • 评估已确定的任务的工作量，并在必要时更新任务列表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 制定迭代待办事项和迭代燃尽图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 生成可交付成果 

• 确定风险并根据需要实施风险缓解行动措施 

• 更新障碍日志和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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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进行每日立会 

• 更新燃尽图、Scrumboard 和障碍日志 

• 讨论每名成员所面临的问题，并寻求激励团队斗志的解决方

案 

• 确认风险（如果有） 

• 在必要时提交修改请求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 参与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 向产品负责人展示已完成的可交付成果以获得其认可 

11.2 回顾迭代 
• 确认当前迭代的改进机会（如果有），并为下一个迭代针对

任何可执行的改进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12.2 回顾项目 • 参与回顾项目会议 

 

表 3-3：Scrum 团队在 Scrum 流程中的责任 

 

 

3.6.1 人员选择 
 

图 3-3 列出了 Scrum 核心角色应具备的特点。 
 

 
 

图 3-3：Scrum 核心角色应具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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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Scrum 团队的规模 
 

Scrum 团队需要具备开展项目工作所需的所有关键技能。团队还必须拥有高度的合作精神，

以此最大限度提升生产效率，并最大限度减少完成工作所需的协调任务量。 

 

Scrum 团队的最佳规模为六至十名成员 — 其大小可确保团队既具备充足的技能组合，同时

还能够轻松开展合作。由六到十名成员组成的团队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沟通和管理通常较

为容易，在此方面无需很大的工作量。然而，这种团队也存在一定劣势。一个主要劣势是

相比大团队，团队成员流失更容易对小团队造成较大影响，即使是一小段时期内的流失也

是如此。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团队成员可能需要学习自身的特定角色之外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然而，这样做可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具体还要取决于项目类型、行业以及组织

的规模。Scrum 团队最好能够储备备用人员替代任何需要离开团队的成员。 

 

 

3.7 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中的 Scrum 

 

3.7.1 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定义 
 

• 项目 — Scrum 项目是企业齐心协力创造新产品或新服务，或者生成项目愿景说明中

所定义的成果的过程。项目通常受时间、成本、范围、质量、人员和组织能力的影

响。项目团队的目标是生成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定义的可交付成果。 

 

• 项目群 — 项目群是一组相关项目的集合，目标是生成项目群愿景说明中定义的商业

成果。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包括该项目群中的所有项目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项目组合 — 项目组合是一组相关项目群的集合，目标是生成项目组合愿景说明中定

义的商业成果。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包括该项目组合中的所有项目群的优先项目

群待办列表。 

 

 

以下是不同行业和领域中的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示例： 

 

示例 1：建筑公司 

 

• 项目 — 建造一座房屋 

• 项目群 — 建造一片住宅小区 

• 项目组合 — 公司的所有住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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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航空航天组织 

 

• 项目 — 建造运载火箭 

• 项目群 — 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 项目组合 — 所有正在进行的人造卫星发射项目 

 

示例 3：信息技术 (IT) 公司 

 

• 项目 — 开发购物车模块 

• 项目群 — 开发全功能的电子商务网站 

• 项目组合 — 公司截至目前开发的所有网站 

 

图 3-4 展示了企业组织整体上如何使用 Scrum 开展项目组合、项目群或项目。 
 

 
 

图 3-4：在整个组织中针对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使用 Scrum 

Scrum 
Guidance 
Body 
 

• 制定质量、

政府法规、

安全性和其

他关键指标

的相关目标 

 

• 在必要时协

助 Scrum 团

队进行工作 

项目组合 
• 管理所有项目群和项目 

• 要完成的工作包含在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中 

• 每四到十二个月进行一次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会议 

项目群 
• 管理相关项目 

• 要完成的工作包含在项目群待办列表中 

• 每两到六个月进行一次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会议 

项目 
• 由各 Scrum 团队负责管理各自的项目 

• 项目可能拥有一个或多个 Scrum 团队 

• 要完成的工作包含在产品待办列表中 

• 工作通过持续一到六周的迭代完成 

• 进行 Scrum of Scrums (SoS) 会议对 Scrum 团队进行协调并帮助各团队进行沟通 

Scrum of 
Scrums 
(SoS) 

SCRUM 

团队 A 

SCRUM 

团队 B 

SCRUM 

团队 C 
SCRUM 

团队 D 

SCRUM 

团队 E 
SCRUM 

团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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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 与项目组合和项目群团队开展合作 

 

使用 Scrum 管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内的项目时，强烈建议用户遵从本文档所阐述的 Scrum 

一般原则进行管理。但我们同时也理解，为了适应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整体活动和相互依

存关系，工具集以及组织结构可能会需要进行细节上的调整。Scrum Guidance Body 存在的

意义是它有责任仔细检查企业组织的不同层级，以此了解和确定 Scrum 应用到企业组织内

的适当方式，并作为咨询机构为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中的每名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 

 

项目组合和项目群拥有各自不同的团队，也拥有各自不同的目标。项目群管理团队旨在实

现其自身职能，并完成有助于实现项目群具体目标的特定目标。与之相反，项目组合团队

需要平衡各项目群的目标，以此实现企业组织的整体战略目标。第 14 章将详细介绍为企业

扩展 Scrum 的相关内容。 

 

 

 

3.7.1.2 与项目组合和项目群团队之间的沟通的管理要求 
 

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中使用 Scrum 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不同团队之间的协调问题。如

果不加以细心管理，这一问题有可能会导致失败。用于沟通交流的工具需要进行扩展，才

有能够满足项目群或项目组合所涉及的众多团队的要求。每个 Scrum 团队都有必要解决内

部沟通问题，同时还有必要解决与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其他团队以及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外

部沟通问题。 

 

 

3.7.2 维持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 
 

Scrum 需要获得项目相关利益方的完全支持。维持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的责任在于产品负

责人。以下是为维持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并获取其支持而建议采取的行动措施： 

 

• 确保在项目中进行高效合作并维持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 

• 持续评估商业影响 

• 与相关利益方维持定期进行沟通交流 

• 对相关利益方的要求期望进行管理 

 

发起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相关利益方 — 发起人负责为项目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发起人

需要了解产品或服务的相关财务收益，相比单个任务来说通常更关心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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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提供资金的发起人需要明确了解以下问题： 

 

• 实施 Scrum 后能够获得的效益 

• Scrum 项目的目标交付期限和估算成本 

• Scrum 项目包含的总体风险以及缓解措施 

• 预期的发布日期和最终的可交付成果 

 

 

3.8 责任概览 
 

角色 责任 

Scrum 团队 
• 集体负责确保按照要求生成项目的可交付成果 

• 向产品负责人和 Scrum Master 保证所分配的工作正在按照计划进行 

产品负责人/首席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Chief Product 

Owner） 

• 制定项目最初的整体要求并启动项目 

• 协助为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角色指定适合的人员 

• 协助为项目的初始阶段和运作阶段始终确保财务资源 

• 确定产品愿景 

• 评估可行性并确保能够交付产品或服务 

• 确保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的透明度和明确性 

• 确定可推向市场的最低限度的发布内容 

• 确定迭代要完成的用户故事的验收标准 

• 检视可交付成果 

• 确定迭代的持续时间 

Scrum Master/Chief 

Scrum Master 

• 确保所有团队成员，包括产品负责人都能够以适当方式遵守 Scrum 流程 

• 确保产品或服务的开发已在顺畅进行，并确保 Scrum 团队成员拥有完成工作

所需的所有工具 

• 对发布计划会议进行监管并计划其他会议的时间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rogram Product 

Owner） 

• 确立项目群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顺序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 为项目群解决问题和协调会议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

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确立项目组合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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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 为项目组合解决问题和协调会议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客户、用户和发起人 

• 频繁与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对接，为其提供反馈并为生成

项目的可交付成果提供便利。 

Scrum Guidance 

Body 

• 为制定 Scrum 团队成员的角色说明提供整体指导方针和度量标准。 

• 在企业组织的不同层级为项目提供咨询服务 

• 针对 Scrum 项目了解并确立分组、角色和会议的适当级别 

 

表 3-4：企业组织的相关责任概览 

 

 

3.9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组织结构、角色定义以及相关责任是将 Scrum 与传统项目管理方法区分开来的一些主要方

面。 

 

在传统项目管理方法中，组织结构为上下级结构，项目的所有方面的权力均从上级下放至

下级（例如项目发起人将权力下放至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再将权力下放至团队成员）。传

统项目管理方法强调个人对于项目所承担的责任，而非集体应承担的责任。所下放的权力

一旦出现任何差错，都将被视为出现问题的信号，有可能会被升级至组织的较高层级进行

处理。项目经理通常负有成功推进项目完成的责任，他/她需要针对项目的各个方面做出决

定，包括启动、计划、评估、执行、监管和完成项目。 

 

Scrum 的着重点在于自组织和自我激励，在这种环境下团队将为成功推进项目完成主动担

负起更大的责任。这也会确保团队拥有认同感和集体责任感。这反过来也会为团队带来动

力，并由此优化团队效率。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将与相关利益方开展非

常紧密的合作，通过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和建立用户故事流程对

要求进行细化。这能够确保 Scrum 中不会出现孤立的计划。团队将利用在产品开发中积累

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计划、评估和执行项目作业时所需的投入进行评估。Scrum 核心团

队成员间的合作可确保项目在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环境中进行，由此促进增长和团队中的

和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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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流行的人力资源理论及其与 Scrum 的关系 

 

3.10.1 团队动力的塔克曼模型（Tuckman's Model） 

 

Scrum 的方式和方法最初看上去会非常不同，对于新的 Scrum 团队来说可能会难以掌握。

与其他任何新的团队一样，一个新的 Scrum 团队在首个 Scrum 项目中通常会通过一个四阶

段的过程进行发展。该过程称为团队动力的塔克曼模型（Tuckman，1965 年）。其主要概

念是团队必须经过四个阶段 — 形成、磨合、正规化和成熟 — 在此过程中解决问题和挑战、

找出解决方案、规划工作并交付成果才能够得以发展。 

 

模型的四个阶段如下： 

 

1. 形成 — 这经常是一个充满乐趣的阶段，因为所有一切都很新鲜，而且团队面对项目

尚未遇到任何困难体验。 

2. 磨合 — 在此阶段，团队开始尝试完成工作；然而，他们可能会 

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同时团队成员间经常会出现造成混乱或困扰的事情。 

3.正规化 — 团队在此阶段开始迈向成熟，理顺内部关系，并找出共同工作的解决办法。

这被视为一个调整期。 

4. 成熟 — 在此阶段，团队拥有最高的凝聚力，并能够展现出最高的业务水准。成员已

形成一个由专业伙伴构成的、能够持续产出成果的高效团队。 
 

 
 

图 3-5：团队发展的塔克曼阶段（Tuckman’s Stages） 

  

成熟 

正规化 

磨合 

形成 

持续高效产出成果 

团队共同工作 

成员间出现造成困扰和混乱的

状况 

每个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责任尚不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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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 
 

应用 Scrum 架构的企业组织倡导为员工实现一个开放、畅所欲言的环境。Scrum 团队成员

间的冲突通常都会得到单独解决，很少需要或不需要管理层或 Scrum 团队外的其他人员介

入。 

 

如果冲突能够促使团队开展讨论和辩论，对于团队也是一种有益的结果，因为这通常能够

为项目和每个团队成员带来收获。因此，团队需要提倡积极解决冲突，为团队成员实现一

个能够畅所欲言的开放环境，能够针对成员彼此和项目表达观点和疑虑，并最终就每个迭

代期间要生成的成果和工作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团队成员可使用冲突管理方法来管理 Scrum 项目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冲突。冲突的缘由会主

要随着时间表、优先顺序、资源、报告层级、技术问题、程序步骤、成员个性和成本而不

断发生变化。 

 

 

3.10.3 冲突管理方法 
 

在应用 Scrum 的企业组织中进行冲突管理通常有四种方法： 

 

1. 赢-赢 

2. 输-赢 

3. 输-输 

4. 赢-输 

 
 

3.10.3.1 赢-赢 

 

团队成员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是以合作态度直面问题，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解决所有争

论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该方法称为赢-赢（双赢）。实施 Scrum 的企业组织应倡导这样一

种环境，员工能够自由地公开讨论和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达成赢-赢（双赢）的效果。 

 

 

3.10.3.2 输-赢 

 

一些团队成员有时可能会感觉他人没有认可或尊重自身做出的贡献，或者是他们没有受到

公平对待。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团队成员消极对待项目并囫囵吞枣地接受所有指示，即使他

们并不认同这些指示。该方法称为输-赢。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团队中的成员（包括管理者）

动用威权或以命令式口吻发布指令时，以及/或者并未公平对待所有团队成员时。该方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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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 Scrum 项目中所期望的冲突管理方法，因为每名团队成员的积极投入是成功完成每个

迭代的必要条件。Scrum Master 应鼓励任何看似消极对待冲突状况的团队成员参与到解决冲

突的过程中来。例如，所有团队成员都需要在每日立会上面发言并做出贡献，由此将任何

问题或障碍公开化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3.10.3.3 输-输 

 

在存在冲突的状况下，团队成员可能会试图谈判或找出仅达成部分一致意见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暂时能够满足争论各方需求的措施。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 Scrum 团队的团队成员试

图通过谈判以次优的解决方案解决问题时。该方法通常包含一些能够满足团队各成员需求

的“交易” — 而非试图解决实际问题。这通常会导致一个整体上的输-输（双输）结局，

无论是对于相关个人还是项目本身来说均是如此。Scrum 团队应谨慎解决冲突，确保团队

成员不会形成一种输-输（双输）心态。团队应通过 Scrum 每日立会和其他 Scrum 会议确保

实际问题通过互动讨论得到解决。 

 

3.10.3.4 赢-输 

 

有时 Scrum Master 或其他有影响力的团队成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名事实上的领导者或管

理者，并试图将其观点强加给他人而忽略他人的观点。该冲突管理方法往往会表现出一种

竞争关系，通常会导致一种赢-输结局。在进行 Scrum 项目的过程中并不推荐该方法，因为 

Scrum 团队本质上是一种自组织和自我授权的团队，任何人对于其他团队成员都没有真正

的权威可言。尽管 Scrum 团队可能包含经验和专业知识各有千秋的人员，但每名成员都会

得到公平对待，没有人有权力成为主要的决策者。 

 

 

3.10.4 领导风格 
 

领导风格根据企业组织、情况甚至是 Scrum 项目的具体成员和目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

些常见的领导风格如下： 
 

 

• 仆人型领导 — 仆人型领导（Servant Leader）拥有倾听他人心声、与他人产生共鸣、

奉献以及敏锐的洞察力等特质，同时将权力和权威分享给团队成员。仆人型领导是

一种通过专注于团队需求来获得成果的管理员的角色。这种风格是 Scrum Master 角

色的化身。 

• 委派型领导者 — 委派型领导者（Delegating Leader）会参与到大部分的决策中；然而

他们会将一些计划和决策责任委派给团队成员，尤其是在团队成员有能力处理所分

配的任务时。这种领导风格适用于领导者与项目的具体细节保持协调一致，并且时

间有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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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的领导者 — 专制的领导者（Autocratic Leader）会独自制定决策，在进行决策前

几乎不允许团队成员进行参与或讨论。这种领导方式仅可用于极少数情况下。 

• 指导型领导者 — 指导型领导者（Directing Leader）会针对需要进行哪些任务、进行

任务的时间和方式等方面为团队成员提供指导。 

• 自由主义领导者 — 在这种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领导风格的领导下，团队大部分

时间都不会受到监管，而领导者不会干扰到他们的日常工作活动。这种风格往往会

导致一种无序状态。 

• 教导型/支持型领导者 — 教导型和支持型领导者（Coaching/Supportive Leader）会提供

说明，然后会在出现不确定问题的时候通过倾听、协助、倡导和提出积极的观点来

支持和监管团队成员。 

• 任务型领导 — 任务型领导（Task-oriented Leader）会推动任务按照设定期限完成。 

• 坚定果敢的领导者 — 坚定果敢的领导者（Assertive Leader）会面对问题并展示自

信，以此树立威信并收获他人尊重。 

 

3.10.4.1 仆人型领导 

 

Scrum 项目首选的领导风格就是仆人型领导。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 Robert K. Greenleaf 题为作

为仆人的领导者（The Servant as Leader）的论文中。以下内容节选自他对于该概念的说明： 

 

仆人型领导首先是一名仆人„这源自于一种一个人想要服务于他人、首先就会想到

服务于他人的自然而然的感觉。随后这个人会有意识地选择追求成为领导。这个人

与首先认为自己是领导者的人会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是源于一种对不同寻常的权力

欲望或物质占有欲望进行抑制的需要„领导欲望优先和服务欲望优先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类型。作为无穷变化的人性中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无尽的阴影和混合交织的

色彩„。 

 

这种区别体现在服务优先的领导者会关心他人，确保他人最高优先级的需求能够得

到满足。能够最好地验证这一点，同时也难以进行管理的是：服务于他人的人是否

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接受服务的人是否会更加健康、聪明、自由、自主，自己是

否也更有可能成为服务者？同时，这对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何种影响？他们是否

会因此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变得更加贫困？(Greenleaf 1970, 6) 

 

通过对 Greenleaf 的著作进行详尽阐述，Larry Spears 确定了每一名高效的仆人型领导都应具

备的十大特点： 

 

 

1. 倾听他人心声 — 仆人型领导应专心倾听和感受他人的话语，或者是他人未能说出

口的话语。他们能够接触到倾诉者内心的声音，由此理解他人并换位思考他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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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他人产生共鸣 — 优秀的仆人型领导会接受和认可每个人的特殊和独一无二的技

能和能力。他们会认为员工拥有良好的意愿并接受员工自身的一切，即使他们存在

一些行为或业绩上的问题。 

 

3. 安抚 — 仆人型领导能够对某人进行安抚并缓和此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动机和潜能

是仆人型领导的一个显著特点。仆人型领导会感知到正在经历情感痛苦的同事，并

抓住机会为其提供帮助。 
 

4. 认知 — 认知尤其是自我认知是仆人型领导的一个特点。这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

和整合与道德、权力和价值观相关的问题。 
 

 

5. 说服 — 仆人型领导在获取团队认同和进行决策时将采取说服的方式，而非利用所在

职位的权力强制推行。相比某些强迫他人服从、对他人进行压制的典型的权力主义

管理风格，仆人型领导总是会尝试说服他人。 
 

 

6. 概念化 — 以更广阔的概念化及远见卓识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问题（企业组织中），

而非仅仅着眼于眼前的短期目标的能力是仆人型领导的一种独特能力。 
 

 

7. 深谋远虑 — 仆人型领导的敏锐直觉将有助于他们使用和应用过往和当前现实的经验

教训来预见当前情况和决策的后果。 
 

 

8. 管事精神 — 管事精神要求仆人型领导全心投入到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仆人型领导相

比控制更喜欢说服他人，以此确保获得企业组织内的他人的信任。 
 

 

9. 投入到他人的成长过程中 — 仆人型领导会深入参与到企业组织内的他人的成长过

程中。他们会担负起促进他人的个人成长、职业成长和心灵成长的过程中（例如，

为个人和职业发展提供资源，鼓励员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10. 构建社群 — 仆人型领导乐于在工作环境中构建社群，尤其是在小型社群转化为能够

塑造和控制人类生活的大型机构的社会大背景下。 
 

 

Scrum 需要 Scrum 项目的所有领导（包括 Scrum Master 和产品负责人）都成为拥有上述特点

的仆人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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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理论 
 

马斯洛（Maslow，1943 年）提出了一种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不同人群拥有不同的需求层次。

人们的需求通常由生理需求开始，随后不断升级至更高的需求层次。 

 

 
 

图 3-6：马斯洛的需求层次（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理论 

 

 

为了获得成功，Scrum 团队需要拥有已达到尊重或自我实现级别的核心和非核心团队成员。

作为 Scrum 核心原则之一的自组织团队的概念要求团队成员能够实现自我激励，参与到完

成项目目标的过程中并为此全力做出贡献。 

 

作为领导者，Scrum Master 需要了解团队中的每个人都符合上述金字塔的哪些层级。明确该

问题将有助于确定对每个人进行激励的最佳方式。 

 

此外，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在需求层次的各个层级间上下沉浮，这取决于他们自身是否拥有

攀升至更高层次的动力和奋斗精神，有时也会取决于一些无法控制的、将其推向更低层次

的因素。Scrum Master 的目标是与团队中的个人合作提升其技能和知识水平，并帮助他们攀

升至更高的需求层次。这种支持有助于形成一个由满怀动力的个人、以及对于项目和企业

组织整体具有突出贡献的人所构成的团队。 
  

自我实现 

尊重 

热爱/归属感 

安全 

生理 

尽全力做到最好，完全发挥潜能，自我发展，创造力 

自我尊重，名望，获得他人尊重，重视和自信 

热爱，归属感，凝聚力，认可，团队成员关系 

经济上的安全感，远离危害、疾病和暴力 

食品，水，衣物，住所，睡眠，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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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 X 理论和 Y 理论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1960 年）提出了两个管理理论： 
 

• X 理论 — X 理论的领导者认为员工天生就没有工作动力，只要有可能就会逃避工作，

因此会实行权力主义的管理风格。 
 

 

• Y 理论 — 另一方面，Y 理论的领导者认为员工会进行自我激励并寻求肩负更重要的

责任。Y 理论是一种参与程度更高的管理风格。 

 

Scrum 项目在 Scrum Master 或产品负责人的角色为 X 理论领导者的企业组织中不太可能取得

成功。Scrum 项目中的所有领导者都应是 Y 理论领导者，他们能够将每个人都视为重要财

产，努力开发团队成员的技能并提升团队成员的能力，同时对于团队为实现项目目标所完

成的工作做出肯定评价。 

 

 



 

 

 

 

 



4 – 商业理由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65 
 

4 

4. 商业理由 
 
 

4.1 入门简介 
 

本章的目的在于了解与 Scrum 项目相关的商业理由的概念和目的。企业组织有必要在开始

任何项目前以适当方式对商业理由执行一次评估，并创建可行的项目愿景说明。这能够帮

助核心决策者了解商业需求，确定是否进行修改或者创造新产品或服务，并了解推动项目

前进的理由。这还可以帮助产品负责人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并确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

利益方的商业期望。 

 

按照 A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中的定义，商业理由的概念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成果”一词可以指产品、服务或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用至

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团队

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4.2 角色指南 — 该部分介绍了哪些部分是与各种 Scrum 核心角色：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相关联的部分。 

 

4.3 价值驱动的交付 — 该部分描述了商业价值的概念及其对于所有项目的重要性。它还提

供了各类人员，包括产品负责人在实现商业价值的过程中所肩负的责任的相关信息。 

 

4.4 商业理由的重要性 — 该部分详细讲述了商业理由的重要性、决定因素以及在整个项目

过程中维持和验证商业理由的方法。 

 

4.5 商业理由评估方法 — 该部分详细描述了如何使用各种工具对商业理由进行评估和验证。 

 

4.6 持续价值证明 — 该部分详细描述了持续价值证明的重要性，并扩展说明了实现该证明

的方法。 

 

4.7 确认实现效益 — 该部分描述了如何实现项目的整体效益。 

 

4.8 责任概览 — 该部分确立了项目团队成员根据自身角色要为商业理由承担的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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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 该部分着重说明了 Scrum 方法与传统项目管理模式相比能够

带来的商业效益。 

 

 

4.2 角色指南 
 

1. 产品负责人 — 商业理由主要由产品负责人负责执行；因此，该角色最需要熟悉本章

的全部内容。 

 

2. Scrum Master — Scrum Master 应该熟读本章全部内容，将主要关注点放在 4.3、4.4、

4.6、4.7 和 4.8 章节。 

 

3. Scrum 团队 — Scrum 团队应主要关注 4.3、4.7 和 4.8 章节。 

 
 

4.3 价值驱动的交付 
 

项目即一个协作企业创建新产品或服务，或交付项目愿景说明中明确的成果。项目通常会

受到时间制约、成本、范围、质量、人员和组织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项目所生成的

成果通常需要能够创造出某些形式的商业或服务价值。 

 

由于价值对于任何企业组织来说都是推动项目前进的主要原因，价值驱动的交付必须成为

主要的关注点。交付价值在 Scrum 架构中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Scrum 能够促成在项目

非常早期的阶段交付价值，并在整个项目周期内持续交付价值。 

 

任何项目的关键特征之一都是结果或成果的不确定性。无论项目的大小或复杂程度如何，

都无法保证项目在完成时一定会收获成功。考虑到这一获得成功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开始

尝试尽可能提早交付项目成果。这一提早交付成果和价值的行为能够创造再投资的机会，

并向感兴趣的相关利益方证明项目的价值。 

 

为了进行价值驱动的交付，项目参与者有必要： 

 
1. 了解对于客户和用户来说哪些成果附加价值较高，并将价值较高的要求优先排列在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顶部。 

 

2. 减少不确定性并持续对形成后可能会导致价值降低的风险加以处理。同时还要与项

目相关利益方紧密合作，在每个迭代结束时为其展示产品增量，并对修改变化进行

高效管理。 

 

3. 根据确定的优先顺序，通过在每个迭代期间生产出可交付的产品增量生成可交付成

果，从而帮助客户在项目早期阶段就开始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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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驱动的交付这一概念使得 Scrum 架构对于商业相关利益方和高级管理层非常具有吸引

力。该概念与传统项目管理模式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区别在于在传统项目管理模式中： 

1. 要求并不以商业价值排定优先顺序。 

2. 在项目启动后难以提出修改请求，只有通过耗时耗力的修改变化管理流程才能够得

以实现。 

3. 价值仅在项目已结束且最终产品或服务已完成交付后才能够得以实现。 

 

 

 

图 4-1 展示了 Scrum 中的价值驱动的交付与传统项目的对比结果。 

 

 

 
图 4-1：Scrum 与传统项目的价值实现过程对比 

  

Scrum 项目中的价值驱动的交付 

传统项目 

1.根据交付给客户

和用户的商业价

值排定要求的优

先顺序 

2.允许相关利益方

在每个迭代后重

新进行优先排

序，以此更好地

对风险和修改变

化进行管理 

3.在每个迭代结束

时生成可交付的

产品增量，以此

快速实现价值 

1.不会根据商业价

值对要求进行优

先排序 

2.整个项目使用固

定要求；难以对

其定期进行修改 

3.价值在项目结束

后实现；不会生

成增量可交付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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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产品负责人对于商业理由要担负的责任 
 

在企业组织内对项目的商业价值进行优先排序、并实现商业价值的责任主要在于产品负责

人。相应地，对于项目群和项目组合，该责任主要在于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和项目组合产品

负责人。他们的角色是代表客户和/或发起人高效参与项目活动。商业价值的评估和评测的

指导方针通常由 Scrum Guidance Body 制定。 

 

图 4-2 展示了各层级为商业理由所担负的责任。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

（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为项目组合实现价值 

• 为项目组合创建商业理由 

• 为项目群提供价值指导 

• 批准项目群的商业理由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rogram Product 

Owner） 

• 为项目群实现价值 

• 为项目群创建商业理由 

• 为项目提供价值指导 

• 批准项目的商业理由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 为项目实现价值 

• 为项目创建商业理由 

• 与相关利益方确认效益的实现结果 

 

图 4-2：各层级为商业理由所担负的责任 

 

 

4.3.2 其他 Scrum 角色对于商业理由要担负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商业理由主要由产品负责人负责，但为 Scrum 项目工作的其他人

员也同样会做出以下重大贡献： 

 

1. 发起人会为项目提供资金，并持续对项目进行监控以确认效益的实现结果。 

 

2. 客户和用户会参与到要求的优先排序列表、以及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的

制定过程中，在每个迭代或发布结束后评审可交付成果，并确认效益已得到实现。 

 

3. Scrum Guidance Body 可提供商业理由评估方法的相关指南和建议，并确认效益的实

现结果等等。此类指南和建议随后可供 Scrum 核心团队和相关利益方进行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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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rum Master 可促使项目的可交付成果顺利生成；对于进行每日立会、回顾迭代和

其他 Scrum 流程期间的风险、修改变化和障碍进行管理。Scrum Master 负责与 Scrum 

团队进行协调以生成可交付成果，并与产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方进行协调，以

确保项目效益得以实现。 

 

5. Scrum 团队致力创建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并为所有相关利益方和项目创造并实现价

值。Scrum 团队也会参与到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建立用户

故事、评估用户故事、提交用户故事和相关流程中，其中会制定商业要求并为其排

定优先顺序。Scrum 团队还会在迭代回顾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面协助确定风险，并提

交修改请求以进行改进。 

 

 

4.4 商业理由的重要性 
 

商业理由阐述了进行某个项目的原因。回答了“为什么需要这个项目？”这一问题,可促进

落实所有项目相关决策。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在项目的初期阶段进行重大支出或投资前评

估项目的可行性和可达性，还要为在整个项目周期期间继续维持商业理由而对其进行验证。

如果发现项目不可行则应将其终止；该决定应提交至相关利益方和高级管理层。在项目伊

始阶段、整个项目期间预先设定的时刻，以及威胁到项目可行性的主要问题或风险出现的

任何时刻，都必须对项目的商业理由进行评估。 

 

 

4.4.1 用于确定商业理由的因素 

 

产品负责人在确定项目的商业理由时必须要考虑多种因素。以下是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1. 项目原因 

 

项目原因包括所有赋予项目必要性的因素，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经过选择还是未

经过选择（例如满足现有和预期需求的产能不够充足，客户满意度下降，利润率低，

法律要求等等）。 

 

 

2. 商业需求 

 

如项目愿景说明所述，商业需求是项目预期实现的商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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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包括产品、服务或成果中所有可评测的改进结果，这些改进结果可通过成

功完成项目而得以实现。 

 

4.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涵盖次优的商业选择或者是为了当前项目而放弃的项目。 

 

5. 主要风险 

 

风险包括任何不确定或未规划的活动，可能会对项目的可行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产

生影响。 

 

6. 项目时间表（Project Timescales） 

 

时间表反映了项目的长度或持续时间，以及实现效益所需的时长。 

 

7. 项目成本 

 

项目成本包括为项目进行的投资以及其他开发成本。 

 
 

4.4.2 商业理由和项目周期 
 

商业理由在项目启动前将首先得到评估，并将在整个项目周期期间持续得到验证。以下步

骤描述了商业理由的确定方式： 

 

1. 评估和展示商业案例 

 

项目的商业理由通常由产品负责人负责进行分析和确认。它将在启动阶段前以项目

商业案例的形式形成文档并进行展示，其中会考虑到第 4.4.1 节详细说明的各种因素。

在形成文档后，产品负责人将创建一个项目愿景说明，并获取企业组织的主要决策

者对于项目愿景说明的认可。一般来说，这其中包含高管人员和/或某些形式的项目

或项目群的管理层人员。 

 

2. 持续价值证明 

 

在决策者认可项目愿景说明后，它将进行基线化并由此形成商业理由。商业理由将

通过项目执行过程得以验证，通常是以预先设定的间隔或里程碑节点进行验证，例

如在项目组合、项目群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期间，以及当威胁到项目可行

性的主要问题和风险得到确定之时。这可能发生在多个 Scrum 流程中，包括进行每



4 – 商业理由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71 
 

4 

日立会和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在整个项目期间，产品负责人都应确保项目愿景

说明中的商业理由根据相关项目信息得以更新，以此确保主要决策者能够继续做出

明智的决策。 
 

 

3. 确认实现效益 

 

产品负责人确认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以及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完成时为

企业组织实现效益。Scrum 项目通过展示并验证迭代、回顾迭代、交付可交付成果

以及回顾迭代流程来实现效益。 

 

图 4-3 概述了确定商业理由的步骤。 

 

 
 

图 4-3：商业理由和项目周期 

  

评估和展示商业案例 

• 在创建项目愿景、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

产品待办列表和进行发布计划流程期间进行 

• 项目由产品负责人负责进行分析 

确认实现效益 

• 在展示并验证迭代可交付成果、交付可交付
成果和回顾项目流程期间进行 

• 实现项目后效益的责任将形成文档并转移至

项目管理团队 

持续价值证明 

• 在生成可交付成果、进行每日立会和整理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进行 

• 产品负责人负责随时更新商业理由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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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商业理由评估方法 
 

以下章节讲述了一些用于评估和评价商业理由的工具，以及其他一些与项目理由和项目选

择相关的方面。为每个项目使用所有可用的方法的行为没有必要，也并不推荐。一些方法

并不适用于特定项目，评估方法可用于单独评估项目，或用于比较多个项目的预期价值。 

 

Scrum Guidance Body (SGB) 可以是负责企业组织标准和程序的一组专家，也可以是一系列相

关文档，负责制定用于评估商业价值的指导方针和度量标准。而每名产品负责人都需要负

责各自开展活动，以此来确认和跟踪其各自负责的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商业价值。 

 

 

4.5.1 项目价值估计 
 

商业项目所提供的价值可通过各种方法进行估算，例如投资回报率（ROI）、净现值法

（Net Present Value（NPV））和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 

 

1. 投资回报率（ROI） 

 

投资回报率（ROI）用于项目理由时可评估项目能够获得的预期净收益。它的计算方

式为从预期收益中扣除项目的预期成本或投资额，然后用该值（净利润）除以预期

成本，以此计算出回报率。ROI 的计算过程也会考虑通货膨胀和借款利率等其他因

素。 

 

ROI 公式： 

 

ROI = (项目收益 - 项目成本) / 项目成本 
 

示例：对于花费 $125,000 开发的项目，预期财务收益预计为 $300,000，其 ROI 的计

算方式如下： 

 

ROI = ($300,000 - $125,000) / $125,000 = 1.4 

 

因此，ROI 是投资额的 1.4 倍（或者说 140%）。 

 

频繁的产品或服务增量是 Scrum 实现在早期阶段验证 ROI 的一个关键基础要素。这

有助于对持续价值证明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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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净现值法（Net Present Value（NPV）） 
 

净现值法（NPV）会假设通货膨胀率或折现率，以便确定未来财务收益的现值。换

言之，NPV 是一个项目的预期总收入或收益减去项目的预期总成本的过程，其中会

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示例：在将 NPV 用作选择标准的情况下，以下两个项目的哪一个更值得选择？ 

 

• 项目 A 的 NPV 为 $1,500，将在 5 年后完成。 

• 项目 B 的 NPV 为 $1,000，将在 1 年后完成。 

 

解答：项目 A，因为其 NPV 更高；项目 B 相比项目 A 用时较短的因素在此不做考

量，因为时间已计算到 NPV 的计算过程中（这即是说，计算过程中考虑的是当前

价值而非未来价值）。 

 

 

3. 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 

 

内部收益率（IRR）是一种投资额的贴现率，其中现金流入的当前价值与现金流出的

当前价值相等，借此可以评估项目的回报率。比较不同项目时，IRR 更高的项目通

常会更好。 

 

虽然 IRR 并不像其他一些方法（例如 NPV）一样常用于制定项目理由，但它仍是一

个需要了解的重要概念。 

 

示例：根据 IRR 结果，哪个项目更加具有价值？ 

 

• 项目 A，IRR 为 15%，将在 5 年后完成。 

• 项目 B，IRR 为 10%，将在 1 年后完成。 

 

解答：项目 A，因为其 IRR 更高；项目 B 相比项目 A 用时较短的因素在此不做考

量，因为时间已考虑到 IRR 的计算过程中（这即是说，类似于 NPV，确定 IRR 时使

用的是当前价值而非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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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价值计划（Planning for Value） 
 

在制定项目理由和确认项目价值后，产品负责人在对项目进行计划时应考虑企业组织政策、

程序步骤、模板以及 Scrum Guidance Body（或类似的企业组织项目委员会或办公室）规定

的一般标准；同时还应最大限度推进价值驱动的交付过程。确定创造价值的方法的责任在

于相关利益方（发起人、客户和/或用户），而  Scrum 团队则将专注于要开发的内容。

Scrum Guidance Body 推荐的一些常用工具包括以下几种： 

 

1. 价值流程图（Value Stream Mapping） 

 

价值流程图使用流程图的方式来展示完成某个流程所需的信息流。这种方法有助于

确定无附加价值的要素，因此它可用于简化流程。 

 

2. 基于客户价值的优先排序 

 

基于客户价值的优先排序将客户置于首位，并力图首先实施价值最高的用户故事。

此类已确认价值较高的用户故事将移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顶部。 

 

团队可使用各式各样的优先排序计划来确定价值较高的功能。 

 

a. 简单计划（Simple Schemes） 

 

简单计划的方式为将项目标记为优先级“1”、“2”、“3”或“高”、“中”

和“低”等。尽管这一计划简单明了，但是相关方倾向于将所有内容都标记

为优先级“ 1”或“高”，这可能会导致问题发生。即使是“高”、“中”、

“低”的优先排序计划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b. MoSCoW 优先排序（MoSCoW Prioritization） 

 

MoSCoW 优先排序方案取自“Must have”、“Should have”、“Could have”和

“Won’t have”首字母（即“必须拥有”、“应该拥有”、“可以拥有”和

“将不会拥有”）。这种优先排序方式通常比简单的方案更有效。这些标签

按照优先次序降序排列，“必须拥有”功能代表决定产品是否有价值的不可

或缺功能，而“将不会拥有”用户故事则代表有则更佳但是不必要的功能。 

 

c. 虚拟货币游戏（Monopoly Money） 

 

该方法会给予客户等同于项目预算金额的“虚拟货币游戏”或“伪货币”，

并要求他们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将其分配到用户故事中。凭借这种方式，客户

可根据他们想要为每个用户故事支付的金额排定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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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 
 

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由迪恩·兰芬维奥（Dean Leffingwell）和

唐·威德里格（Don Widrig）制定（2003 年）。它会为客户提供 100 分的分数，

客户可用其选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功能。 
 

e. 卡诺分析（Kano Analysis） 
 

卡诺分析的开发者为 Noriaki Kano（1984 年），可根据客户喜好将功能或要求

分为四个类别： 
 

1. 令人激动/愉悦：新功能或者是对于客户有较高价值的功能 
 

2. 令人满意：可为客户提供价值的功能 
 

3. 无法令人满意：此类功能如果不存在，产品有可能会引起客户的反

感，而如果存在也不会对满意度产生影响 
 

4. 无感：无法以任何方式对客户产生影响的功能，应将其去除 
 

图 4-4 展现了卡诺分析的示意图。 
 

 
 

图 4-4：卡诺分析（Kano Analysis） 

 

有趣的是，功能在分类列表中的位置通常会随着时间流逝不断下降；客户将

会期待一些功能（例如手机上面的摄像头），而这些功能将从令人激动/愉悦

的层级下降为令人满意的层级，最终下降为无法令人满意的层级。 

满意 

无需实现 需要完美实现 

不满意 

无感 

不满意型 

满意型 

令人激动/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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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相对优先排序（Relative Prioritization Ranking） 
 

以优先级排列用户故事的一目了然的列表是一种高效的方式，能够为每个迭代或者是产品

或服务的发布需求确定所需的用户故事。其目标是创建一个以排定功能优先顺序为目的的

一目了然的列表，而非将精力投在多种不同的优先排序计划中。 

 

这种一目了然的列表还为在必要情况下加入修改变化和已确认的风险提供了基础。每个修

改变化或已确认的风险都可以根据其相比列表中的其他用户故事的优先级别插入到列表当

中。一般来说，新的修改变化加入后将取代优先级别较低的功能。 

 

确定最小可市场化功能（MMF）在此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推动首个版本或

首个迭代尽早启动，并带来 ROI 的增长。通常来说，这些用户故事将拥有最高的优先级别。 

 

 

4.5.4 故事地图（Story Mapping） 
 

这是一种能够让人一览产品外观和关键组件的方法。故事地图的概念由 Jeff Patton 首先提出

（2005 年），通常用于展示产品路线图。 

 

故事地图描述了产品开发迭代顺序，并筹划将要纳入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和后续版本

的功能。 

 

 

4.6 持续价值证明 
 

商业价值应定期得到评估，以此确定项目的执行理由或可行性是否还继续存在。针对所创

造的商业价值对项目投资经常性地进行评估，将能够证明项目继续拥有可行性。项目的期

望要求可能会经常发生变化，这会对项目投资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产生影响。Scrum 的一个

关键方面是它能够针对快速变化的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危机迅速进行调整。对于用户要求不

够明确的项目，以及非常有可能频繁发生变化的项目，Scrum 相比其他开发模式拥有数不

胜数的优势。 

 

对交付价值的比率进行监控是对于 Scrum 项目的一项重要要求。定期跟踪和报告所创造出

的价值的状况有助于对项目状态进行评估，并为客户和其他相关利益方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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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 

 

虽然棒形图和甘特图等工具也十分常用，但它们在跟踪和报告项目业绩表现方面均受到了

一定限制。挣值分析（EVA）则是一种适用于此种目的的工具。 

 

EVA 可对比计划业绩分析给定时点上的项目实际业绩表现。为了实现高效的跟踪方法，需

要十分准确地制定最初的项目基准计划。EVA 经常使用图形和其他视觉元素（例如 S 曲线）

作为展现项目状态信息的方法。 

 

挣值分析能够衡量项目的时间表和成本效益的当前差异，并根据已确定的当前业绩表现来

预测最终成本。EVA 通常在每个迭代结束时，在迭代待办事项中的用户故事完成后进行。 

 

表 4-1 概括了挣值分析中所使用的公式。 

 

术语定义 缩写 公式 

计划值 PV  

挣值 EV  

实际成本 AC  

完工预算 BAC  

进度差异 SV EV - PV 

成本差异 CV EV - AC 

进度绩效指数 SPI EV / PV 

成本绩效指数 CPI EV / AC 

完成比例 % 已完成 (EV / BAC) x 100 

完成时的估算 

1. 估算假定结果无效 

2. 当前差异为非典型差异 

3. 当前差异为典型差异 

EAC 

 

1. AC + ETC 

2. AC + BAC - EV 

3. BAC / CPI 

到完成时的估算 ETC EAC - AC 

完成时的差异 VAC BAC - EAC 

 
表 4-1：挣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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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假定需要开发一个拥有 4,000 个网页的网站 — 我们假定每个网页的完成时间相等，

同时每个网页都是一个独特的用户故事，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拥有相同的优先级别。完

成项目的估算成本为 $400,000，项目时限为 12 个月。6 个月过后，成本已花费掉 $300,000，

而已完成的工作为 1,000 个网页。 

 

我们拥有哪些条件？ 

• 完工预算（BAC） = $400,000（项目的成本基线） 

• 计划值（PV） = $200,000（因为我们计算完成 2,000 个网页） 

• 挣值（EV） = $100,000（已完成的 1,000 个网页的价值） 

• 实际成本（AC） = $300,000（已花费掉的成本） 

 

数据的 S 曲线如下： 

 

 
 

公式如下： 

• 进度差异（SV） = EV - PV = $100,000 - $200,000 = - $100,000 

• 成本差异（CV） = EV - AC = $100,000 - $300,000 = - $200,000 

o 项目中出现的负值差异表示我们已落后进度并且已超出预算。 

• 进度绩效指数（SPI） = EV / PV = $100,000 / $200,000 = 0.5 

o SPI < 1 表示截止目前已完成的工作仅仅是计划要在 6 个月内完成的工作的 

50%。 

• 成本绩效指数（CPI） = EV / AC = $100,000 / $300,000 = 0.33 

o CPI < 1 表示与所花费的成本金额相对应的已完成工作量仅仅为 33%。 

• 已完成的工作比例 = EV / BAC x 100 = $100,000 / $400,000 x 100 = 25% 

o 因此，该时点上已完成的项目工作量为 25%。 

 
  

$ 400,000 

$ 300,000 

$ 200,000 

$ 100,000 

完工预算

（BAC） 

成本差异 

进度差异 

计划值

（PV） 

实际成本

（AC） 

挣值（EV） 

6 个月 12 个月 

成本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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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累积流程图（CFD） 

 

累积流程图（CFD）是报告和跟踪项目绩效的有效工具。它提供了特定时间点下项目进度

的简单、直观表现，通常用于展示整体项目的宏观状态，而不是为独立的迭代进行每日更

新。 

 

图 4-5 展示了一个大项目的 CFD 示例。它展示了待生成、正在生成和已生成的用户故事的

数量。随着客户要求发生变化，要交付的累积用户故事也会相应发生修改变化。修改变化

点 1 和 2 是产品负责人从风险经过调整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移除了现有用户故事的点，

而修改变化点 3 和 4 则是产品负责人在风险经过调整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添加了新的用

户故事的点。 

 

此类图表是一种有助于确定流程中的障碍和瓶颈的非常实用的工具。例如，如果图表显示

一个波段随时间流逝变窄而之前的波段变宽，则项目可能已经遇到瓶颈，需要进行变化才

能提升效率和/或改善项目的业绩表现。 
 

 
 

图 4-5：累积流程图（CFD）示例 

  

修改变化 1 修改变化 2 修改变化 3 修改变化 4 

迭代 

待创建 正在创建 已创建 

用
户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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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确认实现效益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都有必要确认项目是否正在实现效益。无论 Scrum 项目的成果为可见成

果还是不可见成果，都需要通过适当的验证方法来确认团队正在生成的可交付成果将会实

现效益，并实现项目伊始阶段所确定的价值。 

 

 

 

4.7.1 样品、模拟和展示 
 

 

向客户展示样品并模拟其功能是确认价值时的常用方法。 

 

在亲自使用过功能或者观看过功能展示后，客户往往可以更加明确地确定哪些功能较为适

当，能够适用于他们的需求。他们有可能会需要额外功能，也有可能会决定修改已确定的

功能要求。在产品开发中，这一用户体验称为 IKIWISI（I’ll Know It When I See It，眼见为

实）。 

 

通过此类展示，或者是接触早期的迭代过程，客户也能够评估团队对其要求的理解程度，

以及团队满足其期望的程度。 
  



4 – 商业理由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81 
 

4 

4.8 责任概览 
 

角色 责任 

Scrum 团队 
• 确保能够按照议定的验收标准来完成项目可交付成果 

• 针对项目执行持续价值证明 

产品负责人/首席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Chief Product 

Owner） 

• 确保为项目交付价值 

• 维持项目的商业理由 

• 与相关利益方确认和沟通项目效益的相关情况 

Scrum Master/Chief 
Scrum Master 

• 确保将项目的所需成果传达给 Scrum 团队并确保他们了解相关需求 

• 针对项目执行持续价值证明 

项目群产品负责

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 确保为项目群交付价值 

• 为项目群创建商业理由 

• 为项目群内的项目提供价值指导 

• 认可项目群内的项目的商业理由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 确保将项目群的所需成果传达给所有团队并确保他们了解相关需

求 

• 针对项目群执行持续价值证明 

项目组合产品负

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确保为项目组合交付价值 

• 为项目组合创建商业理由 

• 为项目组合内的项目群提供价值指导 

• 认可项目组合内的项目群的商业理由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 确保实现项目组合的所需成果 

• 针对项目组合执行持续价值证明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协助排定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和要求的优先顺序 

• 与 Scrum 团队进行沟通，确认每个迭代、发布和项目结束时都能够

实现价值 

Scrum Guidance 
Body 

• 为价值评估过程制定整体指导方针和度量标准 

• 作为顾问角色，根据需求为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提供指导 

 

表 4-2：商业理由的相关责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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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传统项目强调进行大量的事先规划，并要求遵守项目经理制定的项目计划。修改变化通常

是通过一个正式的修改变化管理系统进行管理，而价值要等到最终产品已交付完毕、项目

结束时才得以实现。 

 

Scrum 项目在项目启动前不会进行大量的长期计划。计划将在每个迭代开始前以迭代方式

进行。由此变化能够得到快速高效的响应，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和投

资回报率（ROI）。其次，价值驱动的交付（参见第 4.3 节）是 Scrum 架构的一个关键优势，

能够显著提升优先排序的效果，并加快商业价值的实现过程。由于 Scrum 开发具有迭代性

质，开发过程中始终至少会有一个具有最小可市场化功能（MMF）的可用产品版本。即使

项目终止，在终止前也通常会产生一些收益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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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质量 
 

 

5.1 入门简介 
 

本章的目的是确立项目的相关质量要求，并提出能够实现所需质量等级的 Scrum 方法。 

 

按照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中的定义，质量的概念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5.2 角色指南 — 该部分介绍了哪些部分是与各种 Scrum 角色：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相关联的部分。 

 

5.3 质量定义 — 该部分介绍了 Scrum 对于质量的定义及其与范围之间的明显区别，并说明

了质量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5.4 验收标准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该部分强调了验收标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重要性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该部分还说明了 Scrum 对于“完成”（Done）的定义。 

 

5.5 Scrum 中的质量管理 — 该部分详细介绍了 Scrum 中的质量计划、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的相关说明。 

 

5.6 责任概览 — 该部分描述了项目中的每个人员或角色对于质量要承担的相关责任。 

 

5.7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 该部分着重说明了 Scrum 中的质量管理方法与传统项目管理

模式相比能够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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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角色指南 
 

1. 产品负责人 — 在 Scrum 项目中的角色为产品负责人的任何人员都有必要通读本章全

部内容。 

 

2. Scrum Master — Scrum Master 同样应该熟读本章全部内容，将主要关注点放在 5.3、

5.4、5.5.3 和 5.6 章节。 

 

3. Scrum 团队 — Scrum 团队应主要关注 5.3、5.4 和 5.6 章节。 

 

 

5.3 质量定义 
 

质量有多种定义方式。 

 

在 Scrum 中，质量的定义是完成品或可交付成果满足验收标准、实现客户期待的商业价值

的能力。 

 

为确保项目满足质量要求，Scrum 采用了一种持续改进的方法，团队可从中学习经验并了

解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以此根据要求中出现的任何变化持续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优

先产品待办列表直到项目结束或终止之时才会宣告彻底完成。要求中出现的任何变化都反

映了内部和外部商业环境中发生的变化，促使团队继续努力工作并进行自我调整以满足这

些要求。由于 Scrum 在迭代期间需要以增量完成工作，这意味着错误或缺陷能够通过反复

的质量测试提早发现，而不是在最终产品或服务接近完成时才发现。此外，重要的质量相

关任务（例如开发、测试和文档记录）由同一团队作为同一迭代的一部分完成 — 这确保

了作为迭代的一部分生成的任何已完成的可交付成果都具有始终如一的质量。因此，通过

反复测试实现的持续改进能够优化在 Scrum 项目中实现预期质量等级的可能性。针对在每

个迭代结束时交付的产品的实际增量，Scrum 核心团队和相关利益方（包括客户和用户）

之间会持续展开讨论，这能够确保不断缩小客户对于项目的期望和实际生成的可交付成果

之间的差距。 

 

 

5.3.1 质量和范围 

 

确定项目的范围和质量要求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例如： 

 

• 项目要满足的商业需求 

• 企业组织满足已确定的商业需求的能力和意愿 

• 目标受众的当前和未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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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范围（Scope）是所有产品增量和开发成品所需工作量的总和。质量指的是可交付成

果满足产品的质量要求和客户需求的能力。在 Scrum 中，项目的范围和质量可通过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进行确定，而每个迭代范围的确定方式则是将每个大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

（PBI）细化为一系列详尽的小用户故事，由此可在迭代中对其进行计划、开发和验证。 

 

产品负责人负责持续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行整理。产品负责人将确保 Scrum 团队要在迭

代中执行的任何用户故事都能够在迭代开始前得到细化处理。一般来说，能够为客户解决

问题或满足其需求的最有价值的要求将获得最高排序，而剩余要求的优先级别都低于此类

要求。重要程度稍差的用户故事将在后续迭代中进行制定，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全部放弃

制定。在迭代的执行过程中，产品负责人、客户和 Scrum 团队可针对产品的功能列表进行

讨论，以此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5.3.2 质量和商业价值 
 

质量和商业价值紧密相关。因此，产品开发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项目的质量要求和范

围，将其正确地反映到项目及其产品必须拥有、以此实现商业价值的成果和效益中。要确

定产品的商业价值，需要先了解驱动产品要求的商业需求。换言之，商业需求决定了市场

需要何种产品，而产品反过来会提供所期望的商业价值。 

 

质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易于变化的事物。如果范围扩大而时间或资源没有同时增加，则

质量容易随之下降。与之类似，如果时间或资源减少而范围没有同时缩小，通常也会导致

质量下降。Scrum 秉承着在工作中维持“可持续步伐（Sustainable Pace）”的理念，这有助

于通过一段时间改善质量。 

 

Scrum Guidance Body 负责确立企业组织中的所有项目所需的最低质量要求和标准。这些标

准必须得到公司中的所有 Scrum 团队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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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验收标准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是一份单一要求文件，通过提供项目将要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按优

先排序的清单，明确项目范围。所需功能以用户故事的形式进行说明。用户故事是由多个

相关利益方概述的、与要开发的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具体目标。每个用户故事都具有相关的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也称作“验收标准”），其中包含对用户故事的功能性进行判断的客

观要素。验收标准由产品负责人根据自身对于客户要求的专业理解来进行制定。产品负责

人随后会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传达给 Scrum 团队成员，并寻求与其就用户故

事达成一致意见。验收标准应明文说明用户故事必须满足的条件。明确制定的验收标准对

于及时高效地实现用户故事中所确立的功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项目能否获得

成功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每个迭代结束时，产品负责人将使用这些标准来验证已完成的可交付成果；还可以由此

验收或拒收每个可交付成果及其相关的用户故事。如果可交付成果获得产品负责人的认可，

用户故事将被视为“完成”。明确的“完成”定义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明晰要求，并

确保团队遵守质量标准。它还能够帮助团队在针对用户故事开展工作时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进行思考。 

 

遭到拒收的可交付成果相对应的用户故事将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将在未来的迭

代中完成）期间添加至更新后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少数单独的可交付成果及其对应的

用户故事遭到拒收，并不代表最终产品或产品增量将会遭到拒收。即使少数用户故事遭到

拒收，整体来说仍然有可能成功交付产品或产品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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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展示了验收标准的概念以及产品增量流程图。 

 

 

 
图 5-1：项目增量流程图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Scrum 团队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具有用户故事和验

收标准） 可交付成果 生成可交付成果流程 

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迭

代评审会议） 

验收的可交付成

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拒收的可交付

成果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的状态将变更为

“已验收”，并将在交付可交付成
果流程期间准备好进行交付。 

遭到拒收的可交付成果相对应的用户故事将被

标示为“未完成”，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

程（将在未来的迭代中完成）中将为其重新排

定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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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制定验收标准 
 

每个用户故事都有专属的验收标准，验收标准无法替代要求清单。 

 

示例： 

 

角色：Janine 是一名 36 岁的已婚工作者，家中拥有三个子女。她是一名忙碌的成功女性，

能够很好地平衡职业和个人生活。她擅长技术工作，能够迅速接纳创新性的服务和产品。

她总是会使用多种设备连接至互联网，并定期在电子商务门户上面进行购物。 

 

用户故事：“作为在线购买零食的消费者，我 Janine 应该能够通过任何设备保存和查看我

的预订单，这样我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完成下单流程。” 

 

验收标准： 

 

• 每个进行中的订单都必须作为预订单每隔 5 秒钟保存至已登录的用户帐户 

• 新的预订单必须在用户已登录的任何设备上面显示通知消息 

 

产品负责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满足大多数但未能满足全部验收标准的用户故事并不应该

得到认可，也不应被标示为“完成”。Scrum 项目以具有时间限制的迭代方式运作，每个

迭代都有专属的迭代待办事项。最后的收尾工作往往都有可能是用户故事最复杂的部分，

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未完成的用户故事仅得到部分认可就被标示为“完成”

并留存至下一个迭代，则后续迭代的进程可能会受到干扰。因此，“完成”状态是一个非

黑即白的状态。用户故事只能被标示为“完成”或“未完成”。 

 

 

5.4.2 “完成”的定义 
 

“完成标准”和“验收标准”之间存在一个主要区别。验收标准对于每个用户故事具有独

一无二的特性，而完成标准则是适用于给定迭代中的所有用户故事的一系列规则。一般完

成标准包含以下任一标准： 

 

• 已由其他团队成员完成评审 

• 用户故事的单元测试已完成 

• 质量保证测试已完成 

• 与用户故事相关的所有文档已完成制定 

• 所有问题均已得到解决 

• 已向相关利益方和/或商业代表成功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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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验收标准类似，用户故事必须满足完成标准的所有条件才能够被视作“完成”。 
 

Scrum 团队应使用一个一般完成标准的检查清单来确保任务已完成，并且成果符合“完成”

的定义（DoD）。明确的“完成”定义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消除不确定因素，并确保

团队遵守所需的质量标准。“完成”定义通常由 Scrum Guidance Body 进行确定和记录。 
 

团队进行迭代和发布的过程中可生成与项目文档形成要求保持一致所需的记录和数据。 

 

召开回顾会议和撰写设计文档等活动的加入将有助于确保内部和外部的质量标准的合规性。

短期迭代、增量构建、客户参与度、适应不断变化的要求，以及持续调整项目的范围、时

间和成本等 Scrum 的基本原则仍将适用。 

 

 

5.4.3 最低完成标准 
 

高级别的业务部门可能会发布强制性的最低完成标准，这随后将成为该业务部门的任何用

户故事的完成标准的一部分。业务部门确立的任何功能都必须满足这些最低完成标准，前

提是其得到相应的产品负责人的认可。该完成标准的引入可为项目组合、项目群和项目形

成一连串的完成标准（参见图 5-2）。因此，项目中的用户故事的完成标准在适用情况下

将暗含高级别业务部门的所有最低完成标准。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

（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为整个项目组合设定最低完成标准 

• 评审项目组合的可交付成果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rogram Product 

Owner） 

• 为整个项目群设定最低完成标准，其中包含项目组

合的完成标准 

• 评审项目群的可交付成果 

首席产品负责人/产

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Product 

Owner） 

• 为项目设定最低完成标准，其中包含项目群的完成

标准 

• 评审项目的可交付成果 

 

图 5-2：级联完成标准 

 

 

在最低完成标准确定后，此类标准将随后记录在 Scrum Guidance Body 的文档中，Scrum 团队

将根据需要对其进行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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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验收或拒收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 
 

在任何迭代临近结束时，相应的业务部门和相关利益方都会参与到迭代评审会议中，产品

增量将在会上展示给产品负责人、发起人、客户和用户。虽然会上将收集所有相关利益方

的反馈，但只有产品负责人拥有根据议定的验收标准来验收或拒收特定的用户故事、并决

定是否将其标示为“完成”的权力。因此，验收标准在维护质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

要，团队需要明确了解该验收标准。Scrum Master 有责任确保产品负责人不会在迭代进行期

间更改用户故事的验收标准。部分完成的用户故事将遭到拒收并被标示为“未完成”，随

后将返回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5.5 Scrum 中的质量管理 
 

客户对于任何项目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相关利益方。因此，团队有必要了解客户的需求和要

求。客户心声（VOC）是指明示或暗示的客户要求，团队在开始设计产品或服务前必须了

解这些要求。一般来说，在 Scrum 环境下，产品负责人的关注点在于商业要求和目标，这

些共同代表了客户心声。产品负责人能够从 Scrum Guidance Body 所提供的指导（无论是通

过质量文档或标准还是通过质量专家）中获得非常大的收益。这些专业人士应与产品负责

人和客户进行合作，以此确保用户故事中的细节和信息符合适当水准，这是因为用户故事

是任何 Scrum 项目获得成功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外部相关利益方并不直接参与到 Scrum 团队层级的工作中，相反，他们主

要与产品负责人进行互动交流。对于任何 Scrum 项目来说，客户都可以是以下任一类型： 

 

• 内部客户（即处于同一企业组织中） 

• 外部客户（即来自所在企业组织之外） 

 

Scrum 中质量管理让客户能够及早了解项目中的任何问题，帮助他们确认项目是否可行。

在 Scrum 中，质量的决定因素是客户满意度以及产品令人满意的程度，并不一定非要符合

强制的度量标准。这一区别以客户立场看来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为项目投入了时间和金

钱的一方。 

 

通过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在 Scrum 中进行质量管理： 

 
1. 质量计划 

2. 质量控制 

3.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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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质量计划 

 

Scrum 的一项指导原则是首先为客户开发优先等级最高的功能。重要程度稍差的功能将在

后续迭代中进行开发，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全部放弃开发。该方法可给予 Scrum 团队专注

管理核心功能的质量所需的时间。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益处是它能够减少技术债。技术债 

— 也称作设计债或代码债 — 是指团队在生成与项目产品相关的主要的可交付成果的过程

中调低优先排序、忽略或不会将其完成的工作。技术债会累积，并且必须在日后清偿。  

 

技术债的部分原因如下： 

 

• 快速修复和构建不符合质量、安全性、长期架构目标等方面的标准的可交付成果 

• 未充分进行或未完成测试 

• 不适当或不完全的文档记录 

• 不同团队成员间缺乏协调，或者在不同的 Scrum 团队开始单独工作后，对于将项目或项

目群获得成功所需的要素最终整合到一起的问题未能加以足够重视 

• 相关利益方和项目团队间未能充分分享业务和流程的相关知识 

• 过度专注于短期项目目标，而非公司的长期目标。此类失察行为可导致有效的可交付

成果质量低下，从而产生庞大的维护和升级成本。 
 

在 Scrum 项目中，任何技术债都不会从一个迭代传到下一个之中，因为其中有明确确立的

验收和完成标准。功能必须满足这些标准才能被视为“完成”。在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

行整理，以及对用户故事进行优先排序的过程中，团队将定期生成有效的可交付成果，防

止数量庞大的技术债累积起来。Scrum Guidance Body 还可以使用文档并制定流程，以此为

减少技术债提供帮助。 
 

为了将技术债维持在最低水平，需要确立迭代和项目要求何种成果及其验收标准，还需要

遵守开发方法，同时还需要确定 Scrum 团队成员对于质量要承担的主要责任。确立质量标

准是质量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在项目进行期间高效地对质量进行控制。 
 

技术债对于某些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此类方法中开发、测试、

文档制定等工作都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经常由不同的人员完成，没有人会对任何特定的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担负责任。因此，技术债会逐步累积，从而导致额外产生庞大的维护、

整合成本以及项目发布的最终阶段的产品发布成本。此外，在项目的后期阶段浮现问题的

情况下，修改成本也会非常高昂。Scrum 架构能够防止出现与技术债相关的问题，由此确

保符合验收标准的“完成”可交付成果可作为迭代待办事项的一部分得到确认，同时确保

开发、测试和文档制定等核心任务也作为同一迭代的一部分由相同的 Scrum 团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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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持续整合与可持续步伐 

 

维持可持续步伐是 Scrum 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可持续步伐有助于实现员工满意度、稳定性

以及估算准确性等方面的增长，所有这些最终都有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要开发真正高质

量的产品并维持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需要定期进行集成式的活动，而非在此类情况下将

整合工作推迟到最后才进行。为了能够快速地定期实现价值，团队应使用持续整合和自动

产品测试等方法，持续开发、测试和整合每个迭代的每个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PBI）的

功能。从团队的视角来说，同样需要确保为当前迭代消耗的工作量能够与此前迭代中消耗

的工作量相等，以此保证项目的所有迭代都能够步调一致。这能够帮助团队避免在某些阶

段集中进行工作，由此确保他们始终能够以需要完成的工作所需的工作量完成工作。 

 

 

5.5.2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是指在创建潜在可交付的可交付成果期间，Scrum 团队实施计划质量相关活动。

这也包括从已完成的活动中吸取经验，从而取得持续改进。跨职能团队内需要拥有完成质

量控制活动所需的技能。在迭代回顾会议期间，团队成员将讨论学习到的经验教训。这些

经验教训将投入到持续改进的过程中，并协助改进正在进行的质量控制工作。 

 

质量要求不仅存在于产品中，也同样存在于流程中。质量保证是指对项目进行质量管理的

流程或标准进行评估，确保它们始终保持相关性。质量保证活动是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

质量保证对于确定成果是否“完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未进行适当的质量保证活

动的情况下，可交付成果无法最终完成。质量保证活动成果经常会在迭代评审会议期间进

行展示。 

 

各个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产品负责人可对质量保证活动进行监控和评估，以确保每

个团队都始终能够同意和遵守所设定的质量标准。端对端的质量保证可在产品、发布或迭

代的最终测试过程中完成。此时将对比出现的问题数量和完成的用户故事数量之间的差异。

有缺陷的产品元件可加入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PBI）中，由团队或某个人员在迭代期

间的特定时刻根据缺陷的数量进行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有时会制定 Scrum 团队完成项目时能够参考的流程和文档，以确保公司

内的所有项目都遵守统一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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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lan-Do-Check-Act（PDCA））循环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 — 也称为戴明（Deming）或休哈特（Shewhart）循环 — 是由

被视为现代质量控制之父的 W. Edwards Deming 博士，以及 Walter A. Shewhart 博士共同提出

的概念。以下是戴明理论的一些要点： 

 

• 管理层的指导方针能够决定质量。当管理层能够实现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并且能

够持续激励其员工提升质量的时候，每名员工都将能够对于高质量的产品做出贡献。

戴明的“渊博学识理论”宣扬了为了构建一种每名员工都可以为改进质量做出突出

贡献的环境，管理层所应该做的事情。 

 

戴明将计划—执行—检查—行动修改为了计划—执行—研究—行动（Plan-Do-Study-Act

（PDSA）），因为他认为“研究”一词强调了进行分析的过程，而非像“检查”一词一样

仅仅表示一个检查的过程。 

 

Scrum 和戴明循环/休哈特循环/PDCA 循环都是关注持续改进的迭代方法。图 5-3 展示了 

PDCA 循环的各个阶段，以及与各种 Scrum 流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 5-3：Scrum 中的 PDCA 循环 

  

•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 建立用户故事 

• 生成可交付成果 

• 进行每日立会 

• 交付可交付成果 

• 回顾项目 

• 展示并验证迭代 

• 回顾迭代 

计划 执行 

行动 
检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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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责任概览 
 

角色 责任 

 

Scrum 团队 

• 在迭代期间开发和维护所有可交付成果，直到交付给最终用户 

• 实施和促成良好的沟通方式，确保要求得到澄清并得到充分了解 

• 分享相关知识以确保团队成员熟悉整个功能集，并从他人的经验中受益 

• 快速对可交付成果进行适当修改 

产品负责人/首席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Chief Product 

Owner） 

• 说明产品的商业要求，并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明确确立要求 

• 评估可行性并确保可交付成果满足质量要求 

• 为整个项目设定最低完成标准，其中包含各项目群的验收标准 

• 促进用户故事的验收标准生成 

• 在展示并验证迭代过程中评审和验证可交付成果 

Scrum Master/Chief 

Scrum Master 

• 促成一种“团队优先”心态以确保质量 

• 消除可能影响可交付成果和流程的质量的环境阻碍 

• 确保维持可持续步伐，将专注点放在功能的质量而非仅仅是速度上面 

• 确保所有团队成员，包括产品负责人都能够以适当方式遵守 Scrum 流程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rogram Product 

Owner） 

• 为整个项目群设定最低完成标准 

• 评审项目群的可交付成果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 确保维持可持续步伐，将专注点放在功能的质量而非仅仅是速度上面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

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为整个项目组合设定最低完成标准 

• 评审项目组合的可交付成果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 确保维持可持续步伐，将专注点放在功能的质量而非仅仅是速度上面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评审并验收可交付成果和最终产品 

Scrum Guidance 

Body 

• 提供“完成”定义 

• 为制定验收标准提供框架和指导 

• 为 Scrum 团队用于开发和验证产品的工具确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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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质量的相关责任概览 

 

5.7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尽管 Scrum 和传统项目管理方法关于“质量”的定义存在相似之处（即产品满足议定的验

收标准、实现客户期待的商业价值的能力），但是在涉及哪些方法以何种方式实现和获得

了所需质量等级的问题时，仍然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在传统项目管理方法中，用户需要阐明他们所期望的成果；项目经理将以可衡量的条款确

定这些期望成果，并获取用户的认可。在进行详细规划后，团队成员将按照议定的交付时

间开发产品。如果需要修改任何议定的标准，修改变化只能通过一个正式的修改变化管理

系统进行，其中将对修改变化的影响进行评估，而项目经理需要获得所有相关利益方的许

可。 

 

但是，在 Scrum 中，产品负责人将与 Scrum 团队合作确立与要交付的产品相关的用户故事

的验收标准。Scrum 团队随后将以一系列短时间的、称为迭代的重复过程对产品进行开发。

产品负责人可对要求进行修改以与客户需求保持同步，而 Scrum 团队可通过终止当前迭代、

或将调整后的要求包含在下个迭代中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修改变化，这是因为每个迭代的持

续时间都非常短（即一到六周）。 

 

Scrum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强调在每个迭代循环结束时，而非整个项目结束时生成已准备好

交付的可交付成果。由此，产品负责人和客户始终能够在每个迭代结束后检视、认可和验

收可交付成果。此外，即使 Scrum 项目提前终止，终止前仍然会通过每个迭代中生成的可

交付成果创造出一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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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改变化 
 

6.1 入门简介 

 
每个项目，无论其方法或框架如何，都将随时面临修改变化。项目团队成员有必要了解的

一点是，Scrum 的开发流程设计使其随时能够迎合修改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企业组织应尝

试努力通过修改管理流程、按照 Scrum 原则最大限度利用修改变化带来的益处，并最大程

度降低负面影响。 

 

按照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中的定义，修改变化的概念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6.2 角色指南 — 该部分介绍了哪些部分是与各种主要的 Scrum 角色：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相关联的部分。 

 

6.3 概述 — 该部分定义了修改变化的概念，尤其是其在 Scrum 流程环境下的概念。该部分

还阐释了 Scrum 流程中处理修改请求的方式。 

 

6.4 Scrum 中的修改变化 — 该部分详述了对 Scrum 项目中的修改变化进行高效管理的重要

性。该部分还阐释了如何通过适当处理项目过程中产生的修改请求来实现灵活性和稳定性。 

 

6.5 整合修改变化 — 该部分详述了如何在应用 Scrum 架构的情况下对修改请求进行评估和

认可（或拒绝）。 

 

6.6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修改变化 — 该部分说明了修改变化对于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影响。 

 

6.7 责任概览 — 该部分确定了项目团队成员对于管理修改变化应承担的责任。 

 

6.8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 该部分讨论了使用 Scrum 的修改变化管理方法与传统项目管

理模式中使用的方法相比能够带来哪些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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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角色指南 
 

1. 产品负责人 — 为项目启动修改变化的责任主要在于产品负责人；因此，本章全部内

容都适用于该角色。 

 

2.Scrum Master — Scrum Master 同样应该熟读本章全部内容，将主要关注点放在 6.3、6.4、

6.5 和 6.7 章节。 

 

3. Scrum 团队 — Scrum 团队应主要关注 6.3、6.4.2、6.5 和 6.7 章节。 

 

 

6.3 概述 
 

修改变化是所有项目都无法避免的过程。在当今竞争空前激烈的社会，无论是技术、市场

状况还是商业模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化是唯一稳定存在的主题。 

 

Scrum 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它认同 a) 相关利益方（例如客户、用户和发起人）在整个项目过

程中对于想要的成果的想法会发生变化（有时被称为“要求变动”），以及 b) 相关利益方

在项目启动过程中会非常难以确定所有要求，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 

 

Scrum 开发项目使用小型的开发循环来迎合修改变化，在每个迭代结束后都会将客户反馈

加入到项目的可交付成果中。这使得客户能够定期与 Scrum 团队成员接触，查看已经准备

好的产品增量，并在开发循环的较早阶段改变要求。同时，项目组合或项目群管理团队也

可以应对有关 Scrum 项目的、与其所在级别相对应的修改请求。 

 

Scrum 体现了 Agile 宣言（Fowler 和 Highsmith，2001 年）的一条核心原则：“应对变化而非

遵循计划。”Scrum 以拥抱变化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为运作基础。因此，灵活应对变化

相比遵循预定义的固定计划来说更为重要。这意味着通过能够适应变化的快速产品开发或

服务开发循环，灵活应对变化并以此开展项目管理的能力至关重要。 

 

灵活应对变化是 Scrum 架构的一个关键优势。虽然 Scrum 能够很好地适应所有行业的所有

项目，但是如果产品的目标市场不够稳定，和/或任务重点是使得团队足够灵活从而能够执

行修改要求，从而导致产品或其他项目要求未能完全得到理解、或无法完全事先确定，在

此类情况下 Scrum 将显得非常高效。Scrum 尤其适用于拥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项目。长

期计划和预告对于此类项目来说通常无效，其中还会包含大量风险。Scrum 通过透明度、

检视和适应性指导团队实现最有价值的商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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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未批准和已批准的修改请求 

 
修改申请的常见形式为提交修改申请表。在得到正式批准前，修改申请处于未批准状态。

Scrum Guidance Body 通常会制定一个流程用于批准和管理整个企业组织的修改变化。在没

有正式流程的情况下，建议产品负责人直接批准对于项目没有重大影响的微小的修改变化。

此类微小的修改变化的容差可在组织层面确定，也可由特定项目的发起人确定。在大多数

项目中，90% 的修改请求都可以分类为微小的修改变化，应由产品负责人进行批准。因此，

产品负责人在对 Scrum 项目的修改变化进行管理这一方面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超出产品负责人所负责的容差级别的修改变化，需要由与产品负责人合作的相关利益方进

行批准。 

 

某些时候，如果所请求的修改变化对于项目或企业组织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可能会需要

高级管理层（例如执行发起人、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项目群产品负责人或首席产品负责

人）进行批准。 

 

项目的修改请求将在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和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流程期间得以讨论并获得认可。批准的修改请求随后将与其他产品要求及其相应的用户

故事一起进行优先排序，并加入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图 6-1 概述了修改变化的批准流程，而图 6-2 说明了如何使用得到批准的修改变化来更新优

先产品待办列表。 

 
图 6-1：修改变化批准流程示例 

  

批准人是谁？ 

 
- 产品负责人 

大多数修改变化 

- 相关利益方和产品负责人 

超出产品负责人所负责的容差的修改变化 

- 高级管理层 

重大修改变化 
批准的  

修改请求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批准时间是？ 

 
- 发展史诗（Epic(s)) 

-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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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使用经过批准的修改变化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6.4 Scrum 中的修改变化 
 

6.4.1 平衡灵活性和稳定性 
 

Scrum 可帮助企业组织提升灵活性，能够开放面对变化。但是需要了解的一点是，尽管 

Scrum 架构强调灵活性，在整个修改变化流程中维持稳定性也同样重要。正如极度的刚性

过犹不及一样，极度的灵活性也无法形成生产力。关键问题是要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找

到适当平衡，因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稳定性。为此，Scrum 使用迭代交付的方

式以及其他的特性和原则来实现这种平衡。Scrum 维持灵活性的表现方式为项目过程中的

任何时候都可以创建和批准修改请求；不过，它们将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创建或更新后进

行优先排序。同时，Scrum 确保维持稳定性的方式为保持迭代待办事项处于固定状态，在

迭代过程中不允许 Scrum 团队对其进行修改。 

 

在 Scrum 中，与进行中的迭代相关的所有要求在迭代期间都会受到冻结。Scrum 在迭代结

束前不会引入任何修改变化，除非某个修改变化的重要性足以迫使迭代停止。在需要紧急

执行修改变化的情况下，迭代将会终止，而团队将通过开会来计划一个新的迭代。Scrum 

以这种方式接受修改变化，同时不会造成变更发布日期的问题。 
  

已优先排序的

修改变化（未

批准） 

已优先排序的

修改变化（已

批准）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修改变化 1 

修改变化 2 

修改变化 3 

修改变化 4 

修改变化 5 

修改变化 6 

修改变化 7 

修改变化 2 

修改变化 4 

修改变化 7 

修改变化 2 

修改变化 4 

修改变化 7 

用户故事 1 用户故事 1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 3 

用户故事 3 用户故事 4 

用户故事 4 

用户故事 5 

用户故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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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实现灵活性 

 

Scrum 通过透明度、检视和适应性实现灵活性，并最终实现最有价值的商业成果。Scrum 拥

有一个能够灵活应对变化的项目管理机制，能够接受要求所产生的变化，同时不会对项目

整体进度造成重大影响。项目必须能够适应新出现的业务情况，将其作为开发循环的一部

分进行对待。在 Scrum 中，灵活性通过五个关键特性实现（参见图 6-3）：迭代产品开发、

时间限制、跨职能团队、基于客户价值的优先排序以及持续整合。 
 

 

 
 

图 6-3：实现灵活性的 Scrum 特性 

  

迭代产品开发 

持续整合 时间限制（Time-

boxing） 

基于客户价值的

优先排序 

跨职能团队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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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通过迭代产品开发实现灵活性 

 

Scrum 按照反复性的增量方法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工作，由此在开发流程的任何步骤中

都可以加入修改变化。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下述多个来源都可能会提出项目修改请求： 
 

1.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项目相关利益方 — 尤其是发起人、客户和用户 — 可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的任何时候

提交修改请求。修改请求的原因包括市场状况出现变化、组织方针、法律或法规问

题或其他各种原因。此外，相关利益方在展示并验证迭代、回顾迭代或回顾项目流

程期间对可交付成果进行审核时也可能会提交修改请求。所有修改请求在得到批准

后都会添加到项目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也称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或产品待办列表）。

图 6-4 展示了相关利益方启动修改请求流程的部分原因。 
 

 
 

图 6-4：相关利益方的修改请求动机 

  

环境因素 
（市场状况、组织方针/

愿景、法律、法规） 

高级管理层 

其他理由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修改请求 

通过查看产品增量对

其更好地进行了解 

展示并验证迭代 

回顾迭代 

回顾项目 

对于可交付成果和产
品发布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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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rum 核心团队 
 

Scrum 核心团队（即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负责生成产品的可交

付成果。Scrum 团队中的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与其他成员（例如项目中的其他 Scrum 

团队）以及项目的内部和外部相关利益方之间持续进行互动，能够激发 Scrum 核心

团队成员为产品、服务或项目的其他一些部分提出修改建议或改进措施。通常来说，

此类修改变化 — 如同其他任何修改变化一般 — 将在修改请求中提出，而产品负责

人将最终决定 Scrum 团队和 Scrum Master 所提出的修改变化是否应被视为正式的修改

请求。 

 

生成某些可交付成果有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从而导致产生修改请求。例如，团队可

能需要决定是否要加入或修改某个新功能以改善产品性能。在大部分 Scrum 项目中，

Scrum 核心团队会在 Scrum 团队生成可交付成果或者参与进行每日立会或回顾迭代会

议期间提出修改建议。图 6-5 展示了 Scrum 核心团队启动修改请求的部分原因。 
 

 
 

图 6-5：Scrum 核心团队的修改请求动机 

  

环境因素 
（市场状况、组织方针/

愿景、法律、法规） 

其他理由 
Scrum 核心团队 

修改请求 

通过查看产品增量对

其更好地进行了解 

创建可交付成果 

回顾迭代 

进行每日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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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级管理层 

 

高级管理层 — 包括项目组合和项目群管理层 — 能够提出对项目产生影响的修改建

议。这些修改建议可能源自于公司的战略方针、竞争状况、融资相关问题等方面发

生的变化。请注意此类修改变化应添加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并需要经过正常的修

改变化管理流程。如果此类修改变化较为紧急，任何受影响的迭代都需要终止（请

参见第 6.6 节了解相关详情）。 
 

 

4. Scrum Guidance Body 

 

Scrum Guidance Body 可提交由于以下任一原因对所有项目都会产生影响的修改请求： 

 

• 政府法规的变化（例如隐私政策、安全标准或新的法律法规） 

• 针对质量、安全性或其他企业组织活动的、需要在整个公司内执行的企业方

针 

• 满足特定标准的基准或最佳实践 

• 从此前由其他 Scrum 团队执行的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Scrum 的标志性特点是善于接受变化、适应性强。Scrum 并不提倡在项目开始前就早早地确

立和严格制定计划，因为其运作时所基于的前提是项目开发极其容易面临变化和风险。其

结果就是高度的灵活性，以及对于变化拥有高度的容忍度。项目以增量方式进行计划、执

行和管理，因此项目通常易于在整体上加入修改变化。 

 

6.4.2.2 通过时间限制实现灵活性 

 

时间限制是指为完成工作设定较短的期限。如果所进行的工作在时间限制结束时仍未完成，

将移至后续的时间限制。时间限制的示例包括将每日立会的时间限制在 15 分钟，以及将迭

代的持续时间设定为一到六周。时间限制提供了 Scrum 项目所需的结构，该结构具有不确

定性、本质动态且容易频繁改变。时间限制有助于衡量项目进度，并便于团队确认何时需

要对流程或方法进行修改。 

 

具有时间限制的迭代在按时完成工作、实现高度的生产效率等方面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迭代可为不够稳定的工作环境带来秩序和稳定性。迭代实现了一个可在短时间内衡量成果

和获取反馈的平台。迭代还能够实现对进度和项目管理所用方法，包括高效的修改变化管

理进行经常性评估。由此错误和问题能够提早得到确认，并且能够得到快速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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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迭代中使用时间限制，团队能够经常性对已完成工作的评估流程进行回顾，由此能

够更为准确地预估每个后续迭代随着项目进行而需要的时间和工作量。这些迭代循环还会

激励团队成员实现预估目标和增量目标，以此实现更大的目标。 

 

 

6.4.2.3 跨职能和自组织团队的灵活性 

 

Scrum 团队的跨职能和自组织结构能够帮助团队成员高度专注于所需的迭代成果。团队在

每个迭代期间都拥有一系列确定目标，还可以灵活应对下一个迭代开始前目标所发生的变

化。 

 

使用跨职能团队还可以确保团队自身内部拥有完成项目工作所需的所有技能和知识。这可

以实现一个高效的工作模式，在此模式下生成的可交付成果已准备好进行交付，还可以展

示给产品负责人和/或其他相关利益方。 

 

自组织可确保 Scrum 团队成员能够自己决定以何种方式完成项目工作，无需高级管理者事

无巨细地管理他们的任务。 

 

跨职能和自组织团队可帮助小组适应和高效管理正在进行的工作和任何微小的问题或修改

变化，无需获得团队外的成员的支持或专业知识，并在流程中根据需要生成已准备好交付

的可交付成果。 

 

6.4.2.4 基于客户价值的优先排序的灵活性 

 

Scrum 项目的要求和工作始终基于提供给客户的价值来确定优先顺序。首先，在项目开始

时，初始要求将基于每个要求能够带来的价值进行优先排序 — 这将记录在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中。其次，在针对新的要求或现有要求的修改变化进行请求后，请求将在整理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受到评估。如果修改变化经认定相比其他现有要求能够带来更多的价

值，它将添加到更新后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并相应得到优先排序。因此，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可为加入修改变化并在必要时添加新的要求确定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添加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新的要求和修改变化，可能会导致待办列表中

现有的其他用户故事的优先顺序降低：因此，此类优先顺序降低的用户故事可能会需要稍

后实施，具体取决于它们新的优先顺序。由于客户会非常深入地参与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中的要求及其相应的用户故事的优先排序过程中，该举措可确保被客户视为“价值较高”

的要求能够更快地得以完成，并且项目能够在非常提前的阶段就开始实现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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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5 持续整合的灵活性 

 

通过持续整合方法，Scrum 团队成员可根据需要随时将新功能和修改后的功能加入到可交

付成果中。这有助于减少多个团队成员对多余要素（例如软件产品中的废弃代码、制造部

件的旧式设计等）进行修改的风险。这还可以确保团队只会制作最新的功能或版本，并避

免兼容性问题。 

 

 

6.5 整合修改变化 
 

根据行业和项目类型不同，项目的功能和要求的优先级别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保持固

定，也可能会频繁发生变化。如果项目要求通常较为稳定，一般来说整个开发过程中只有

微小的修改变化需要执行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而 Scrum 团队后续可继续完成上述要求，

使其能够按照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优先顺序实现最高的客户价值。迭代的长度在这种较

为稳定的环境中通常会持续更长时间（4 到 6 周）。 

 

如果项目要求在项目进行期间发生变化，例如原因是商业要求发生变化等，相同的方法也

会继续生效。在开始迭代前 — 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或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

间 — 通常将选择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优先级别最高的要求，并在该迭代中完成该要求。

由于修改变化已列入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团队只需要根据所提供的时间和资源确定能

够在迭代中完成的任务数量。修改变化管理将在向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添加任务并进行优先

排序的、正在进行的流程中执行。 

 

 

6.5.1 迭代的修改变化 
 

如果修改要求可能会对进行中的迭代产生重大影响，产品负责人将在咨询相关利益方后决

定修改变化是否可以等到下一个迭代再执行，或者该修改变化是否足够紧急以至于需要结

束当前迭代并开始一个新的迭代。 

 

Scrum 架构明确规定了迭代的范围在迭代开始后无法进行修改。如果所需修改变化足够重

要，以至于迭代缺少此类修改变化将毫无意义，则迭代应宣告终止。如果不终止迭代，则

修改变化将加入到随后的迭代中（如图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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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整合 Scrum 中的修改变化 

 

对于这一在迭代开始后无法修改迭代范围的规则来说，只有一种例外情况。如果 Scrum 团

队确定严重高估了迭代的工作量，并且拥有可以实施其他用户故事的空闲时间，团队可以

咨询产品负责人要将哪些额外的用户故事加入到当前迭代中。 
 

团队能够通过锁定每个迭代的范围高效地优化和管理工作和工作量。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团

队在开始迭代工作后无需分心对修改变化进行管理。这是 Scrum 架构相比传统项目管理所

拥有的一个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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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项目管理中，项目周期过程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请求修改并寻求得到批准。这往往

会给项目团队成员带来困扰，由于工作出现中断而导致团队动力下降，同时还会导致缺乏

专注度，使得团队感觉“什么都没有完成”。另一方面，在 Scrum 项目中，迭代开始后就

不允许再进行修改。这确保了团队能够在每个迭代中完成可交付成果，并使得任务达成

“完成”状态。此外，业务还能够在每个迭代结束时从准备好交付的可交付成果中识别出

有形效益。 

 

另外，由于产品负责人和相关利益方了解迭代开始后无法进行修改的原则，以及迭代的持

续时间为 1 到 6 周这一点，他们将在创建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和整理优

先产品待办列表等适用流程期间确立要求并对其进行优先排序。 

 

 

6.5.1.1 预期修改变化对于迭代时长的影响 

 

由于迭代期间不允许进行修改，预期修改变化的影响和频度将在进行发布计划流程期间确

定迭代长度时，对迭代长度的相关决定产生影响。 

 

如果项目要求一般来说较为稳定，近期预计不会出现较大的修改变化，则迭代时长可设为

较长时间，即 4 到 6 周。这有助于 Scrum 团队按照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要求稳定地长时间进

行工作，无需经历建立用户故事、评估用户故事、确定任务、评估任务及其他相关流程等

每个迭代都要进行的流程。 

 

但是，如果项目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确立，或者近期预计将有重大的修改变化，迭代时长可

设定为相对较短的时长，即 1 到 3 周。这有助于 Scrum 团队成员以更短的迭代时间稳定工

作并交付成果，产品负责人和相关利益方可在迭代结束时对成果进行评估。这还有助于团

队成员以足够灵活的方式明晰要求，并在每个迭代结束时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行修改。 

 

为了从 Scrum 项目中获取最大效益，我们始终建议将迭代的时间限制保持在 4 周或更短时

间，除非项目具有非常稳定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迭代可延长至 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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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展现了预期修改变化对于迭代时长的影响。 

 

 

 
图 6-7：预期修改变化对于迭代时长的影响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预期修改变化并非用于确定迭代时长的唯一因素。其他需要考虑的因

素包括： 

 

• 完成工作的实际用时（如果项目或企业环境需要能够确定迭代时长的、完成工作的

具体用时） 

• 发布的计划日期（迭代时长应考虑产品或服务整体的发布日期） 

• 由产品负责人或 Scrum Master 确定的、确定迭代时长时需要考虑的其他任何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修改迭代时长时不应随意或不定期地做出决定（举例来说，不建议采取

将第一个迭代时长设为 3 周，第二个设为 2 周，第三个设为 4 周等等不断变化的方式）。

迭代时长应尽量保持一致。修改迭代时长的一个最重大的影响在于它能够导致项目层级的

所有跟踪记录重置。此前的迭代速度在预告和计划未来迭代时可能会变得毫无用处。如果

速度（对于任何 Scrum 项目都是一个主要的度量标准）不准确，Scrum 团队的效率将无法

评测，也无法在计划下一个迭代的过程中为其选择足够数目的用户故事。因此，在迭代时

长确定后，项目进行期间或多个迭代循环期间迭代时长应尽量保持一致。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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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通过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管理修改变化 

 

一个典型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包含所有用户故事及其预估时间（包括任何预估的修改用

时），以及优先级别较高的要求的状态。其中也会加入任何全新的用户故事，以及出于商

业要求、客户请求、外部市场状况和/或从此前的迭代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原因修改

形成的用户故事。 

 

产品负责人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行整理，确保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优

先顺序较高的、包含在接下来两到三个迭代中的要求能够细分为适当的用户故事。建议产

品负责人在每个迭代中都能够多花费一些时间来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产品负责人有责

任添加和修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以应对任何修改变化，还有责任为接下来的迭代中要

使用的用户故事增添更多细节。 

 

整理待办列表有助于确保要求能够得到细化，同时还能够确保用户故事在迭代计划会议开

始前得到完善，由此团队能够获得一系列经过充分分析、明确确立的用户故事，能够将其

轻松地拆分到任务中，并随后对其进行评估。根据从当前迭代汲取的经验教训，团队可能

会需要对要求进行修改，也可能会有一些重新排定优先顺序的项目轻松加入到后续迭代中。

整理待办列表能够将最新的商业见解和技术见解加入到未来的迭代中，以此支持和提升 

Scrum 模式的灵活性。 

 

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也称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会议）是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

程期间的一种正式会议，可帮助 Scrum 团队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行回顾并达成一致意见。

然而，除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之外，整个项目过程中也应该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

行整理，包括在产品负责人撰写新的用户故事、或者为现有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

故事重新排定优先顺序，以及 Scrum 团队成员或相关利益方针对新的用户故事向产品负责

人提出建议等等的情形下。 

 

需要注意的是，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任何项目都始终接受重新评测，直到迭代待办事项

在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流程中最终确定为止。此后修改变化仍然可以继续执行，直到迭代计

划会议（如果需要）马上要召开之前。 

 

 

6.5.1.2.1 高效的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或称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会议） 

 

产品负责人会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牵头召开一个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产

品负责人需要能够在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开始前为会议设定目标，并制定一个理想的议

程。缺乏这些要素，会议将会毫无条理可言，也无法形成任何成果。限制参与会议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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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方的人数也十分重要。与会者人数过多容易降低会议的整体效率。产品负责人仅应邀

请其意见对于整理会议能够起到作用的相关利益方。所有 Scrum 团队成员都应与会，因为

他们的意见对于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遇到的任何问题来说都十分具有价值。如果整理会议

导致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需要重新排定优先顺序或者发生变化，团队需要针对这些变化达成

一致意见。 

 

高效的整理会议应形成明确定义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PBI），以此帮助 Scrum 团队明

白了解客户有何种需求。这还能够帮助团队熟悉所有用户故事，以防迭代需要临时处理一

个或多个用户故事的情况出现。整理会议期间还将讨论验收标准和完成标准。 

 

Scrum 不会为整理活动设定时间限制。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是产品负责人需要持续进行

的活动。 

 

 

6.5.1.3 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期间管理修改变化 
 
 

尽管产品负责人负责最终确定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并最终决定是验收还是拒收展示并

验证迭代流程期间展示的任何用户故事（回应批准的修改请求），但 Scrum Master 也有责

任确保适用于当前迭代中完成的用户故事的要求和验收标准在迭代评审会议期间不会发生

变化。这能够防止已完成的用户故事因为不符合新修改的要求而遭到拒收。如果任何要求

需要进行修改，任何相应的 PBI 也都需要进行修改，以此使得修改后的要求能够适用于未

来的迭代。 

 

 

6.6 项目组合和项目群中的修改变化 
 

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中发生的任何修改变化对于所有的独立项目和迭代都可能产生连带影响。

因此，较高层级应尽量减少修改变化。如果需要进行某个修改变化，同时所有相关利益方

也都同意在较高层级进行修改，则应牢记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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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针对项目组合 
 

 

1. 不建议在两次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会议之间执行修改变化。 

2. 如果修改变化较为细微，则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应确保获得相关利益方（例如发起

人、客户和最终用户）的批准，然后将要求添加至项目组合待办列表。项目群和项

目的产品负责人会考虑将这些要求加入到未来的迭代中。 

3. 如果修改变化较为重要，则项目组合以及相关的项目群、项目和迭代的工作都需要

停止，并举行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会议以确定接下来的步骤。 

4. 项目组合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会议（也称为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会议）应每 4 到 12 个月

举行一次。项目组合的修改变化的频度和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次项目组合待

办列表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项目组合中有多个预期修改变化，则建议以更频

繁的固定间隔（例如 4 - 6 个月）进行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会议；但是如果预期修改变

化数量较少且要求较为固定，则两次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会议之间的间隔时间可适当

延长（例如 9 - 12 个月）。 

 

 

6.6.2 针对项目群 

 

1. 不建议在两次项目群待办列表会议之间执行修改变化。 

2.如果修改变化较为细微，则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应确保获得相关利益方（例如发起人、

客户和最终用户）以及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的批准，然后将要求添加至项目群待办

列表。项目的产品负责人会考虑将这些要求加入到未来的迭代中。 

3. 如果修改变化较为重要，则项目群以及相关的项目和迭代的工作都需要停止，并举

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会议以确定接下来的步骤。 

4. 项目群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会议（也称为项目群待办列表会议）应最好每 2 到 6 个月

举行一次。项目群的修改变化的频度和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次项目群待办列

表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项目群中有多个预期修改变化，则建议以更频繁的固

定间隔（例如 2 - 3 个月）进行项目群待办列表会议；但是如果预期修改变化数量较

少且要求较为固定，则两次项目群待办列表会议之间的间隔时间可适当延长（例如 

5 -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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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展示了 Scrum 流程对于项目组合和项目群的修改变化的管理方式。 
 

 
 

图 6-8：向项目组合和项目群中加入修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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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责任概览 
 

 

角色 责任 

Scrum 团队 
• 在生成可交付成果和进行每日立会流程期间提出改进建议或修改变

化 

产品负责人/首席产

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Chief Product 

Owner） 

• 为项目提出修改请求 

• 对于为项目组合、项目群或项目提出的修改请求的影响进行评估 

• 为项目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排定优先顺序 

• 对于经过 Scrum 团队确认的项目目标的有关问题的影响进行评估 

• 针对重新排定优先顺序的产品待办列表项目向相关利益方传达明确

信息 

Scrum Master/Chief 

Scrum Master 

• 促进由 Scrum 团队提出的问题和修改请求的确认、评估和向上反映

的进程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rogram Product 

Owner） 

• 为项目群提出修改请求 

• 批准按照项目群要求修改、清除或添加的产品 

项目群 Scrum Master

（Program Scrum 

Master） 

• 促进项目群的修改请求的确认、评估和管理进程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

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为项目组合提出修改请求 

• 批准按照项目组合要求修改、清除或添加的产品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 促进项目组合的修改请求的确认、评估和管理进程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提出修改请求 

• 参与到修改请求的批准和优先排序的过程中 

Scrum Guidance Body • 为整个项目要遵循的修改变化管理程序提供整体指导 

 

表 6-1：修改变化的相关责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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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以传统方式管理的项目的修改变化管理与配置管理紧密相关。其中对所有修改变化都基于

其变化程度、根据基准值进行考量。项目经理拥有一定的容忍值，在此范围内对每日活动

和项目决策进行管理。当修改请求超过设定的容忍值时，项目经理必须将所建议的修改变

化反映至高级管理层，并在实施修改前等待他们的决定。项目经理首先要在问题日志或修

改日志中记录修改请求，随后将修改变化反映给高级决策人士。这其中可包括项目的发起

人以及其他的相关利益方和决策者。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影响进行评估。修改变化的预估

影响将决定其是否应该实施。项目经理可能还需要针对修改变化引发的任何问题提出可行

的解决方案。如果高级决策人士决定继续进行修改，则项目经理将负责确保修改得到正确

实施。 

 

Scrum 中的修改变化的执行方式与传统项目管理差异较大。Scrum 架构已经过高度调节，能

够针对修改变化进行高效管理。无论产品负责人或 Scrum 团队何时发现问题，或者检测或

确认到需要修改、替换或添加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这一修改变化都会执行到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中。与之相似，高级管理层、产品负责人或相关利益方也可以将修改请求添加

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产品负责人和相关利益方将批准修改请求，并相应地为待办列表

重新排定优先顺序。无论何时有问题或新的要求需要立即得到解决，并导致必须执行能够

影响到当前迭代的修改，产品负责人都会在得到相关利益方批准的前提下终止迭代。终止

后，迭代将重新进行计划并重新开始以加入新的要求。 

 

然而，如果问题或修改变化并非十分重要，而且并不需要一定在当前迭代中进行修改，则

该修改变化将添加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并加入到后续迭代的计划中。这能够帮助相关利

益方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针对项目中正在进行的活动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此外，

在每个迭代结束时，Scrum 团队将会展示已完成的可交付成果。这些可交付成果已准备好

进行交付，产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方可对其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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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 
 

7.1 入门简介 

 
本章的目的是对风险进行定义，讨论在 Scrum 环境下如何对风险进行管理，并针对能够高

效进行风险管理的工具进行说明。为了确保商业可行性，降低项目失败概率，并进行更为

明智的商业决策，需要通过一个条理清晰、要领得当的方法对风险进行高效管理。 

 

在 Scrum 环境下，风险通常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以迭代进行工作的方

式能够以非常短的循环周期持续生成一系列的可交付成果，并将可交付成果与预期成果进

行比较，同时产品负责人也会积极参与到项目中。然而，即使是最简单的项目也有可能出

错，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确定和解决风险的策略。 

 

按照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中的定义，风险的概念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本章分为以下几节： 

 

7.2 角色指南 — 该部分介绍了哪些部分是与各种 Scrum 角色：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相关联的部分。 

 

7.3 什么是风险？ — 该部分介绍了风险的定义，并说明了风险是如何对项目目标产生影响，

从而决定项目成败的。 

 

7.4 风险管理程序 — 该部分介绍了风险管理的主要方法，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制定风险的确

认、评估和管理策略。 

 

7.5 通过 Scrum 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 该部分说明了 Scrum 的哪些主要方面使其成为了能够

对不同层级 — 项目组合、项目群和项目中的风险进行高效管理的理想管理架构。 

 

7.6 责任概览 — 该部分描述了项目中的每个人员或角色针对风险管理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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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 该部分讨论了使用 Scrum 的风险管理方法与传统项目管理模

式中使用的方法相比能够带来哪些益处。 
 

7.2 角色指南 
 

1. 产品负责人 — 处理项目中的风险的主要责任在于产品负责人；因此，本章全部内容

最适用于该角色。 

 

2. Scrum Master — Scrum Master 应该熟读本章全部内容，将主要关注点放在 7.3、7.4 和 

7.7 章节。 

 

3. Scrum 团队 — Scrum 团队应主要关注 7.3 和 7.7 章节。 

 

 

7.3 什么是风险？ 
 

风险的定义是能够对项目目标产生影响、对项目的成败起到一定影响作用的不确定的事件。

对于项目有潜在积极影响的风险称为机会，而威胁则是可对项目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进

行风险管理时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这也是一个在项目启动时以及整个项目的周期过程

中需要持续进行的重复性的过程。风险管理流程应遵循一些标准化步骤，以此确保能够确

定和评估风险，并相应制定和采取适当的行动措施。 

 

确定、评估和应对风险时主要应基于以下两个因素：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以及在发生风险时

可能产生的影响。发生可能性较高且预期影响较大的风险应先于预期影响较小的风险得到

解决。总而言之，在确定风险后，用户有必要对风险的可能成因、不确定的问题以及风险

发生后的潜在影响等风险的基本方面进行了解。 

 

 

7.3.1 风险和问题的区别 
 

 

风险指的是与项目相关的、有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从而深刻改变项目成果的不确定性。

由于风险是尚未发生的不确定性，它们对于目前的项目并没有影响，但可能对未来项目产

生影响。以下是风险的部分示例： 

 

• 即使经过了大量培训，客服代表也有可能尚未准备好在系统上线日开始接单。 

• 绘图职员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而延迟，从而对项目时间表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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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般指的是项目目前正在发生的、已经过完备定义的确定问题：因此我们无需像对待

风险一样对问题执行可能性评估。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下是问题的部分示例： 

 

• 融资未能得到批准。 

• 要求不够明确。 

 

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就有可能成为问题。为此应制定风险管理目标和相关计划，

从而在发生任何风险时能够对其进行处理。 
 

 

7.3.2 风险态度 
 

相关利益方包括受到项目影响的、以及有能力对项目施加影响的所有人员或企业组织。了

解相关利益方的风险态度十分重要。风险态度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 

 

1. 风险偏好：是指相关利益方或企业组织愿意承受何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2. 风险承受能力：指代相关利益方能够忍受的风险程度、数量或总量。 

3. 风险阈值：是指相关利益方的企业组织能够接受的最高的风险水平。风险会超出或

低于风险阈值。如果是低于风险阈值，则相关利益方或企业组织更容易接受该风险。 

 

本质上来说，相关利益方的风险态度将决定相关利益方考虑接受何种程度的风险，以及他

们何时会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来缓解风险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相关利益方

的承受能力等级，该等级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成本、质量、范围和时间表。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衡量相关利益方风险偏好或面对风险的态度的模型。它能够确

定相关利益方接受风险的等级或意愿。效用函数具有三种类别，分别如下： 

 

1. 风险规避（Risk Averse）：相关利益方不愿接受风险，无论其带来的预期效益或机会

如何。 

2. 风险中性（Risk Neutral）：相关利益方既不会规避风险也不会寻求风险，任何既定决

策都不会受到成果的不确定程度的影响。当两种可行方案会带来同等程度的效益时，

保持风险中性态度的相关利益方不会在意其中一种方案相比另一种是否会承担更大

风险。 

3. 风险寻求（Risk Seeking）：如果风险能够带来利润增长或为项目带来效益，则相关

利益方愿意接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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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风险管理程序 
 

风险管理由以下五个步骤组成，在整个项目中应以迭代方式完成这些步骤： 

 

1. 风险确定：使用各种方法确定所有潜在风险。 

2. 风险评估：评估和评测已确定的风险。 

3. 风险优先排序：对包含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风险进行优先排序 

4. 风险缓解：制定适当策略对风险进行处理。 

5. 风险沟通：与相应的相关利益方就前四个步骤的成果进行沟通，并确认其对于不确

定事件的看法。 

 

 

7.4.1 风险确定 

 

Scrum 团队成员应努力确认所有会对项目产生潜在影响的风险。只有从不同角度、使用各

种方法来审视项目，才能彻底完成这项任务。整个项目过程中都需要对风险进行确定，风

险一经确定将反馈到多个 Scrum 流程中，包括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以及展示并验证迭代。 

 

以下方法常用于确定风险。 

 

 

7.4.1.1 风险确定技术 

 

1. 对于从回顾迭代或回顾项目流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 

 

从类似项目以及同一项目已完成的迭代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对于影响这些项目和

迭代的不确定性进行探查，是能够确定风险的实用方法。 

 

2. 风险清单（Risk Checklists） 

 

风险清单包含确定风险时要考虑的关键点、Scrum 项目中遇到的常见风险，甚至是

团队应解决的风险的类别。该清单是一种有助于确保全面确定风险的珍贵工具。 

 

3. 风险提示列表（Risk Prompt Lists） 

 

风险提示列表（Risk Prompt Lists）用于激发对风险的可能起源的想法。各种行业和项

目类型的风险提示列表（Risk Prompt Lists）公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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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 

 

是指相关利益方和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通过一般由引导师发起的、凭借讨论和知识

分享对话来开诚布公地分享想法的会议。 

 

5. 风险分解结构（RBS） 

 

风险分解结构是确定风险时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在此结构中，会根据风险类别或

共同特性对其进行分组。例如，风险可以划分为财务、技术或安全性风险。团队可

由此更好地针对每个风险进行计划并将其解决。 

 

7.4.2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有助于了解风险的潜在影响、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风险会何时出现。项目应

评估风险对于商业价值的整体影响；如果该影响足够重大以至于超过了商业理由的价值，

则必须决定是否还要继续进行项目。 

 

风险要接受评估的方面是概率、接近度和影响。风险概率是指发生风险的可能性，而接近

度是指风险何时有可能会发生。影响是指风险对于项目或企业组织可能造成的影响。 

 

要评测风险概率可使用多种方法，包括概率树、帕累托分析法（Pareto Analysis）以及概率

和影响矩阵。 

 

除概率外，风险评估还会评估风险对于项目或企业组织的潜在有效影响。这些影响可使用

风险模型和预期货币值（Expected Monetary Value）等技术进行评估。 

 

 

7.4.2.1 风险评估技术 

 

1. 风险会议 

 

风险可通过召开 Scrum 核心团队会议由产品负责人对其轻松地排定优先顺序，会议

还可以邀请相关利益方前来与会。团队可根据他们针对风险对项目目标的影响进行

的主观评估，开会排定各种风险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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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率树 

 

概率树中展示了潜在事件，延展出的分支代表了风险事件的各种可能后果。每种可

能后果的概率显示在相应分支中，随后将乘以评估影响值，由此得出每种可能后果

的预期值。后果值随后将合在一起计算出风险对于项目的整体预期影响值（参见图 

7-1）。 

 

 
 

图 7-1：概率树示例 

 

 

3. 帕累托分析法（Pareto Analysis) 

 

这种评估方法根据重要性为风险排定顺序，有助于 Scrum 团队按照风险对于项目的

潜在影响的顺序来解决风险。例如，在图 7-2 中，风险 1 的影响最大，最好应首先

将其解决。 

  

风险总体影响值  

25% x $15,000 + 75% x $30,000 
= $26,500  

负面影响 

后果 1  

25% 的可能性 

后果 2  

75% 的可能性 

风险 1 

影响值：$15,000  

负面影响 

风险 2 

影响值：$30,000  

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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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帕累托图示例 

 

 

4. 概率影响网格（Probability Impact Grid） 

 

这种方法会评估每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及其对于项目目标的潜在影响。通常会为概率

和影响独立分配一个数字等级，两个数值随后会相乘从而得出一个风险严重性评分

（或 PI 值），该值可用于排定风险的优先顺序。 

 

例如，某个风险的概率为 50% 且影响评级为 0.6，其风险严重性评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0.5（概率） x 0.6（影响） = 0.3 

 

所使用的评级方法由企业组织内部确定，或者为项目专门确定。该方法往往采用十

进制，数值从零到一，其中 0.5 的概率评级表示 50% 的可能性。其他选择包括从一

到十的评级方式，或者是高 (3)、中 (2)、低 (1) 等方式。 
  

频度 累积 

风险 

累
积
百

分
比

 

频
度

 

风险 1 风险 2 风险 3 风险 4 风险 5 风险 6 风险 7 风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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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展现了使用十进制的结果。每个风险都会根据其发生概率和对于目标的影响进行评

级。 

 

概率和影响矩阵 

 

 威胁 机会 

0.90 0.09 0.27 0.72 0.72 0.27 0.09 

0.75 0.075 0.225 0.60 0.60 0.225 0.075 

0.50 0.05 0.15 0.40 0.40 0.15 0.05 

0.30 0.03 0.09 0.24 0.24 0.09 0.03 

0.10 0.01 0.03 0.08 0.08 0.03 0.01 

 
 

低 0.1 

 

中 0.3 

 

高 0.8 

 

高 0.8 

 

中 0.3 

 

低 0.1 

 

影响 

较低 PI 值 中等 PI 值 较高 PI 值 

 

 
图 7-3：概率和影响矩阵示例 

 

将概率和影响值分配给风险的方法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具体取决于项目和要评估的

风险数量，以及现有企业组织的流程和程序。然而，在应用简单的 P x I 公式后，风

险严重性即可按照数值或分类尺度进行计算。 

 

 

5. 预期货币值（EMV） 

 

风险的货币价值基于其预期货币值（EMV）。EMV 的计算方式为将影响的货币值与

风险概率相乘，后者由客户进行估算。 

 

预期货币值 = 风险影响（单位为美元） x 风险概率（以百分比显示） 

 

例如，如果风险的预估负面影响的价值为 $1,000，而发生概率为 50%，则 EMV 的计

算方式如下： 

 

EMV = $1,000 x 0.50 = $500 
  

概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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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风险优先排序 
 

Scrum 能够快速确定和评估风险。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时将对确定后的风险加以考量，而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更新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时也将对确定后的风险加以考量 — 因此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也可以称为风险调整后的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确定和评估风险时可参考前文提到的任何风险确定和风险评估方法。  

 

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或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来自现有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和经过优先排序的风险列表的、经过优先排序的用户故事将相互结合，由此创建一个更新

后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其中将包含已确定的风险： 

 

使用已确定的风险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步骤： 

 

1. 为已经过优先排序的风险创建一个列表。（例如，风险可使用预期货币值方法通过

价值进行优先排序）。 
 

 

2. 选择能够得到缓解的已确定的风险；团队将为此决定在迭代期间采取特定风险缓解

措施来缓解此类风险。 
 

 

3. 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创建一个列表，并通过价值对用户故事进行优先

排序（例如，每个用户故事的价值都可以根据预期投资回报率得到评估）。 
 

 

4. 将第 2 步和第 3 步中的列表结合到一起，并按照价值进行优先排序，以此完成更新

后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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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展示了风险优先排序流程。 
 

 
 

图 7-4：风险优先排序流程 

 

 

7.4.4 风险缓解 
 

针对每个风险的应对措施取决于风险的概率和影响。然而，Scrum 的迭代特性及其快速的

交付周期和反馈循环决定了它能够提早检测出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实际上来说，它天然

内置了缓解功能。 

 

风险可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得以缓解。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对措施都分为主动型和

被动型两种。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团队将会形成一个 B 计划，该计划可在风险出现时用

作一种撤回手段 — 此类 B 计划即是一种被动型应对措施。有时风险会得到接受，这是一

种既非主动型又非被动型的风险应对措施的示例。接受风险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在某些

情况下风险的概率或影响过低，导致应对措施无法适用。此外，在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会

接受风险，例如对于次生风险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产品负责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产品负责

人对于降低风险的概率或影响 — 或者两者 — 所做出的努力则是一种为了缓解风险而使用

的主动型应对措施的示例。 

 

随着已确定的风险作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一部分包含在其中（参见图 7-4），当与优先

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确定的用户故事相关联的任务完成后，多个风险都将在生成可交付成

果流程期间得到缓解。 
  

经过优先排序的风

险 

已确定的风险（待

缓解）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风险 1 用户故事 1 

风险 2 风险 2 风险 2 

风险 3 

风险 4 风险 4 

风险 4 风险 5 

风险 6 

风险 7 风险 7 

风险 7 

用户故事 1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 3 

用户故事 3 用户故事 4 

用户故事 4 

用户故事 5 

用户故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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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crum 中，产品负责人明确承担着商业方面相关风险的管理责任，而 Scrum 团队则承担

着在迭代期间实施风险应对措施的责任。Scrum Guidance Body 则针对以何种方式实施风险

应对措施、以及所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企业组织整体的指导方针等问题负责提供咨询建议。

Scrum Master 将紧密监视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潜在风险，并随时将最新情况通知给产品负

责人和 Scrum 团队。 

 

 

7.4.4.1 基于风险的增长（Risk-Based Spike） 

 

基于风险的增长是一种可能会有助于确定风险的概念。增长是一种实验，其中包含有助于

更好地了解潜在风险的研究或原型设计。在增长过程中将进行一次两到三天的练习（推荐

在发展史诗（Epic(s)）或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前、项目开始时进行），以帮助团队

确定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不确定的问题。基于风险的增长在 Scrum 团队使用新技术或工

具进行工作并逐渐熟悉的过程中，或者在用户故事较为冗长的情况下将起到应有作用。它

们也有助于更为准确地对事件和工作量进行预估。 

 

 

7.4.5 风险沟通 

 

由于相关利益方对于项目拥有利益，所有与风险相关的问题都需要与其进行沟通。为相关

利益方提供的风险相关信息应包含潜在影响以及每个风险的应对计划。这种沟通需要持续

进行，应该与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四个连续步骤 — 风险确定、评估、优先排序和缓解同时

发生。Scrum 团队还可以在每日立会期间与 Scrum Master 讨论与其任务相关的特定风险。产

品负责人负责排定风险的优先顺序，还负责与 Scrum 团队就经过优先排序的列表进行沟通。 

 

风险燃尽图是一种可用于沟通风险相关信息的重要工具。 

 

 

7.4.5.1 风险燃尽图（Risk Burndown Chart） 

 

风险管理确保创造价值的必需工作；因此，整个项目周期过程中都需要执行风险管理活动，

而非仅仅在项目启动期间。 

 

每个风险都可以使用不同的风险评估工具进行评估。不过，对风险进行评估以创建风险燃

尽图的过程中使用的首选工具是第 7.4.2.1 节中描述的预期货币值（E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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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过程中所收集的信息可用于创建风险燃尽图。该图展现了随时间累积的项目风险

的严重程度。各种风险的可能性以相互层叠的方式展现在图中，在 y 轴上显示累积风险。

首先要进行的是项目风险的初步确定和评估，以及风险燃尽图的创建工作。随后，新的风

险将以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进行确定和评估，而余下的风险应重新受到评估并在图上相应

进行更新。适合完成此工作的时间是迭代计划会议期间。以此方式跟踪风险有助于团队了

解风险暴露趋势，并根据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图 7-5 展示了风险燃尽图的一个示例。 

 

 
 

图 7-5：风险燃尽图示例 

  

迭代

（Sprint）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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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 1 

风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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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4 

风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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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通过 Scrum 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作为一个迅捷的迭代流程，Scrum 架构天生就能够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以下 Scrum 常识技

巧有助于对风险进行高效管理： 

 

1. 灵活性能够降低商业环境相关风险 

Scrum 可在整个项目周期中的任何时候灵活添加或修改要求，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

降低风险。这能够帮助企业组织随时应对商业环境和无法预测的要求所引发的威胁

或机会，通常还能够将此类风险的管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 
 

 

2. 常规反馈能够降低与预期目标相关的风险 

作为一个迭代过程，Scrum 架构会提供获得反馈的充足机会，并为整个项目周期设

定预期目标。这能够确保项目的相关利益方以及团队不会由于未能正确沟通要求而

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3. 团队担负责任能够降低预估风险 

Scrum 团队会预估迭代待办事项项目并为其担负责任，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进行预

估并及时交付产品增量 
 

 

4. 透明度能够减少未检测出的风险 

Scrum 的透明度原则是架构的原则之一，可确保提早检测出风险并通知他人，从而

能够更好地处理和缓解风险。此外，进行 Scrum of Scrums 会议时，某个团队当前所

面临的障碍有可能会被视为其他 Scrum 团队未来会遇到的风险。这应该体现在更新

后的障碍日志中。 
 

 

5. 迭代交付能够降低投资风险 

通过在每个迭代后生成已准备好交付的可交付成果，以此在整个 Scrum 项目周期过

程中持续交付价值，可为客户降低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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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项目组合和项目群中的风险 
 

有些风险会专门与单个项目相关，而其他一些风险则可能源自项目群或项目组合，通常由

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自身进行管理。然而，项目组合或项目群的相关风险也有可能对作为各

项目组合或项目群的一部分的项目产生影响。在项目组合和项目群的风险评估期间，如果

确定某一风险会影响单个项目，则必须将该风险的相关信息传达给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 

 

根据严重性或优先级别，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团队就影响到单个项目的风险进行沟通时，

Scrum 团队可能会需要停止当前迭代并重新进行计划，以此解决该风险。对于紧急性稍差

的风险，团队可继续进行当前迭代，并在后续迭代中解决该风险。 

 

 

7.6.1 针对项目组合 
 

1. 在确定项目组合存在风险后，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需要对其展开研究并评估每个已

确定的风险的接近度、概率和影响，以此对其进行优先排序并为项目组合确定适当

的应对措施。 

 

2.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还需要就该风险与相关利益方、项目群团队和项目团队进行沟

通。在某些情况下，项目组合团队可能需要承担起特定风险的处理责任。 

 

7.6.2 针对项目群 

 

1. 在确定项目群存在风险后，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应将其输入到风险调整后的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中，并评估每个已确定的风险的接近度、概率和影响，以此对其进行优先

排序并为项目群确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2.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还需要就该风险与相关利益方和项目团队进行沟通。在某些情况

下，项目群团队可能需要承担起特定风险的处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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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展示了 Scrum 流程对于项目组合和项目群的风险的管理方式。 

 

 
 

图 7-6：处理项目组合和项目群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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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责任概览 
 

在 Scrum 中，风险管理活动分散在各种角色中，其中部分责任需要由 Scrum 团队中的每个

人以及促进流程向前进展的 Scrum Master 共同承担。 

 

角色 责任 

Scrum 团队 
• 在生成可交付成果流程期间确定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风险 

• 按照产品负责人指示进行风险管理活动 

产品负责人/首席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Chief Product 

Owner） 

• 对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研究和评估 

• 对风险进行优先排序，并与相关利益方、项目群和项目组合团队

就风险进行沟通 

• 确保项目的风险等级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Scrum Master/Chief 

Scrum Master 
• 促进由 Scrum 团队确认风险并将其向上反映的进程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rogram Product 

Owner） 

• 对项目群存在的风险进行研究和评估 

• 对风险进行优先排序，并与相关利益方和项目团队就风险进行沟

通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 促进项目群确认、评估风险并将其向上反映的进程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

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 对项目组合存在的风险进行研究和评估 

• 对风险进行优先排序，并与相关利益方、项目群和项目团队就风

险进行沟通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 促进项目组合确认、评估风险并就其进行沟通的进程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与 Scrum 核心团队进行接触，针对影响到预期成果和项目效益兑

现的风险的管理方法为其提供反馈 

Scrum Guidance 

Body 
• 为整个项目要遵循的风险管理程序提供整体指导 

 
表 7-1：风险的相关责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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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Scrum vs. 传统项目管理 
 

Scrum 和大多数传统项目管理方法都将风险定义为“可能对实现项目目标产生积极或消极

影响的不确定的事件”。同时，风险需要持续得到确认、评估、计划和沟通。 

 

传统项目管理模式强调事先进行详细规划，以此确定、评估项目存在的所有风险，并为其

制定风险应对措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任何项目团队成员都可以确定风险，而项目经理

或项目管理部门或是项目支持团队可在风险日志或风险登记表中对其进行更新。项目经理

会定期监控所有风险，同时通常会指定团队中的特定人员为风险的各个方面承担责任。 

 

在 Scrum 中，任何 Scrum 团队成员都可以确定风险，而产品负责人可在风险调整后的优先

产品待办列表中更新已确定的风险。Scrum 的经验过程控制和迭代开发原则可帮助 Scrum 

团队持续确定风险，并将其添加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此类风险将在待办列表中与其他

现有的用户故事一起进行优先排序，凭借这种方式该风险可在后续迭代中得到缓解。Scrum 

团队对于管理迭代中存在的所有风险拥有集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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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启动 
 

本章包含以下项目启动时的相关流程：创建项目愿景、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创建 Scrum 团队、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以及进行发布计划。 

 

按照 Scrum 知识体系指南（SBOK™ 指南）中的定义，启动的概念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 Scrum 团队以及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

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另请注意，尽管所有流程都在 SBOK™ 指南中进行了单独定义，但它

们并非一定要按顺序或单独地执行。有时，可能合并某几个流程会更为适当，具体取决于

每个项目的特殊要求。 

 

本章从处理一个迭代以生成潜在可交付成果的 Scrum 团队角度来编写，这个团队可能是更

大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一部分。有关“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的更多信息在第 13 

章中进行了详述，“Scrum 的企业扩展”的信息请参见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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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展示了启动阶段流程一览，具体如下： 

 

 

8.1 创建项目愿景 — 此流程将审视项目商业案例，以此构建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为整个项

目确定核心基调的项目愿景说明。此流程将确定产品负责人。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 此流程将使用特定选择标准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此流程将确定 Scrum 团队成员。一般来说产品负责人会主要负责挑

选团队成员，但在与 Scrum Master 合作时也往往会如此。 

 

 

8.4 发展史诗（Epic(s)） — 此流程会将项目愿景说明用作发展史诗的基础，并召开用户小

组会议讨论何为适合的史诗。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此流程将提炼、详细阐述并优先化史诗，以此为项目创建优

先产品待办列表。此节点也将建立一个完成标准。 

 

 

8.6 进行发布计划 —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将审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

以此制定发布计划时间表，这主要是一个能够与项目相关利益方分享的分阶段的部署时间

表。此流程也将确定迭代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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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启动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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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确定技术 

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史诗（Epic(s)）* 

2. 角色* 

3. 批准的修改 

4. 已确定风险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史诗（Epic(s)）* 

3. 角色* 

4.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5. 项目愿景说明 

6.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7. 商业要求 

8. 批准的修改请求 

9. 已确定风险 

10. 适用合同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2. 用户故事研讨会 

3. 价值计划（Planning for Value） 

4. 风险评估技术 

5. 项目价值估计 

6. 用户故事估计方法 

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2. 完成标准*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3. 项目愿景说明* 

4.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5. 完成标准*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8.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9. 商业要求 

10. 假期日历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 

2. 发布优先排序方法（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 

成果 

1.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2. 迭代时长* 

3. 面向发布的目标客户（Target Customers 

for Release） 

4. 改进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8.4 发展史诗（Epic(s)）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8.6 进行发布计划 

投入 

1. 项目商业案例（Project Business Case）* 

2.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3.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 

5.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6. 试验项目 

7. 概念论证 

8. 公司愿景 

9. 公司使命 

10. 市场研究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项目愿景会议（Project Vision Meeting）* 

2. 共同应用设计会议（JAD Sessions） 

3. 优劣势分析（SWOT Analysis） 

4. 差距分析 

成果 

1. 确定产品负责人* 

2. 项目愿景说明* 

3. 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 

4. 项目预算 

投入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项目愿景说明* 

3.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5.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 

6. 人员要求 

7. 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 

8.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9.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选择标准* 

2. 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专家建议 

3. 培训和培训成本 

4. 资源成本 

成果 

1. 已确定的 Scrum Master* 

2. 已确定的相关利益方* 

投入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Scrum Master* 

3. 项目愿景说明* 

4. 人员要求 

5. 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 

6.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7.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8. 资源要求 

9.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Scrum 团队选择* 

2. 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专家建议 

3. 人力成本 

4. 培训和培训成本 

5. 资源成本 

成果 

1. 已确定的 Scrum 团队* 

2. 后备人员 

3. 合作计划 

4. 团队建设计划（Team Build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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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图 8-2 显示了启动阶段的流程所必需的投入、工具和产出。 

 

 
 

图 8-2：启动概览（必要元素）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8.1 创建项目愿景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

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4 发展史诗（Epic(s)）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8.6 进行发布计划 

投入 
1. 项目商业案例（Project Business 

Case）* 

工具 

1. 项目愿景会议（Project Vision 

Meeting）* 

成果 

1. 确定产品负责人* 

2. 项目愿景说明* 

投入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项目愿景说明* 

工具 

1. 选择标准* 

成果 

1. 已确定的 Scrum Master* 

2. 已确定的相关利益方* 

投入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Scrum Master* 

3. 项目愿景说明* 

工具 

1. Scrum 团队选择* 

成果 

1. 已确定的 Scrum 团队*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项目愿景说明* 

工具 
1. 用户小组会议* 

成果 
1. 史诗（Epic(s)）* 

2. 角色*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史诗（Epic(s)）* 

3. 角色* 

工具 

1.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成果 
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2. 完成标准*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相关利益方* 

3. 项目愿景说明* 

4.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5. 完成标准* 

工具 

1.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 

2. 发布优先排序方法（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 

成果 

1.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2. 迭代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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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创建项目愿景 
 

图 8-3 显示了创建项目愿景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产出。 
 

 

 
图 8-3：创建项目愿景 — 投入、工具和产出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项目商业案例（Project Business 

Case）* 

2.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3.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 

5.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6. 试验项目 

7. 概念论证 

8. 公司愿景 

9. 公司使命 

10. 市场研究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项目愿景会议（Project 

Vision Meeting）* 

2. 共同应用设计会议（JAD 

Sessions） 

3. 优劣势分析（SWOT 

Analysis） 

4. 差距分析 

1. 确定产品负责人* 

2. 项目愿景说明* 

3. 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 

4. 项目预算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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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创建项目愿景 — 数据流程图 

  

项目商业案例

（Project 

Business Case） 

• 项目愿景说

明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4  

发展史诗（Epic(s))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4  

发展史诗（Epic(s)) 

8.6  

进行发布

计划 

8.5  

创建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 

9.1  

建立用户

故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

待办事项 

10.1  

创建可交付

成果 

10.3  

整理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 

11.1  

展示并验证

迭代 

12.1  

交付可交付

成果 

12.2  

回顾项目 

8.1  

创建项目愿景 



 8 – 启动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141 
 

8 

8.1.1 投入 
 

 

8.1.1.1 项目商业案例（Project Business Case）* 

 

商业案例说明了启动项目的原理，可以是一个结构完整的文档，也可以是一个口头声明。

商业案例既可以正式而完整，又可以非正式而简短。无论是何种形式，它都往往会包含如

下一些重要信息：项目背景、预期商业目标和所需成果、SWOT 和差距分析报告、已确定

的风险列表以及时间、工作量和成本的预估情况。  

 

项目最初启动时第一步就是要展示项目商业案例。商业案例将展示给相关利益方和发起人。

相关利益方将由此了解项目的预期商业效益，而发起人将确认他们会为项目提供财务资源。 

 

8.1.1.2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中进行详述。 

 

8.1.1.3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中进行详述。 

 

8.1.1.4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项目群的客户、用户和发起人。他们将在整个项

目开发过程中对项目群中的所有项目施加影响。项目群相关利益方也会协助确立项目愿景，

并针对商业价值提供相关指导。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会与项目组合相关利益方对接以确保项目群与项目组合的目标保持一致。

他们还会参与到为单个项目指定相关利益方，并确保项目群中的单个项目的愿景、目标、

成果和发布内容与项目群保持一致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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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5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将生成项目群产品待办列表，其中包含高级别业务的优先列表，以及尽

量以大型项目群待办列表项目形式写就的项目要求。这些随后将由单个项目的产品负责人

在为项目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过程中进行细化处理。这些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含有规格

较小但较为详尽的用户故事，可由各个 Scrum 团队在对其进行评估后提交。 

 

产品负责人将对项目群产品待办列表持续进行整理，确保新的商业要求已添加到其中，同

时现有要求已得到正确记录且已完成了优先排序。这可以确保能够满足项目群目标的最有

价值的要求将获得最高排序，而剩余要求的优先级别都低于此类要求。 

 

为项目群创建的项目群产品待办列表为作为项目群一部分的所有项目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

视野。因此，它能够提供一些有关项目目标、范围、目的以及预期商业效益的重要指导。 

 

 

8.1.1.6 试验项目 

 

在可能的情况下，可针对项目进行一次实验性的小规模演示或试验项目，以此预测和评估

实际项目的可行性、时间和成本、风险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有助于对实际环境进行评

估，并在项目整体启动前为实际项目设计提供指导。 

 

 

8.1.1.7 概念论证 

 

概念论证可以展示和验证当前项目背后的理念在实际环境中是否存在可行性。概念论证经

常采用原型设计的形式进行，其设计旨在确定财务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协助对要求进行理

解，并在流程的早期阶段协助对设计决策进行评估。然而，概念论证并不一定会代表实际

项目的可交付成果。 

 

 

8.1.1.8 公司愿景 

 

了解公司愿景能够帮助项目专注于企业的目标以及公司的未来潜力。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以接受公司愿景的指导和意见，从而创建项目愿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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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9 公司使命 

 

公司使命可提供一种形成公司策略的框架，并为公司的整体决策制定提供指导。制定项目

愿景时必须确保实现该愿景将有助于企业组织完成它的使命。 

 

 

8.1.1.10 市场研究 

 

市场研究是指对客户产品偏好的相关数据进行有组织的研究、收集、整理和分析。市场研

究常常包括市场趋势、市场细分和营销过程的大量数据。市场研究还可包含对于竞争对手

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弱势，还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对产品

进行定位。 

 

 

8.1.1.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The Scrum Guidance Body（SGB）为可选角色。它通常包括一组文件和/或一组专家，他们参

与决定质量、政府法规、安全性和其他关键组织参数的目标。这些目标可指导产品负责人、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的工作。Scrum Guidance Body 还有助于萃取企业组织内的所有 

Scrum 项目都应采用的最佳实践。 

 

Scrum Guidance Body 并不会进行任何与项目相关的决策。它的作用是作为一种顾问或指导

机构面向所有层级的项目组织 — 项目组合、项目群和项目。Scrum 团队可根据需要选择寻

求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项目愿景需要确保与 Scrum Guidance Body 提供的建议保持一致，同时流程需要确保符合 

Scrum Guidance Body 所制定的任何标准和指导方针。 

 

 

8.1.2 工具 

 

8.1.2.1 项目愿景会议（Project Vision Meeting）* 

 

项目愿景会议是一种与项目群相关利益方、项目群产品负责人和项目群 Scrum Master 共同

召开的会议。此会议有助于确定商业环境、商业需求和相关利益方的期望，从而制定一份

有效的项目愿景说明。Scrum 推荐与所有商业代表进行紧密接触与合作以获得他们对于项

目的认同，从而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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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共同应用设计会议（JAD Sessions） 

 

共同应用设计会议（JAD Sessions）是一种需求收集技术。这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便利研讨

会，能够促使相关利益方和其他决策者就项目的范围、目标和其他规格达成共识，从而加

快创建项目愿景的流程。 

 

它包含了有助于提升用户参与度、加速开发进程和改善产品规格的方法。项目群相关利益

方、项目群产品负责人、项目群 Scrum Master 和首席产品负责人能够齐聚一堂来概括和分

析所需的商业成果，并对 Scrum 项目的愿景进行设想。 

 

 

8.1.2.3 优劣势分析（SWOT Analysis） 

 

优劣势（SWOT）是一种应用于项目计划的结构化方法，帮助评估项目的优势（Strengths）、

弱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此类分析帮助确定能够影响

项目的内外部因素。优势和弱势是内部因素，而机会和威胁则是外部因素。确定上述因素

能够帮助相关利益方和决策者对完成项目目标所用的流程、工具和方法进行最终制定。进

行 SWOT 分析有助于提早确定优先级别、潜在变化以及风险。 

 

 

8.1.2.4 差距分析 

 

差距分析是一种将当前的实际状况与一些期望中的状况进行对比的方法。在企业组织中，

这包含对当前的商业能力与最终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别进行确定和记录的过程。项目启动

后企业组织通常都需要实现期望中的状况，因此执行差距分析能够帮助决策者确定项目需

求。 

 

差距分析所包含的主要步骤如图 8-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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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差距分析流程 

 

 

8.1.3 成果 
 

 

8.1.3.1 确定产品负责人* 
 

 

该流程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了产品负责人。产品负责人是负责实现项目的最高商业价值的

人员。他/她还负责阐明客户需求并维持项目的商业理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代

表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VOC））。 

 

产品负责人角色的相关详情请参见第 3.4 节。 

 

 

8.1.3.2 项目愿景说明* 

 

创建项目愿景流程的主要成果是产生结构良好的项目愿景说明。制定完备的项目愿景要说

明的是项目预期要满足何种商业需求，而非以何种方式满足需求。 

 

项目愿景说明不应过于具体，应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的空间。当前对于项目的了解有可能基

于一些随着项目进行会发生变化的假定条件，因此项目愿景需要足够灵活才能够应对这些

变化。项目愿景应专注于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确定 

开发 

• 现有流程 

• 现有商业能力 

• 为获得所需成果要执行的流程 

• 期望中的商业能力 

• 差距 

• 填平差距的方法 

• 消除差距所需的优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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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3 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 

 

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是对项目预期目标和成果的正式说明。在诸多企业组织中，项

目章程都是正式为项目提供官方授权，并为团队提供开始项目工作的书面授权的文书。 

 

 

8.1.3.4 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是一种财务文档，其中包含项目的人力成本、物料成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项目

预算通常由发起人批准，以确保提供足够资金。签发后，产品负责人和 Scrum Master 将负

责定期对项目预算进行管理，并确保项目拥有项目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图 8-6 显示了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产出。 
 

 
 

图 8-6：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 投入、工具和产出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项目愿景说明* 

3.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5.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 

6. 人员要求 

7. 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 

8.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9.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选择标准* 

2. 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专家

建议 

3. 培训和培训成本 

4. 资源成本 

1. 已确定的 Scrum Master* 

2. 已确定的相关利益方*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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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数据流程图 

  

• 项目愿景会议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

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

队 

8.4  

发展史诗（Epic(s))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6  

进行发布计划 

8.5  

创建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 

9.1  

建立用户故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

待办事项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2.2  

回顾项目 

8.1  

创建项目愿景 

8.4  

发展史诗（Epic(s)) 

•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 Scrum 

Master 

11.2 

回顾迭代 

12.1  

交付可交付成

果 

10.2  

进行每日立会 

10.3 

整理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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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投入 

 

8.2.1.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3.1 中进行详述。 

 

 

8.2.1.2 项目愿景说明* 

 

在章节 8.1.3.2 中进行详述。 

 

 

8.2.1.3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中进行详述。 

 

 

8.2.1.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中进行详述。 

 

 

8.2.1.5 项目群相关利益方 

 

在章节 8.1.1.4 中进行详述。 

 

 

8.2.1.6 人员要求 

 

确定人员要求是选择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的关键步骤。将参与完成项目任务的所有

人员的角色和职责记录在案，这一点十分重要。这包括以任何身份参与项目的所有个人，

无论其角色为核心还是非核心。 

 

通常，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或 Scrum Master 与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共同确定和拍板项

目的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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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7 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 

 

在选择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之前，必须确认其可工作日程。仅应选择时间充足且能

够全身心投入项目的团队成员。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通常以日历的形式表示，显示

在整个项目期间，哪些人员在什么时间可投入工作。 

 

为保证效率，Scrum 团队拥有 6 至 10 名成员为最佳；在 Scrum 核心团队中，更换人员或更

改团队成员是不可取的。因此，Scrum 核心团队的成员必须时间充足且能够全身心投入项

目，这一点十分重要。 

 

8.2.1.8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是对职能组织结构和项目组织结构组合的分

层描述。矩阵组织汇集来自不同职能部门的项目团队成员，例如信息技术、财务、市场、

销售、制造等部门，同时创建跨职能团队。 

 

矩阵组织中的团队成员会实现两个目标——职能和项目。团队成员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指导进行与项目相关的活动，而职能经理则执行与其部门相关的管理活动，如绩

效考核和审批休假。 

 

 

8.2.1.9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也称为能力框架，可用于评估团队成员的技能差

距和培训要求。技能矩阵反映了团队成员的技能和能力，以及相关成员应用这些技能和能

力的兴趣水平。使用此矩阵，组织可以评估团队成员中存在的任何技能差距，并确定需要

在特定领域或能力中进行进一步培训的员工。 

 

 

8.2.1.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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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工具 

 

8.2.2.1 选择标准* 

 

选择适当的 Scrum Master 和确定相关利益方是每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一些项目中，可能

有一些先决条件来规定某些团队成员及其角色。 

 

当可以灵活选择 Scrum Master 时，需要遵守以下重要选择标准： 

 

1. 问题解决能力——这是在选择  Scrum Master 时需要考虑的首要标准之一。Scrum 

Master 应当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经验来帮助 Scrum 团队扫清任何障碍。 

2. 可工作日程——Scrum Master 应当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监督和促成各种会议，包括

发布计划会议、每日立会以及其他迭代相关的会议。 

3. 全心投入——Scrum Master 应全身心投入，为 Scrum 团队提供有利的工作环境，以确

保成功交付 Scrum 项目。 

4. 仆人型领导风格——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章节 3.10.4.1 

 

在确定相关利益方时需要切记，相关利益方是所有的客户、用户和赞助商，他们经常与产

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互动，以提供投入并协助创建项目

产品。相关利益方会在整个生命周期期间对项目产生影响。 

 

 

8.2.2.2 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专家建议 

 

在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时，人力资源部经理给出的专家建议十分宝贵。人力资

源部拥有关于组织员工的专业知识和各种技巧，可能有助于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

方。 

 

 

8.2.2.3 培训和培训成本 

 

Scrum 是一个与传统项目管理方式截然不同的框架。团队成员可能并不总是具备在 Scrum 

环境中工作所需的知识或技能。产品负责人应评估潜在团队成员的培训需求，并促成培训

以弥补团队中的任何知识缺口。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通常负责评估和选择团队成

员，但通常会与 Scrum Master 进行协商，后者可能会通过曾经合作过的其他项目而更多地

了解各成员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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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工作开始之前以及项目进行期间为 Scrum 团队成员提供适当的培训。Scrum 团队成

员也应互相学习，同时从更具经验的其他团队成员身上学习。 

 

 

8.2.2.4 资源成本 

 

在选择人员时需要考量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与经验和工资相关的权衡。同时还需要考量影响

成本的其他人员相关因素。理想情况下，Scrum Master、团队成员和相关利益方应位于同一

位置，这样他们可以频繁而方便地进行交流。如果无法同地办公，团队各自分散，则需要

投入额外的资源来促成交流、理解文化差异、同步 

工作以及促进知识共享。 

 

 

 

8.2.3 成果 

 

8.2.3.1 已确定的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是一个推动者和“仆人型领导”，需确保 Scrum 团队拥有一个有助于成功完成

项目的环境。Scrum Master 需领导、促进并向参与项目的每个人传授 Scrum 实践，为团队扫

除障碍，并确保遵循 Scrum 流程。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有责任确定 Scrum 项目的 

Scrum Master 。 

 

Scrum Master 角色在章节 3.4 中进行了详述。 

 

 

8.2.3.2 已确定的相关利益方* 

 

相关利益方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客户、用户和发起人，他们频繁与产品负责人、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交流，从而加快创建项目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并提供相关信息。项

目创造的协作优势服务于相关利益方。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角色在章节 3.3.2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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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创建 Scrum 团队 
 

 

图 8-8 显示了创建 Scrum 团队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8-8：创建 Scrum 团队——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Scrum Master* 

3. 项目愿景说明* 

4. 人员要求 

5. 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 

6.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7.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8. 资源要求 

9.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Scrum 团队选择* 

2. 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专家

建议 

3. 人力成本 

4. 培训和培训成本 

5. 资源成本 

1. 已确定的 Scrum 团队* 

2. 后备人员 

3. 合作计划 

4. 团队建设计划（Team 

Building Plan）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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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创建 Scrum 团队——数据流程图 

  

• 项目愿景说明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4  

发展史诗

（Epic(s))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8.5  

创建产品待

办列表 

9.1  

建立用户故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待办

事项 

10.1  

创建可交付

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

迭代 

12.2  

回顾项目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11.2 

回顾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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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投入 
 

 

8.3.1.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3.1 中进行详述。 

 

 

8.3.1.2 Scrum Master* 

 

在章节 8.2.3.1 中进行详述。 

 

 

8.3.1.3 项目愿景说明* 

 

在章节 8.1.3.2 中进行详述。 

 

 

8.3.1.4 人员要求 

 

在章节 8.2.1.8 中进行详述。 

 

 

8.3.1.5 人员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 

 

在章节 8.2.1.9 中进行详述。 

 

 

8.3.1.6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在章节 8.2.1.10 中进行详述。 

 

 

8.3.1.7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在章节 8.2.1.11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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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 资源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 Scrum 团队有效运作所需的所有资源（而不仅仅是人员）。这些资源的示例

包括办公室基础设施、会议空间、工作设备和 Scrumboard。如果是虚拟团队，则还需考虑

协作工具、视频会议、共享文档存储库和翻译服务等额外资源。 

 

 

8.3.1.9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8.3.2 工具 
 

 

8.3.2.1 Scrum 团队选择* 
 

 
 

Scrum 团队是所有 Scrum 项目的核心，获取适当的团队成员对于成功交付 Scrum 项目至关重

要。Scrum 团队成员需要是通才同时也要是专才，即，通晓多个领域的知识，同时又至少

精于其中一个领域。除了有关主题的专业知识外，团队成员的软技能对自组织型团队的成

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理想的 Scrum 团队成员需要独立、积极主动、以顾客为中心、有责任心且善于合作。团队

应该能够营造一个独立思考和集体决策的环境，以便从这种结构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8.3.2.2 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专家建议 

 

在创建 Scrum 团队时，人力资源部经理给出的专家建议十分宝贵。人力资源部拥有关于组

织员工的专业知识和多种技巧，可以协助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发

起人确定适当的团队成员。 

 

 

8.3.2.3 人力成本 

 

需要评估、分析、审批和预算与人员要求相关的所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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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 培训和培训成本 

 

团队成员可能不具备执行专业任务所需的技能或知识。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应评

估潜在团队成员的培训需求，并在发现存在任何技能或知识缺口时提供培训。 
 

为了真正有效地实施 Scrum，组织内部必须对 Scrum 原则和价值观有很高的意识。这种意

识将有助于成功执行 Scrum。Scrum 团队必须在 Scrum 的实践中得到增强和锻炼，而 Scrum 

Master 则应扮演团队教练的角色。由于迭代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培训将帮助团

队了解如何讨论和确定可实现的迭代目标。Scrum Master 需要通过激励 Scrum 团队和促进开

发流程，发挥整个团队的最大潜力。通过培训和指导团队成员，Scrum Master 可以帮助他们

清楚地表达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通常情况下，团队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或冲突都可以在 

Scrum Master 的指导和帮助下由团队自身加以解决。Scrum Master 应解决团队内士气低落或

缺乏合作等问题，负责为团队扫清障碍。当需要时，Scrum Master 可以将外部问题和障碍向

上反映到管理层来加以解决或清除。 

 

培训和培训成本也将在章节 8.2.2.3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流程中进行讨论。 

 

 

8.3.2.5 资源成本 

 

必须评估、分析、审批和预算与所有非人员要求相关的成本。项目环境中的资源是用于执

行任务或活动的任何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材料、外部服务和实际空间。 

 

 

8.3.3 成果 

 

8.3.3.1 已确定的 Scrum 团队* 

 

Scrum 团队，有时也称为开发团队，是负责理解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指定的商业要

求、估计用户故事并最终创建项目可交付成果的人员群组或团队。Scrum 团队是跨职能且

自组织型团队。该团队决定在迭代中投入的工作量并确定执行工作的最佳方式。Scrum 团

队由跨职能团队成员组成，他们执行与创建潜在可交付成果相关的所有工作，包括开发、

测试、质量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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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负责人需负责确定 Scrum 团队，且通常与 Scrum Master 进行商议。 

 

Scrum 团队角色在章节 3.6 中进行了详述。 

 

 

8.3.3.2 后备人员 

 

在选择团队时，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每个 Scrum 团队成员创建后备人员。尽管已提前确认

了团队成员的可工作日程和全心投入情况，但仍有可能发生生病、家庭突发事件或团队成

员离职等问题。Scrum 团队以六至十人小组的形式工作。拥有后备人员可确保不会因为团

队成员的减少而导致生产力大幅下降。 

 

 

8.3.3.3 合作计划 

 

合作是 Scrum 中极其重要的元素。计划各个决策者、相关利益方和团队成员之间进行交流

与合作的方式至关重要。合作计划是可选输出，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有时，它可

能只是各个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口头协议，因为 Scrum 会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文档。但是，对

于更大、更复杂的项目，尤其是涉及分散团队的项目，则需要设立更正式的协议。该计划

可以确定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相关利益方和参与 Scrum 项目的其他人在整个项目中如何

进行沟通和协作，还可以定义用于此目的的特定工具或技术。例如，在分散团队中，可能

需要达成协议，确定召开会议的时间和方式、使用的通讯工具以及每种会议的参与人员。 

 

 

8.3.3.4 团队建设计划（Team Building Plan） 

 

由于 Scrum 团队具有跨职能性，因此每个成员都需要积极参与项目的各个方面。Scrum 

Master 应确定团队成员需要面对的问题，并尽力解决相关问题，从而维护团队有效运作。 

 

为了建立团队凝聚力，Scrum Master 应确保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和谐，并确保团队成员

能齐心协力实现总体项目和组织目标，从而提高效率和生产率。 

 

因此，需要认真学习章节 3.10，了解流行的人力资源理论及其与 Scrum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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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发展史诗（Epic(s)) 
 

图 8-10 显示了发展史诗（Epic(s))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8-10：发展史诗（Epic(s)）——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项目愿景说明* 

3.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4.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5. 批准的修改请求 

6.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7.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风险 

8. 法律和法规 

9. 适用合同 

10. 过往项目信息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用户小组会议* 

2. 用户故事研讨会 

3. 焦点小组会议 

4. 用户或客户访谈 

5. 问卷调查 

6. 风险确定技术 

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史诗（Epic(s)）* 

2. 角色* 

3. 批准的修改 

4. 已确定风险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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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发展史诗（Epic(s)）——数据流程图 

 

 

8.4.1 投入 

 

8.4.1.1 Scrum 核心团队* 

 

Scrum 核心团队由 Scrum 团队、Scrum Master 和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组成，如章节 

3.3.1 中所述。 

 

 

8.4.1.2 项目愿景说明* 
 

在章节 8.1.3.2 中进行详述。 

 

 

8.4.1.3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 项目愿景说明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

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

队 

8.4  

发展史诗

（Epic(s)) 

•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9.1  

建立用户故事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史诗（Epic(s)） •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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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4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在章节 8.1.1.6 中进行详述。 

 

 
8.4.1.5 批准的修改请求 

 
批准的修改请求来自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加入批准的项目修改列表中，以便在未来的迭

代中执行。每个修改都可以要求其自己的史诗（Epic）或用户故事，且可投入至发展史诗

（Epic(s)）流程中。此流程的批准的修改请求还可能源自其他 Scrum 流程。 

 

修改请求和批准的修改请求在章节 6.3.1、6.4.2.1 和 6.6 中进行了详细讨论。 

 

 
8.4.1.6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修改申请的常见形式为提交修改申请表。在得到正式批准前，修改申请处于未批准状态中。

发展史诗（Epic(s)）流程的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可能源自创建可交付成果、进行每日立会

和其他流程。 

 

修改请求和未经批准的修改请求在章节 6.3.1、6.4.2.1 和 6.6 中进行了详细讨论。 

 
8.4.1.7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风险 

 

与项目组合或项目群相关的风险也会影响该项目组合或项目群中的单个项目。在项目组合

和项目群的风险评估期间，如果确定某一风险会影响单个项目，则必须将该风险的相关信

息传达给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项目群和项目组合风险可以成为发展

史诗（Epic(s)）流程的一部分，且可能对此流程的实施情况产生整体影响。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风险在章节 7.5.1 中进行了详述。 

 

 
8.4.1.8 法律和法规 

 

根据项目的不同，领导机构可能会施加影响计划和执行的法律法规。法律来自组织外部，

由政府机构实施。法规可以是内部制定或外部引用。内部法规适用于公司内部，通常基于

公司政策。这些法规可能与质量管理体系、财务条例、员工规章制度等相关。外部法规是

与政府制定的标准、规范和要求相关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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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史诗（Epic(s)）时必须考虑法律和法规。史诗（Epic(s)）基于商业要求。为满足这些

要求，项目团队必须同时遵守内部和外部法律法规。 

 

有时，一些影响多个 Scrum 项目的法律法规可能会加入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如章节 

8.1.1.11 中所述。 

 
 

8.4.1.9 适用合同 

 
如果根据合同来完成整个项目或项目的一部分，则合同将定义工作范围和合同的特定条款。

使用的合同类型会影响项目风险。 

 

Scrum 项目中使用的一些常见合同类型如下所示： 

 
增量交付合同（Incremental Delivery Contract）——该合同包括定期检视点。在整个项目期

间，这可以帮助客户或相关利益方在每个检视点内定期做出产品开发决策。客户可以接受

产品开发、决定停止产品开发或要求修改产品。 

 

合资合同——通常情况下，两方或多方合作完成项目工作时，则需使用此类合同。因为项

目参与方分享所产生的营收和收益，因此他们希望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 

 

阶段式合同开发（Development in Phases Contract）——在顺利完成发布后，该合同为每月

或每个季度提供资金。由于没有资助不成功的产品发布，这激励了客户和供应商，并确保

客户的货币风险仅出现在特定时间段内。 

 

激励与惩罚合同——此类合同建立在协议上，该协议规定如果产品按时交货，则供应商能

够得到财务奖励，但如果延迟交货，则将产生经济罚款。 

 

其他常用的合同类型包括按功能付款合同、时间和材料合同、固定价格和固定范围合同以

及固定利润合同。 

 

在发展史诗（Epic(s)）时必须牢记所使用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8.4.1.10 过往项目信息 

 

在发展史诗（Epic(s)）和评估风险时，可从组织内过往类似项目中获得的宝贵的信息和见

解。过往项目信息包括项目经理的说明、项目日志和相关利益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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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获取与过往项目信息相关的资讯和最佳实践。 

 

 

8.4.1.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讨论。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在发展史诗（Epic(s)）时需考虑的规则、法规、标准和最

佳实践。 

 

 

8.4.2 工具 
 

 

8.4.2.1 用户小组会议* 

 

用户小组会议由相关利益方（主要是产品的用户或客户）参与。他们会为 Scrum 核心团队

提供有关用户期望的第一手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制定产品的验收标准，并为发展史诗

（Epic(s)）提供宝贵见解。用户小组会议有助于防止因期望和要求缺乏明确性而导致昂贵

返工。这些会议还可促进项目的认同，并在 Scrum 核心团队和相关的相关利益方之间达成

共识。 

 

 

8.4.2.2 用户故事研讨会 

 

用户故事研讨会是发展史诗（Epic(s)）流程的一部分。Scrum Master 推动这些会议，整个 

Scrum 核心团队都参与其中，偶尔需要其他相关利益方加入。这些研讨会可帮助产品负责

人对需求进行优先排序，并让  Scrum 核心团队对验收标准达成一致。它们可确保史诗

（Epic(s)）和用户故事从用户的角度描述功能、易于理解，且能够可靠地进行估计。用户

故事研讨会有助于理解用户对可交付成果的期待，对团队建设也大有帮助。它们还可以推

进为下一次迭代计划做准备。用户故事研讨会是讨论和阐述产品每一个元素的绝佳平台，

且通常会深入钻研最小的细节以确保每一个点都清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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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 焦点小组会议 

 

焦点小组召集个人参加指导会议，让后者表达他们对产品、服务或期望成果的意见、看法

或评分。焦点小组成员可以自由提问对方，以便获取特定主题或概念的说明。通过提问、

建设性批评和反馈，焦点小组能够取得更高质的产品，从而达到用户期望值。在这些会议

中，焦点小组成员有时可在某些领域达成共识，而在其他领域则可能拥有不同意见。当小

组成员拥有不同意见或看法时，则需尽一切努力消除分歧以便达成共识。 
 

焦点小组会议可以帮助团队提出创新理念、解决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这些会议可帮助

查明真相、生成理念，并从潜在用户和产品开发人员处获得反馈。这些会议通常出于规划、

评估或改善产品或服务的目的而召开。从这些会议中获得的见解有助于发展史诗（Epic(s)）

和用户故事。有时，会为了解决史诗（Epic(s)）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召开焦点小组会

议。 

 

 
8.4.2.4 用户或客户访谈 

 

在发展史诗（Epic(s)）的过程中，让相关利益方（包括产品的发起人、用户和客户）参与

其中可帮助获得必要的背景信息和见解。花费宝贵时光与用户和客户进行访谈将确保史诗

（Epic(s)）中的要求与整体项目愿景保持一致，从而带来更大的价值。 

 

这些访谈有助于： 

 
• 确定并理解相关利益方的需求和期望 

• 收集意见和数据 

• 理解相关利益方对成品的展望 

• 收集对迭代或部分开发产品的反馈 

 

 
8.4.2.5 问卷调查 

 

使用调查或问卷调查是从大量用户或客户处获得定量和定性统计信息的一种经济有效方式。

问卷调查是一种研究工具，其中包含一系列需由调查对象回答的问题，以便收集有关特定

问题或主题的信息。问卷调查可以是调查对象自己填写，也可以由面谈者填写。 

 

在设计问卷调查时需格外小心，选择适当的目标受众，并确定适当的调查部署方式，以避

免产生错误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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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史诗（Epic(s)）时，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或 Scrum Master 可能会展开调查，

以便从相关利益方或 Scrum 团队处收集相关信息。 

 

 

8.4.2.6 风险确定技术 

 

在章节 7.4.1.1 中进行详述。 

 

 

8.4.2.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3.3.2 中进行详述。 

 

在创建史诗（Epic(s)）时，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可能涉及登记在案的规则和法规，

或用于创建史诗（Epic(s)）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可能还会有一个主题专家团队来协助产品

负责人（Product Owner）创建史诗（Epic(s)）。这个团队可能包括商业分析师、首席架构师、

高级开发人员、Scrum 专家或其他经验丰富的人员。这个专家组通常与集中处理一个特定

项目的团队不同，因为他们时常会在“销售阶段”或“准备阶段”随着客户或用户从一个

项目移动到另一个项目。 

 

 

8.4.3 成果 
 

8.4.3.1 史诗（Epic(s)）* 
 

 

史诗（Epic(s)）编写于项目的初始阶段，期间大多数用户故事都是高级功能，或对产品描

述和要求进行概括。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它们是庞大的、未经完善的用户故事。 

 

当这些史诗（Epic(s)）出现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并准备在即将发生的迭代中完成时，

它们将分解为更小、更详细的用户故事。这些更小的用户故事通常是简短且易于实施的功

能或在迭代中待完成的任务块。 

 

 

8.4.3.2 角色* 

 

角色是极其详细的虚构角色，代表大多数用户以及可能无法直接使用成品的其他相关利益

方。创建角色，从而确定目标用户群的需求。创建特定角色可帮助团队更好地理解用户及

其要求和目标。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基于角色更有效地对功能进行优先排序，

从而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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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角色：这包括为角色设定一个虚构名字并选择一张图片，如库存图片。角色将包含非

常具体的属性，如年龄、性别、学历、环境、兴趣爱好和目标。同时还可以包括一段引用

文字来说明该角色的要求。以下是一个旅游网站的角色示例。 

 

示例： 
 

Vanessa 今年 39 岁，居住在旧金山。在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后，她正在追逐自己旅游

梦想，释放自己的激情。她喜欢在选择航班和住宿服务时能够多些选择，以便可以选择最

好和最实惠的选项，但缓慢和杂乱无章的网站时常让她感到沮丧。 

 

 

8.4.3.3 批准的修改 

 

未经批准的修改请求可能会在发展史诗（Epic(s)）流程中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批

准，有时还会随附相关利益方给出的建议。此类修改会分类为批准的修改，且可以在未来

的迭代中进行优先排序和实施。 

 

修改请求和批准的修改请求在章节 6.3.1、6.4.2.1 和 6.6 中进行了详细讨论。 

 

 

8.4.3.4 已确定风险 

 

在创建史诗（Epic(s)）时，可能会确定新的风险，这些已确定风险构成了此阶段重要的成

果。这些风险有助于制定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也称为风险调整产品待办列表）。 

 

风险确定在章节 7.4.1 中进行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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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图 8-12 显示了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8-12：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史诗（Epic(s)）* 

3. 角色* 

4.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5. 项目愿景说明 

6.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7. 商业要求 

8. 批准的修改请求 

9. 已确定风险 

10. 适用合同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2. 用户故事研讨会 

3. 价值计划（Planning for 

Value） 

4. 风险评估技术 

5. 项目价值估计 

6. 用户故事估计方法 

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2. 完成标准*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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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数据流程图 

  

• 史诗（Epic(s)）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4  

发展史诗

（Epic(s))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9.1  

建立用户

故事 

11.1  

展示并验证迭

代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角色 • 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 完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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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投入 
 

 

8.5.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8.5.1.2 史诗（Epic(s)）* 

 

在章节 8.4.3.1 中进行详述。 

 

 

8.5.1.3 角色* 

 

在章节 8.4.3.2 中进行详述。 

 

 

8.5.1.4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8.5.1.5 项目愿景说明 

 

在章节 8.1.3.2 中进行详述。 

 

 

8.5.1.6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在章节 8.1.1.6 中进行详述。 

 

 

8.5.1.7 商业要求 

 

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所有见解的总和。这些方式包括用户或客户访谈、问卷调查、JAD 会

议、差距分析、SWOT 分析以及其他会议，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商业需求，并有助于创建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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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8 批准的修改请求 

 

在章节 8.4.3.3 中进行详述。 

 

 

8.5.1.9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8.5.1.10 适用合同 

 

在章节 8.4.1.9 中进行详述。 

 

 

8.5.1.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讨论。 

 

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时，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在制定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时需考虑的规则、法规、标准和最佳实践。 

 

 

8.5.2 工具 

 

 

8.5.2.1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基于以下所示商业价值，会使用一些技术来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或要求进行

优先排序： 
 

• MoSCoW 优先排序方案——MoSCoW 优先排序方案取自“Must have”、“Should 

have”、“Could have”和“Won’t have”首字母（即“必须拥有”、“应该拥有”、

“可以拥有”和“将不会拥有”）。这种优先排序方式通常比简单的方案更有效。

这些标签按照优先次序降序排列，“必须拥有”用户故事代表决定产品是否有价值

的不可或缺功能，而“将不会拥有”用户故事则代表有则更佳但是不必要的功能。 
 

• 配对比较法（Paired Comparison）——在这种技术中，会准备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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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纳入所有用户故事列表。接下来分别获取每个用户故事，并将其与列表中的其他

用户故事进行逐个比较。每次比较两个用户故事时，决定哪一个更加重要。通过此

流程可以产生用户故事的优先列表。 
 

 

• 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由迪恩·兰

芬维奥（Dean Leffingwell）和唐·威德里格（Don Widrig）制定（2003 年）。这种方式

允许客户使用 100 分制为最重要的用户故事进行投票。目的是为具有较高优先级的

用户故事赋予较其他可用用户故事更多的权重。每个小组成员为各个用户故事分配

分数，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用户故事更多的分数。在投票过程结束后，将会计算每

个用户故事获得的总分，从而确定优先排序。 
 

 

• 卡诺分析（Kano Analysis） 

 

在章节 4.5.2 中进行详述。 

 

 

8.5.2.2 用户故事研讨会 
 

 

在章节 8.4.2.2 中进行详述。 

 

 

8.5.2.3 价值计划（Planning for Value） 

 

在章节 4.5.2 中进行详述。 
 

 

 

8.5.2.4 风险评估技术 

 

在章节 7.4.2.1 中进行详述。 

 

 

8.5.2.5 项目价值估计 

 

在章节 4.5.1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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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6 用户故事估计方法 

 

在估计用户故事流程（如章节 9.2.2.3 中所述）中用于估计用户故事的所有工具，都可在创

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时用于为史诗（Epic(s)）创建高水平估计。一些重要的工具包括： 
 

1. Wideband Delphi 

2. 计划扑克 

3. 五指拳（Fist of Five） 

4. 亲和估计（Affinity Estimation） 

 

8.5.2.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8.4.2.7 中进行详述。 

 

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时，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可能涉及登记在案的规则和法

规，或用于创建史诗（Epic(s)）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可能还会有一个主题专家团队在创建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协助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这个团队可能包括商业分析

师、首席架构师、高级开发人员、Scrum 专家和/或其他经验丰富的人员。这个专家组通常

与集中处理此项目的团队不同，因为他们时常会在“销售阶段”或“准备阶段”随着客户

或用户从一个项目移动到另一个项目。 

 

 

8.5.3 成果 

 

8.5.3.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制定，其中包含以史诗（Epic(s)）的形式

编写的商业和项目要求的优先列表，即高水平的用户故事。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基于三个主

要因素：价值、风险或不确定性以及依赖性。它也称为风险调整产品待办列表，因为它包

含和项目相关的已确定和已评估风险。它还包含所有批准的修改，这些修改在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进行适当的优先排序（如章节 6.3.1 中所述）。 

 

• 价值——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首要责任是确保交付的产品可提供最高水

平的商业价值。如果已经存在其他更高价值的产品足以用于首次发行，那么即使是

非常有价值的产品也可能不会包含在首次发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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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和不确定性——存在越多的不确定性，项目的风险就越大。因此，需要对优先

产品待办列表中具有更高风险的产品给与更高的优先级。具有更高级别风险的产品

还需要执行风险缓解操作。当针对待办列表进行风险缓解操作优先排序时，则形成

了风险调整产品待办列表。在项目早期处理风险并不能保证项目会成功，但是可以

提高团队的风险处理能力。这在章节 7.4.3 中进行了详述。 
 

 

• 依赖性——通常来说，创建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用户故事之间都会存在依赖性。

功能要求通常依赖于其他功能甚至非功能要求。这些依赖性可能影响用户故事在优

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优先排序。解决依赖性的两种常见方式是，将单个故事拆分成

多个部分，或将相互依赖的故事合并在一起。 
 

 

• 估计——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还包含高水平的史诗（Epic(s)）估计。 

 

 

 

8.5.3.2 完成标准* 
 

 

完成标准是一套规则，适用于所有用户故事。明确“完成”的定义至关重要，因为这消除

了需求中的歧义并帮助团队遵守法定质量规范。这个明确定义用于创建“完成标准”，这

些标准是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的成果。根据完成标准和用户故事验收标准，产品负

责人（Product Owner）评判并批准所展示一个用户故事，则表明该用户故事已完成。 
  



 8 – 启动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173 
 

8 

8.6 进行发布计划 
 

图 8-14 显示了进行发布计划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8-14：进行发布计划——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3. 项目愿景说明* 

4.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5. 完成标准*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8.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9.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10. 商业要求 

11. 假期日历 

12.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 

2. 发布优先排序方法

（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 

1.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2. 迭代时长* 

3. 面向发布的目标客户

（Target Customers for 

Release） 

4. 改进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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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进行发布计划——数据流程图 

  

• 项目愿景说明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9.6  

创建迭代待办

事项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Scrum 团队 

• 完成标准 

•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迭代时长 

• 发布计划时间表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12.1 

交付可交付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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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投入 
 

 

8.6.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8.6.1.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8.6.1.3 项目愿景说明* 

 

在章节 8.1.3.2 中进行详述。 

 

 

8.6.1.4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章节 8.5.3.1 中进行详述。 

 

 

8.6.1.5 完成标准* 

 

在章节 8.5.3.2 中进行详述。 

 

 

8.6.1.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1.2 中进行详述。 

 

 

8.6.1.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8.1.1.3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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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8 项目群产品订单（Program Product Backlog） 

 

在章节 8.1.1.5 中进行详述。 

 

 

8.6.1.9 商业要求 

 

在章节 8.5.1.7 中进行详述。 

 
 

8.6.1.10 假期日历 

 

对于 Scrum 团队而言，跟踪重要日期和所有团队成员的可工作日程非常重要。这可以通过

使用共享日历来实现，该日历提供有关法定假日、休假、旅行计划、活动等的信息。此日

历将帮助团队计划和执行迭代。 

 

 

8.6.1.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进行发布计划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在制定发布计划时需考虑的规

则、法规、标准和最佳实践。Guidance Body 可能是定义与商业价值、发布期望、部署策略、

质量和安全性相关的指导方针的最佳机构。 

 

 

8.6.2 工具 
 

 

8.6.2.1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召开的目的是制定发布计划。该计划定义向客户

交付各种可用功能或产品的时间。在 Scrum，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的

主要目标让 Scrum 团队大致了解他们正在开发的产品的发布和交付时间表，从而满足产品

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相关利益方（主要是项目发起人）的期望。 

 

许多组织都有关于发布产品的策略。一些组织偏好连续部署，即在创建指定的可用功能后

还会发布版本。另一些组织则选择阶段性部署，即按预定义的时间间隔发布版本。根据组

织的策略，项目中的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可能按功能来召开，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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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开发出预定的功能组合后，立即交付一个版本；或者可以按日期来进行计划，在预定

义的日期交付版本。 

 

由于 Scrum 框架提倡基于信息的迭代决策，而不是像传统瀑布式项目管理一样进行详细的

前期计划，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无需为整个项目制定详细的发布计划。

发布计划可随着相关信息的出现而不断更新。 

 

 

8.6.2.2 发布优先排序方法（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 

 

发布优先排序方法（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用于制定发布计划。这些方法针对特定行

业和组织，通常由组织的高级管理层确定。 

 

8.6.3 成果 

 

8.6.3.1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是进行发布计划流程的主要成果之一。发布计

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规定了将向客户交付的可交付成果，以及计划时间间

隔和发布日期。不是每次迭代迭代结束时都会有计划发布时间表。有时，可能会在一组迭

代迭代完成后计划发布。根据组织的策略，项目中的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可能按功能来召开，其目标是在开发出预定的功能组合后立即交付；或者可以按

日期来进行计划，在预定义的日期交付版本。当可交付成功成果能够为客户提供足够的商

业价值时，即应当进行交付。 

 

 

8.6.3.2 迭代时长* 

 

根据商业需求和发布计划等各种信息，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决定项目

的迭代时长。一旦确定，相关项目的迭代时长通常是固定的。 

 

但是，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可在适当时修改迭代时长。在项目早期，

他们可能需要多重试验才能确定最佳的迭代时长。在项目的后期，修改迭代时长则通常意

味着可通过改善项目环境来缩短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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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的时间限制可以是 1 至 6 周。但是，为了从 Scrum 项目中获得最大的收益，通常建议

将迭代的时间限制在 4 周以内，除非是具有极稳定需求的项目，可将迭代延长至 6 周。 

 

章节 6.5.1 中详细介绍了迭代时长的预期修改可能产生的影响。 

 

 

8.6.3.3 面向发布的目标客户（Target Customers for Release） 

 

 

并非每次发布都针对所有相关利益方或用户。相关利益方可以选择向部分用户展示发布。

发布计划规定发布针对的目标客户。 
 

 

 

8.6.3.4 改进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制定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可在此流程中进行改进。在 

Scrum 核心团队与相关利益方召开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之后，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可能会更加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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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阶段数据流程图 
 

 

 
图 8-16：启动阶段——数据流程图 

 

项目商业案例（Project Business 

Case） 

项目愿景说明 

8.1  

创建项目愿景 
8.4  

发展史诗（Epic(s))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6  

进行发布计划 

项目愿

景说明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Scrum 核

心团队 

史诗 

(Epic(s)) 
角色 

角色 

Scrum 
Master 

Scrum 团队 

 

Scrum 核

心团队 

Scrum 核

心团队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完成

标准 

完成标准 
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项目愿景说明 

迭代时长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Scrum 核心团队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共同构成了 Scrum 核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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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划与评估 
 

计划和估计阶段由与计划和估计任务相关的流程组成，包括创建用户故事；估计用户故事；

提交用户故事；确定任务；估计任务；以及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计划和估计，如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定义，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 Scrum 团队以及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

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另请注意，尽管所有流程都在 SBOK™ 指南中进行了单独定义，但它

们并非一定要按顺序或单独地执行。有时，可能合并某几个流程会更为适当，具体取决于

每个项目的特殊要求。 

 

本章从处理一个迭代以生成潜在可交付成果的 Scrum 团队角度来编写，这个团队可能是更

大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一部分。有关“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的更多信息在第 13 

章中进行了详述，“Scrum 的企业扩展”的信息请参见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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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提供了计划和估计阶段流程的概览，具体如下所示： 

 

 

9.1 建立用户故事——此流程建立用户故事及其相关的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用户故事通常由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编写，确保清楚表达客户需求并完全得到所有相关利益方的

理解。参与建立用户故事的 Scrum 团队成员可能会举办用户故事编写研讨会。用户故事将

并入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9.2 估计用户故事——在此流程中，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详细说明用户故事，以

便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估计开发每个用户故事中描述的功能所需的工作量。 

 

9.3 提交用户故事— 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承诺交付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批准并

应用于迭代的用户故事。该流程的成果是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在此流程中，已提交的用户故事被分解为特定任务，并汇集为任务列表。 

 

9.5 估计任务——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会估计完成任务列表中每个任务所需的工作

量。此流程的成果是工作量估计任务列表。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举行迭代计划会议，期间该团队创

建一个迭代待办事项，涵盖该次迭代中需要完成的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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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计划和估计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9.1 建立用户故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提交的用户故事*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2. 分解 

3. 确认依赖性 

成果 
1. 任务清单* 

2. 更新的已提交用户故事* 

3. 依赖性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任务清单* 

3.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4. 依赖性 

5. 已确定风险 

6.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2. 估计标准* 

3. 估计方式* 

成果 
1.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2. 更新的任务清单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3. 迭代时长* 

4. 依赖性 

5. 团队日历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2. 迭代跟踪工具 

3. 迭代跟踪指标 

成果 

1. 迭 代 待 办 事 项 （ Sprint 

Backlog）* 

2.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完成标准* 

4. 角色* 

5.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6. 史诗 (Epic(s)) 

7. 商业要求 

8. 法律和法规 

9. 适用合同 

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用户故事写作专长* 

2. 用户故事研讨会 

3. 用户小组会议 

4. 焦点小组会议 

5. 客户或用户访谈 

6. 问卷调查 

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

识 

成果 
1.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3.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4. 更新或改进的角色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用户故事* 

3.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3. 估计方式* 

成果 

1.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2.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更新的用户验收标准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3. 迭代时长* 

4. 过往迭代速度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2. 沟通方式 

成果 
1. 提交的用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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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 9-2 显示计划和估计阶段中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2：计划和估计概览（概要）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9.1 建立用户故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完成标准* 

4. 角色* 

工具 

1.  用户故事写作专长* 

成果 

1.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用户故事* 

工具 

1.  估计方式* 

成果 
1.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3. 迭代时长*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成果 
1.  提交的用户故事*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提交的用户故事*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成果 
1.  任务清单*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任务清单*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2. 估计标准* 

3. 估计方式* 

成果 

1.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 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3. 迭代时长* 

工具 

1. 迭代计划会议* 

成果 

1.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2.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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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建立用户故事 
 

图 9-3 显示了建立用户故事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3：建立用户故事——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完成标准* 

4. 角色* 

5.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6. 史诗 (Epic(s)) 

7. 商业要求 

8. 法律和法规 

9. 适用合同 

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用户故事写作专长* 

2. 用户故事研讨会 

3. 用户小组会议 

4. 焦点小组会议 

5. 客户或用户访谈 

6. 问卷调查 

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用户故事* 

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3.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4. 更新或改进的角色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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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建立用户故事——数据流程图 

 

 

9.1.1 投入 

 

9.1.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9.1.1.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章节 8.5.3.1 中进行详述。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完成标准 

•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8.4  

发展史诗（Epics) 

• 角色 

• 用户故事 

9.1  

建立用户故

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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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完成标准* 

 

在章节 8.5.3.2 中进行详述。 

 

9.1.1.4 角色* 

 

在章节 8.4.3.2 中进行详述。 

 

9.1.1.5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9.1.1.6 史诗 (Epic(s)) 
 
 

在章节 8.4.3.1 中进行详述。 

 

9.1.1.7 商业要求 

 

在章节 8.5.1.7 中进行详述。 

 

9.1.1.8 法律和法规 

 

在章节 8.4.1.8 中进行详述。 

 

9.1.1.9 适用合同 

 

在章节 8.4.1.9 中进行详述。 

 

9.1.1.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建立用户故事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在建立有效的用户故事时需考

虑的规则、法规、标准和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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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工具 
 

 

9.1.2.1 用户故事写作专长*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根据自己与相关利益方的互动、自身商业知识和专业知识以

及团队投入来开发用户故事，形成项目的优先产品待办事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表示在项

目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事项总计。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建立精心制作的用户故事，以便提交给 

Scrum 团队进行估计。有时，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引进商业分析师，以便协助编

写用户故事。 

 

尽管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担负编写用户故事的主要责任，且通常身体力行地参与

其中，但是在需要时，还可以召开用户故事编写研讨会。 

 

 

9.1.2.2 用户故事研讨会 
 

 

在章节 8.4.2.2 中进行详述。 

 

 

9.1.2.3 用户小组会议 

 

在章节 8.4.2.1 中进行详述。 

 

 

9.1.2.4 焦点小组会议 

 

焦点小组会议是一种定性方法，用来评估和理解用户对于所拟议产品的需求和期望。通常

会选择几个用户来组成焦点小组。这个小组可以是从大量用户中随机选择，也可以是精挑

细选以代表所有主要目标角色。焦点小组会议通常会遵循一个特定的模式，即组内成员提

问，然后一起讨论。每个焦点小组会议都有其自己的讨论规则，由组织者决定。这些会议

通常会有支持人参与。 

 

 

9.1.2.5 客户或用户访谈 

 

在章节 8.4.2.4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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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6 问卷调查 

 

在章节 8.4.2.5 中进行详述。 

 

 

9.1.2.7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8.4.2.7 中进行详述。 

 

在建立用户故事时，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可能涉及登记在案的规则和法规，或用

于建立用户故事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可能还会有一个主题专家团队来协助产品负责人或提

供有关如何建立用户故事的指导。这个团队可能包括商业分析师、首席架构师、高级开发

人员、Scrum 专家或其他经验丰富的人员。这个专家组通常与集中处理此项目的团队不同，

因为他们时常会从一个项目移动到另一个项目，根据需要为 Scrum 团队提供指导。 

 

 

9.1.3 成果 

 

9.1.3.1 用户故事* 

 

用户故事遵守特定的预定义结构要求，并且是记录要求和所需终端用户功能的简单方式。

用户故事讲述有关要求的三个方面：人物、内容以及原因。用户故事中应当使用简洁易懂

的语言表达要求。预定义的标准格式能够改善相关利益方间的沟通质量，提高团队的估计

能力。部分用户故事可能过大，无法在单个迭代中处理。这些大型用户故事通常称为史诗

（Epics）。当这些史诗（Epics）出现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并准备在即将发生的迭代中

完成时，它们将分解为更小的用户故事。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是一个持续更新的动态列表，因为会重新排序、新建、更新、改进用户

故事，有时甚至还会删除用户故事。待办列表的这些更新通常是商业要求修改的结果。 

 

另请参阅章节 8.5.3.1 以了解有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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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故事格式： 

 

作为<role/persona>，我应该能够<requirement>，以便<benefit>。 

 

用户故事示例： 

 

作为数据库管理员，我应该能够还原选定的数据库更新数量，以便恢复所需的数据库版

本。 

 

 

9.1.3.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每个用户故事都有相关的验收标准。用户故事具有主观性，因此验收标准为用户故事提供

了必须目标，以便在迭代评审期间考量是否可将用户故事视为“完成”。验收标准可让团

队清楚了解用户故事的期望内容，厘清要求中的不明确部分，并帮助达成期望。产品负责

人（Product Owner）为 Scrum 团队定义并传达验收标准。在迭代评审会议中，验收标准可以

为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提供背景信息以便决定用户故事是否已圆满完成。Scrum 

Master 有责任确保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没有在迭代期间修改已提交用户故事的验收

标准，这一点十分重要。 

 

 

9.1.3.3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创建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会新增有关用户故事、史诗

（Epic(s)）、用户故事的估计以及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的信息。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在章节 8.5.3.1 中进行了详述。 

 

 

9.1.3.4 更新或改进的角色 

 

角色在发展史诗（Epic(s)）流程中初始创建。当编写用户故事时，Scrum 团队可能会共同决

定某些初始角色不够完善，需要加以改进。如果需要改进角色，则通常在建立用户故事流

程临近结束时完成。 

 

角色在章节 8.4.3.2 中进行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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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估计用户故事 
 

图 9-5 显示了估计用户故事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5：估计用户故事——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6：估计用户故事——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用户故事* 

3.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迭代计划会议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

会议 

3. 估计方式* 

1.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2.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更新的用户验收标准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用户故事 
9.1  

建立用户故事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 估计用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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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投入 
 

 

9.2.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9.2.1.2 用户故事* 

 

在章节 9.1.3.1 中进行详述。 

 

 

9.2.1.3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估计用户故事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有效估计用户故事所需的规则、

法规、标准和最佳实践。 

 

 

9.2.2 工具 
 

9.2.2.1 迭代计划会议 

 

在迭代计划会议期间，Scrum 核心团队会对用户故事加以讨论。如果在创建或整理产品待

办列表期间没有进行此类操作，则还会对每个用户故事进行评估，并基于相对故事点为它

们分配高水平估计。 

 

另请参见章节 9.3.2.1、9.4.2.1、9.5.2.1 和 9.6.2.1。 

 

 

9.2.2.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会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进行。由于会对待办列表

中的新用户故事或已更新的用户故事进行改进，Scrum 团队会为每个用户故事分配或更新

高水平的估计。相对大小或故事点可用估计用户故事或功能的总体规模。此方法会基于对

用户故事规模的总体评估，同时考虑到风险、所需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来分配故事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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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评估将由 Scrum 团队进行，且将分配故事点值。当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一个用户故

事完成评估后，Scrum 团队可评估与该故事相关的其他用户故事。 

 

9.2.2.3 估计方式* 

 

有大量估计方式可用作估计用户故事的工具。一些重要的工具包括： 

 

1. Wideband Delphi 
 

Wideband Delphi 技术是一种基于组的估计技术，能够用于确定涉及的工作量以及完成

相关工作所需的时间。团队中的每名成员以不记名方式来估计每个项目，并将初始

估值标绘在一份图表上。然后团队讨论影响他们估值结果的相关因素，并进行第二

轮估计流程。重复估计流程，直到每名成员的估值相差无异，并且能够取得一致的

最终估值。 

 

2. 计划扑克 
 

计划扑克，也成为估计扑克，是 Wideband Delphi 技术的衍生品。这是一种估计技术，

使用共识来估计用户故事的相对大小或是建立用户故事所需要的工作量。 

 

在计划扑克中，每个团队成员都会获得一幅扑克牌。每张牌都按顺序编号，这些编

号代表由团队成员基于估计的时间或工作量所得出的问题复杂性。Scrum 团队成员

会先评估每一项（用户故事或任务）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然后，每位成为从扑克牌

中选择一张，代表其对该项的估计。如果大多数或所有团队成员选择同一张牌，则

该卡牌所代表的估计将是该项的估计。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则团队成员会讨论选择

不同卡牌或估计的原因。讨论之后，他们会再次选择卡牌。这个过程会不断持续，

直到理解所有设想，消除所有误解，并达成共识或协议。 

 

计划扑克提倡参与者之间多多互动，加强交流。它能促进参与者的独立思考，从而

避免群体思维现象。 

 

3. 五指拳（Fist of Five） 
 

五指拳（Fist of Five）是可用作估计实践的一项简单快捷技巧，同时也是一种一般小

组共识建立方式。在初步讨论固定提议或待定决策之后，要求每位 Scrum 团队成员

用手指示数，按照 1-5 的评分进行投票。作为一种估计工具，展示的手指数即表明

相对估计值。如果团队成员给出了异常估计值（最高和最低值），则需向小组解释

其估计值的合理性，并进行讨论。在团队进行讨论后，将会进行新一轮五指拳（Fist 

of Five），或者作出集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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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方式得出的值不仅会建立共识，还可以推动讨论，因为团队成员需要解释

其估计的原因。同时，他们也有机会表达任何问题或疑虑。作为建立共识的通用技

术，团队成员会对考虑中的提案或待决决定进行初始讨论，然后根据他们的同意程

度和讨论意愿进行投票： 

 

一根手指：我不同意小组的结论，且有很大的疑虑。 
 

两根手指：我不同意小组的结论，想再讨论一些小的问题。 
 

三根手指：我不太确定，我同意小组的共识结论。 
 

四根手指：我同意小组的结论，想再讨论一些小的问题。  
 

五根手指：我完全同意小组的结论。 

 
4. 亲和估计（Affinity Estimation） 

 

亲和估计（Affinity Estimation）技术是一种快速估计大量用户故事的技术。团队成员借

助便签纸或者索引卡加胶带等道具，将用户故事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贴在墙壁或其他

表面上。为此，每个团队成员需要从总体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取出一些用户故事，

并将其按相对大小放置。最初的排序在沉默中进行。当每个人都将其用户故事贴在

墙上之后，团队会评审所有位置，且可能会根据情况移动用户故事。第二部分则是

讨论。最后，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在墙上表明一些大小类别。这些类别可

能是小、中或大，或者可能使用故事点值来编号以表明相对大小。然后，团队会将

用户故事移动到这些类别中以结束此流程。这种方式的一些主要优势是，它非常透

明，每个人都可以亲眼见证，且易于操作。 

 
 

9.2.3 成果 
 

 
9.2.3.1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在 Scrum 团队使用本章节中讨论的各种估计技术对用户故事进行估计后，这些故事则被视

为“已估计的用户故事”。相对大小或故事点可用估计用户故事或功能的总体规模。此方

法会基于对用户故事规模的总体评估，同时考虑到风险、所需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来分

配故事点值。此评估将由 Scrum 团队进行，且将分配故事点值。当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的一个用户故事完成评估后，Scrum 团队可评估与该故事相关的其他用户故事。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每个团队的故事点校准会有所不同，因此完成的故事点数不能用于团队之间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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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2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章节 9.1.3.3 中进行详述。 

 

 

9.2.3.3 更新的用户验收标准 

 

在章节 9.1.3.2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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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提交用户故事 
 

图 9-7 显示了提交用户故事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7：提交用户故事——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8：提交用户故事——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3. 迭代时长* 

4. 过往迭代速度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迭代计划会议* 

2. 沟通方式* 

1. 提交的用户故事*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9.2  

估计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 估计用户故事 

•提交的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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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投入 
 

 

9.3.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9.3.1.2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在章节 9.2.3.1 中进行详述。 

 

9.3.1.3 迭代时长* 

 

在章节 8.6.3.2 中进行详述。 

 

 

9.3.1.4 过往迭代速度 

 

迭代速度是团队完成迭代工作的速度。迭代速度通常采用估计使用的单位，通常为故事点

或理想时间。每个迭代团队的迭代速度记录都会加以维护，以便在将来的迭代中用作参考。

过往迭代速度是确定该团队在随后的迭代中可提交的工作量的最重要因素。自上次迭代后

任何情况或条件的变化都应考虑在内，以确保准确估计下一次迭代的迭代速度。 

 

 

9.3.1.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提交用户故事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有效提交用户故事所需的规则、

法规、标准和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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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工具 
 

 

9.3.2.1 迭代计划会议* 
 

 

在迭代计划会议中，Scrum 团队会聚集在一起以便计划需要在迭代中完成的工作。团队会

评审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居首位的已估计用户故事。如果需要说明用户故事或优先级，

则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出席该会议。为确保小组成员始终专注于话题，该会议

应设置时间限制，标准时长限制为迭代期间每周两小时。这有助于防止在讨论中出现混乱

趋势，这种情况通常会在发布计划或迭代评审会议等其他会议中真实发生。在该会议的过

程中，整个 Scrum 团队将致力于从迭代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交付一部分用户故事。 

 

另请参见章节 9.2.2.1、9.4.2.1、9.5.2.1 和 9.6.2.1。 

 

 

9.3.2.2 沟通方式* 
 

 

Scrum 主要通过 Scrum 团队同地办公来促进准确有效的沟通。Scrum 也更喜欢非正式的面对

面交流，而不是正式的书面交流。当 Scrum 团队需要四处分散时，Scrum Master 应确保提供

有效的沟通方式，以便团队可以自我组织、协作和有效地工作。 

 

 

9.3.3 成果 
 

 

9.3.3.1 提交的用户故事* 
 

 

Scrum 团队会根据其速度，提交其认为可在下一次迭代中完成的一部分已估计用户故事。

应始终根据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定义的优先级来选择提交的用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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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确定任务 
 

图 9-9 显示了确定任务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9：确定任务——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10：确定任务——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提交的用户故事* 

1. 迭代计划会议* 

2. 分解 

3. 确认依赖性 

1. 任务清单* 

2. 更新的已提交用户故事* 

3. 依赖性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9.3 

提交用户故事 
•提交的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 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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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投入 
 

 

9.4.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9.4.1.2 提交的用户故事* 

 

在章节 9.3.3.1 中进行详述。 

 

 

9.4.2 工具 
 

 

9.4.2.1 迭代计划会议* 
 

 

在迭代计划会议中，Scrum 团队会聚集在一起以便计划需要在迭代中完成的工作。团队将

评审迭代的每个已提交用户故事，并确定可实施的活动或任务。需要开展这些活动或任务

才可实施所需的可交付成果，以便实现用户故事并满足验收标准。如果需要对提交的用户

故事加以说明以帮助团队做出设计决策，则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出席该会议。 

 

另请参见章节 9.2.2.1、9.3.2.1、9.5.2.1 和 9.6.2.1。 

 
 

 

9.4.2.2 分解 

 

分解是一种工具，可将高级任务细分为更低级、更详细的任务。Scrum 团队成员将用户故

事分解为任务。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用户故事应该充分分解至相应的级别，以便为 Scrum 团

队提供足够信息，从而从任务清单中提及的任务中创建可交付成果。 

 

 

9.4.2.3 确认依赖性 
 

 

Scrum 团队为给定迭代选择用户故事后，他们就应考虑一切依赖性，包括涉及人员可工作

日程的依赖性以及任何技术依赖性。正确记录依赖性可帮助 Scrum 团队确定相对顺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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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这种顺序来执行任务，以便创建迭代可交付成果。依赖性突显了进行给定迭代的 

Scrum 团队与项目中其他 Scrum 团队间任务联系和交流。 

 

有多种依赖性类型：强制和任意、内部和外部，或这些依赖性的部分组合。例如，一种依

赖性可以同时是强制和外部依赖性。 

 

• 强制依赖性——这些依赖性或是工作中固有的（例如物理限制），或可能是合同义

务或法律要求所致。例如，在建筑物的地基完成之前，无法开始一楼的工作。强制

依赖性通常也被描述为硬逻辑。 

 

• 任意依赖性——通过选择，决定应用于工作流中的依赖关系。通常情况下，Scrum 

团队根据在特定领域中的过往经验或最佳实践来确定任意依赖性。 例如，团队可以

决定先处理某个任务，然后再进行另一个任务，因为这是最佳作法，但并不是必须

如此操作。 例如，团队可以选择在完成墙的完整结构之前建造门窗框架。 

 

• 外部依赖性——外部依赖性即某些任务、活动或产品相关事项，这些事项不属于 

Scrum 团队执行范围内，却是完成项目任务或创建项目可交付成果的必须事项。外

部依赖关系通常不受 Scrum 团队的控制。例如，如果 Scrum 团队不负责采购建造墙

体所需的材料，则与采购相关的材料和任务将被视为外部依赖性。 

 

• 内部依赖性——内部依赖性是指受 Scrum 团队掌控并且属于 Scrum 团队执行范围内

的任务、产品或活动间的依赖关系。例如，在粉刷墙壁之前，必须先砌好干墙。这

是一个内部依赖性的示例，因为这两个任务都是项目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

同时还是强制依赖性，因为它基于物理限制。在干墙砌好之前，无法对墙进行粉刷。 

 

 

9.4.3 成果 
 

 

9.4.3.1 任务清单* 

 

这是一个全面的清单，包括 Scrum 团队需努力为当前迭代完成的所有任务。它包含每个任

务的描述以及在确定任务流程中得出的估计。任务清单必须包括所有测试和集成工作，以

便迭代中的产品增量可以成功集成到之前迭代的可交付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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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务通常基于活动，但分解任务的详细程度由 Scrum 团队来决定。 

 

 

9.4.3.2 更新的已提交用户故事* 

 

在此流程中会对用户故事进行更新。更新包括基于迭代计划会议中讨论的任务创建和复杂

性因素，对原始用户故事估计进行的修订。提交的用户故事在章节 9.3.3.1 中进行了详述。 

 

 

9.4.3.3 依赖性 

 

依赖性描述项目中不同任务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可以分类为强制或任意，或者内部或

外部，如章节 9.4.2.3 中所述。 

 

有多种方式来确定、定义和展示任务及其依赖性。两种常见方式是使用产品流程图和甘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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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估计任务 
 

图 9-11 显示了估计任务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7：估计任务——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8：估计任务——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任务清单* 

3.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4. 依赖性 

5. 已确定风险 

6.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迭代计划会议* 

2. 估计标准* 

3. 估计方式* 

1.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

（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9.3 

估计任务 
• 任务清单 

9.4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

（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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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投入 
 

 

9.5.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9.5.1.2 任务清单* 

 

在章节 9.4.3.1 中进行详述。 

 

 

9.5.1.3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在章节 9.1.3.2 中进行详述。 

 

Scrum 团队必须确保所定义的验收标准适用于用户故事，并详细阐明对 Scrum 团队的要求。

验收测试是指对完成的可交付成果满足其验收标准的能力的评估。这将为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提供相关信息，以便决定批准还是拒绝该可交付成果。 

 

在制定用户故事验收标准时，需考虑以下几点： 

 

• 验收标准不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或过于笼统。 

• 所定义的验收标准应确保团队能够用于验证所得出的成果是否符合发起人组织的目

标和期望。 

 

 

9.5.1.4 依赖性 

 

在章节 9.4.3.3 中进行详述。 

 

 

9.5.1.5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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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6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估计任务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有效估计任务所需的规则、法规、

标准和最佳实践。 

 

 

9.5.2 工具 
 

 

9.5.2.1 迭代计划会议 

 

作为迭代计划会议的一部分，Scrum 团队需估计完成一个任务或一组任务所需的工作量，

并估计在给定迭代中执行任务所需的人员投入和其他资源。Scrum 团队成员使用任务清单

来估计完成迭代中的用户故事所需的时长和工作量。 

 

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使团队对用户故事和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视角，以便可靠地

估计所需的工作量。 

 

另请参见章节 9.2.2.1、9.3.2.1、9.4.2.1 和 9.6.2.1。 

 

 

9.5.2.2 估计标准* 

 

估计标准可以使用多种方式表达，其中两大常见方式是故事点和理想时间。故事点值用于

表示完成任务的相对工作量。而理想时间通常描述 Scrum 团队成员专门用于开发项目可交

付成果的时间，而不包括用于项目之外的其他活动或工作的时间。估计标准可让团队更轻

松地估计工作量，并在必要时协助他们评估和解决效率低下的现象。 

 

 

9.5.2.3 估计方式* 

 

在章节 9.2.2.3 中进行详述。 

 

用于估计用户故事的估计方式也可应用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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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成果 
 

 

9.5.3.1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是与迭代中已提交的用户故事相关联的一系

列任务。通常，估计的准确性因团队技能而异。估计工作量采用小组认可的估计标准进行

表达。在迭代计划会议期间，Scrum 团队使用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来创建迭代待办事项和迭代燃尽图。它还用于确定在迭代计划期间，团队何时需要减少其

承诺任务，或何时可以承担额外的用户故事。 

 

 

9.5.3.2 更新的任务清单 

 

任务清单在确定任务流程中制定，包括初始用户故事估计，这些用户故事估计需要根据在

估计任务流程中进行的更详细估计活动而进行修订。对早期迭代的评审或 Scrum 团队对用

户故事和要求的整体理解发生更改也可能会导致重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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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图 9-12 显示了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9：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9-10：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3. 迭代时长* 

4. 依赖性 

5. 团队日历 

1. 迭代计划会议* 

2. 迭代跟踪工具 

3. 迭代跟踪指标 

1.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2.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

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6  

进行发布计划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8.1  

创建项目愿景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

（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 迭代时长 

• 迭代待办事项

（Sprint 

Backlog） 

•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10.2  

进行每日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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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投入 
 

 

9.6.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9.6.1.2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在章节 9.5.3.1 中进行详述。 

 

 

9.6.1.3 迭代时长* 

 

在章节 8.6.3.2 中进行详述。 

 

 

9.6.1.4 依赖性 

 

在章节 9.4.3.3 中进行详述。 

 

 

9.6.1.5 团队日历 

 

团队日历包括团队成员可工作日程的信息，包括员工休假、请假、重要事件和假期等相关

信息。 

 

使用团队日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跟踪每个团队成员正在做什么。这不仅

可以帮助团队有效地计划和执行迭代，还可以帮助团队根据发布日期调整迭代。 

 
 

9.6.2 工具 
 

 

9.6.2.1 迭代计划会议* 

 

在迭代计划会议期间，会为迭代提交用户故事，同时 Scrum 团队还会确定和估计任务。每

个 Scrum 团队成员还会基于自身的技能和经验，使用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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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List）来选择他们计划在迭代中处理的任务。在迭代计划会议期间，Scrum 团队还会使

用用户故事和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来创建迭代待办事项和迭代燃

尽图。 

 

另请参见章节 9.2.2.1、9.3.2.1、9.4.2.1 和 9.5.2.1。 

 

 

9.6.2.2 迭代跟踪工具 

 

跟踪迭代的进度，并了解 Scrum 团队在完成迭代待办事项的任务时所处位置，这一点十分

重要。 有大量工具可用于跟踪迭代中的工作，但最常见的一种是 Scrumboard，亦称为任务

板或进度图。最基本的 Scrumboard 版本分为三个部分：待开始工作（有时也称为“未开始

工作”）、进行中工作和已完成工作。通常会将表示每个任务或用户故事的便签纸放在适

当的类别中，以反映每个工作的状态。它们会随着工作进度而被移动至下一个类别。 

 

 

9.6.2.3 迭代跟踪指标 
 

 

Scrum 项目中使用的基本指标包括速度、已交付的商业价值和故事数。  

 

速度——表示在单个迭代中交付的用户故事数或功能数。  

 

已交付的商业价值——从商业角度衡量已交付的用户故事的价值。 

 

故事数——指在单个迭代过程中交付的用户故事数。它可以用简单计数或加权计数来表示。 

 

 

9.6.3 成果 

 

 

9.6.3.1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迭代待办事项是指 Scrum 团队将在下一个迭代中执行的任务列表。最常见的做法是将迭代

待办事项展示在 Scrumboard 或任务板上，持续提供待办事项中用户故事状态的信息。迭代

待办事项中还包括与各种任务关联的所有风险。用于解决已确定风险的所有缓解活动行业

将以任务的形式包含在迭代待办事项中。 

 

在 Scrum 团队完成并提交迭代待办事项后，不得再添加新的用户故事；但是，已提交的用

户故事中缺失或忽略的任务可能需要添加进去。如果在迭代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要求，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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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添加至整体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以及添加至之后的迭代中。 

 

 

9.6.3.2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迭代燃尽图是一张描述了正在进行的迭代中剩余工作量的图表。初始迭代燃尽图还伴随着

计划燃尽。迭代燃尽图应随着工作的完成而在每日结束时更新。此图表显示了 Scrum 团队

取得的进展，同时还可检测估计是否出现异常。如果迭代燃尽图显示 Scrum 团队未能按预

定时间完成迭代中的任务，Scrum Master 应识别阻碍成功的任何障碍并尝试加以解决。 

 

相关图表为迭代燃耗图（Sprint Burnup Chart）。与显示剩余工作量的迭代燃尽图相反，迭代

燃耗图显示迭代的已完成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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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阶段数据流程图 
 

 
 

图 9-11：计划和估计阶段——数据流程图 

 

优先产品

待办列表 完成标准 
角色 

9.1 

建立用户故事 

用户故事 
用户故事验

收标准 

Scrum 核

心团队 
Scrum 

核心团

队 

任务清单 

9.2 

估计用户故事 

已估计的用户故事 

9.3 

提交用户故事 

9.4 

确定任务 

9.5 

估计任务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

项 Scrum 

核心团

队 
提交的用户故事 

任务清单 

估计工作量

任务清单

（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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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施 
 

 

实施阶段即为创建项目产品而执行任务与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创建各种可交付成果、进行

每日立会以及定期整理（即回顾、调整和定期更新）产品待办列表。 

 

实施，如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定义，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 Scrum 团队以及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

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另请注意，尽管所有流程都在 SBOK™ 指南中进行了单独定义，但它

们并非一定要按顺序或单独地执行。有时，可能合并某几个流程会更为适当，具体取决于

每个项目的特殊要求。 

 

本章从处理一个迭代以生成潜在可交付成果的 Scrum 团队角度来编写，这个团队可能是更

大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一部分。有关“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的更多信息在第 13 

章中进行了详述，“Scrum 的企业扩展”的信息请参见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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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提供了实施阶段流程的概览，具体如下所示：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处理迭代待办事项中的任务，以便创建

迭代可交付成果。通常会使用 Scrumboard 来跟踪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活动。Scrum 团队遇到

的问题将会更新至障碍日志中。 
 

 

 

10.2 进行每日立会——在此流程中，每天都会召开一个高度集中且受到时间限制的会议，

即每日立会。Scrum 团队能够在此讨论会中了解彼此的进度，并分享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这是持续更新和维护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流程。可能会召

开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讨论对待办列表进行的任何修改或更新，并根据情况将其

并入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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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实施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0.2 进行每日立会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 

3. Scrumboard* 

4. 障碍日志* 

5. 发 布 计 划 时 间 表 （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6. 依赖性 

7.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团队专业知识* 

2. 软件 

3. 其他开发工具 

4.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迭 代 可 交 付 成 果 （ Sprint 

Deliverables）* 

2. 更新的 Scrumboard* 

3. 更新的障碍日志* 

4.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5. 已确定风险 

6. 减轻的风险 

7.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1. Scrum 团队* 

2. Scrum Master* 

3.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4. 障碍日志* 

5.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6. 过往工作日经验 

7. Scrumboard 

8. 依赖性 

工具 

1.  每日立会* 

2. 每日提出三个问题* 

3. 战情室（War Room） 

4. 视频会议 

成果 

1. 更新的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2. 更新的障碍日志* 

3. 受激励的 Scrum 团队 

4. 更新的 Scrumboard 

5.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6. 已确定风险 

7. 减轻的风险 

8.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4. 批准的修改请求 

5.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6. 已确定风险 

7. 升级项目群产品订单（Updated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8.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9. 依赖性 

10.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 

2. 沟通方式 

3. 其他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技术 

成果 

1.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2. 更新的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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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 10-2 显示实施阶段中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0-2：实施概览（概要）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0.2 进行每日立会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3. Scrumboard* 

4. 障碍日志* 

工具 
1. 团队专业知识* 

成果 
1. 迭 代 可 交 付 成 果 （ Sprint 

Deliverables）* 

2. 更新的 Scrumboard* 

3. 更新的障碍日志* 

投入 
1. Scrum 团队* 

2. Scrum Master* 

3. 迭 代 燃 尽 图 （ Sprint Burndown 

Chart）* 

4. 障碍日志* 

工具 

1. 每日立会* 

2. 每日提出三个问题* 

成果 

1. 更新的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2. 更新的障碍日志*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工具 

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成果 
1.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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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图 10-3 显示了创建可交付成果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0-3：创建可交付成果——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0-4：创建可交付成果——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3. Scrumboard* 

4. 障碍日志* 

5.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6. 依赖性 

7.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团队专业知识* 

2. 软件 

3. 其他开发工具 

4.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2. 更新的 Scrumboard* 

3. 更新的障碍日志* 

4.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5. 已确定风险 

6. 减轻的风险 

7.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工具 成果 

8.1 

创建项目愿景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9.5 

创建迭代待办

事项 

Scrumboard 和障

碍日志 

10.1 

创建可交付成

果 

• 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迭代待办事项

（Sprint Backlog） 

• 迭代可交付成果

（Sprint 

Deliverables） 
• 更新的障碍日志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0.2 

进行每日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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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投入 
 

 

10.1.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10.1.1.2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在章节 9.5.3.1 中进行详述。 

 

 

10.1.1.3 Scrumboard* 

 

Scrum 的透明性来自于可以公开查看的信息工具，如显示团队进展的  Scrumboard。

Scrumboard 是 Scrum 团队用于计划和跟踪每个迭代进度的工具。Scrumboard 包含四列，阐明

迭代的估计任务进度：“待开始工作”列，内含尚未开始的任务；“进行中”列，内含已

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任务；“测试中”列，内含已经完成但是正在接受测试流程的任务；

“已完成”列，内含已经完成并顺利通过测试的任务。在迭代开始之时，该迭代的所有任

务都位于“待开始工作”列中，然后随着进展陆续后移。 
 

 
 

图 10-5：Scrumboard 

  

故事 待开始工作 进行中 测试中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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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board 最好是在纸张或白板上手工维护，但是也可以在电子表格中电子维护。 

 

Scrum 团队应根据需要在 Scrumboard 中修改或添加内容，以便 Scrumboard 可以提供实时信

息，并根据团队的约定和承诺来控制正在进行的工作。 

 

 

10.1.1.4 障碍日志* 

 

障碍是会降低 Scrum 团队生产力的任何阻碍。必须识别、解决并消除障碍才可保障团队继

续有效工作。障碍可能来自团队内部，如低效率的工作流程或缺少沟通，但也可能来自外

部。外部障碍包括软件许可证问题或不惜要的文件要求。Scrum 框架具有固有的透明性，

有助于快速、轻松地识别障碍。未能识别或清扫障碍可能会带来非常昂贵的代价。障碍应

由 Scrum Master 正式记录在障碍日志中，并可视情况在每日立会和迭代评审会议中进行讨

论。 

 

 

10.1.1.5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10.1.1.6 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10.1.1.7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创建可交付成果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有效创建可交付成果所需的

最佳实践，包括进行评审、测试和文档记录的首选方式。 
  



10 – 实施 

220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10.1.2 工具 
 

 
10.1.2.1 团队专业知识* 

 

团队专门知识即 Scrum 团队成员的共同专业知识，能够了解迭代待办事项中的用户故事和

任务，从而创建最终可交付成果。团队专业知识用于评估执行项目计划工作所需的投入。

这一判断和专业知识将在创建可交付成果流程中应用至项目的所有技术和管理方面。Scrum 

团队成员有权力和责任确定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项目转换为成品的最佳方式，无需团队外

部任何相关利益方的参与。Scrum Guidance Body 可能会根据需要提供额外的专业知识。 

 
 

10.1.2.2 软件 

 

自动化软件工具用于计划、信息收集和分配。当 Scrum 团队未同地办公时，虚拟合作工具

对项目而言也十分重要。当前市面上有大量基于自动化软件的工具，可用于跟踪进度、数

据收集和分配，还有助于加速流程进展。 

 

 

10.1.2.3 其他开发工具 

 
还可以基于项目的特殊要求和行业规范，使用其他开发工具。 

 

1. 代码重构法 

 

代码重构法面向软件项目。该方法旨在提高当前代码的可维护性，使其更简明、更

灵活。重构意味着在不更改代码表现方式的前提下改进当前代码的设计。包括下列

内容： 

 

• 消除重复和多余的代码 

• 将方法和功能分解为较小的日常活动 

• 明确定义变量和方法名称 

• 简化代码设计 

• 打造更加容易理解和修改的代码 

 

定期重构可以每次都对代码设计进行细微优化，长久坚持，最终将生成更简明、更

可维护的代码，同时保留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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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提供了一种正式方式来记录特定专业领域中设计问题的对策。这些模式记

录了所使用的流程和实际对策，以便日后可以重新利用，从而改善决策和提高生产

力。 

 

 

10.1.2.4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8.4.2.7 中进行详述。 
 

在创建可交付成果、估计用户故事和提交用户故事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可能涉及登记在案的规则和法规、发展方针，或相关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即展开评审或测

试的指南）。可能还会有一个主题专家团队来指导 Scrum 团队创建可交付成果。这个团队

可能包括首席架构师、高级开发人员、安全专家或其他经验丰富的人员。 

 

 

10.1.3 成果 

 

10.1.3.1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在每次迭代结束时，都会完成产品增量或可交付成果。可交付成果应具有迭代中用户故事

所定义的所有功能，且应已测试成功。 

 

 

10.1.3.2 更新的 Scrumboard* 

 

Scrumboard 会随着团队完成任务的进展而定期更新。但是，在迭代结束时，Scrumboard 将重

置或清除，并为下一次迭代创建新的 Scrumboard。 

 

 

10.1.3.3 更新的障碍日志 

 

在章节 10.1.1.4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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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4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在章节 8.4.1.6 中进行详述。 

 

 

10.1.3.5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10.1.3.6 减轻的风险 

 

当 Scrum 团队根据产品待办列表中的用户故事执行创建可交付成果的工作时，他们将执行

已定义的缓解措施，来减轻任何之前识别的风险。在创建可交付成果流程的整个过程中，

团队会记录所有新识别的风险和已采取的缓解措施。项目风险记录是一个动态文档，会在

整个项目过程中由团队成员持续更新，以反映所有风险的当前状态。 

 

有关管理风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 7.4.3。 

 

 

10.1.3.7 更新的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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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进行每日立会 
 

图 10-6 显示了进行每日立会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0-6：进行每日立会——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0-7：进行每日立会——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团队* 

2. Scrum Master* 

3.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4. 障碍日志* 

5.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6. 过往工作日经验 

7. Scrumboard 

8. 依赖性 

1. 每日立会* 

2. 每日提出三个问题* 

3. 战情室（War Room） 

4. 视频会议 

1. 更新的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2. 更新的障碍日志* 

3. 受激励的 Scrum 团队 

4. 更新的 Scrumboard 

5.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6. 已确定风险 

7. 减轻的风险 

8.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9.5 

创建迭代待办事

项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0.2 

进行每日立会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 障碍日志 

• 更新的迭代燃尽图

（Sprint Burndown 

Chart） 

• 更新的障碍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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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投入 

 

10.2.1.1 Scrum 团队* 

 

在章节 8.3.3.1 中进行详述。 

 

 

10.2.1.2 Scrum Master* 

 

在章节 8.2.3.1 中进行详述。 

 

 

10.2.1.3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在章节 9.5.3.2 中进行详述。 

 

 

10.2.1.4 障碍日志* 

 

在章节 10.1.1.4 中进行详述。 

 

 

10.2.1.5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3.1 中进行详述。 

 

 

10.2.1.6 过往工作日经验 

 

Scrum 团队成员会在每日立会中彼此分享各自的进展。这一会议称为立会，因为成员在会

议过程中需全程站立。团队成员会讨论上一个工作日获得的成果和经验。这种经验是每日

立会的重要信息。 

 

 

10.2.1.7 Scrumboard 

 

在章节 10.1.1.3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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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8 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10.2.2 工具 
 

 

10.2.2.1 每日立会* 

 

每日立会是一个简短的每日会议，时间限制为 15 分钟。团队成员集中汇报其在迭代中的进

度，并计划当天的活动。会议时长很短，Scrum 团队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参与。但是，即使

有一名或多名成员无法参与，会议也不会取消或延迟。 

 

在会议中，每名 Scrum 团队成员都须给出“每日提出三个问题”的答案，如章节 10.2.2.2 中

所述。鼓励 Scrum Master 与团队或部分 Scrum 团队成员进行讨论，但此类讨论需在会议后进

行，以确保每日立会时间不会过长。 

 

 

10.2.2.2 每日提出三个问题* 

 

在每日立会中，在 Scrum Master 的主导下，每名 Scrum 团队成员都需回答三个特定问题以提

供相关信息： 

 

• 自上次会议后，我完成了什么工作？ 

• 在下次会议前，我计划做什么工作？ 

• 我目前面临哪些困难或障碍（如有）？ 

 

集中于这三个问题，整个团队能够清晰了解大家的工作状态。有时也会讨论其他内容，但

这种情况会尽量减至最少，以便遵守会议的时间限制。 

 

强烈建议团队成员尽可能用可量化的方式回答前两个问题，而不是用冗长的定性回答。团

队成员可在每日立会后组织其他会议，以解决需要进行额外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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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 战情室（War Room） 

 

在 Scrum，整个团队最好是同地办公，即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在同一个地点工作。战情室

（War Room）通常用于描述整个团队同地办公的地点。通常而言，战情室的设计方式满足

团队成员自由活动、工作和轻松交流的需求，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位置更加靠近彼此。

战情室中一般会提供索引卡、便签纸，以及其他低技术、高感度的工具，以促进工作流程、

合作和解决问题。 

 

战情室有时可能会因为团队谈话而显得嘈杂，但这些谈话都有助于团队的工作进展。一间

好的战情室不会设立格子间，整个团队可以坐在一起以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有助于

团队建设和团队开放。战情室也是进行每日立会的理想场所。 

 

其他 Scrum 团队的相关利益方成员也可走进战情室讨论相关问题。 

 

 

10.2.2.4 视频会议 
 

现实情况中，并不能保证整个 Scrum 团队始终同地办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视频会

议工具来实现面对面的交流。 

 

 

10.2.3 成果 

 
 

10.2.3.1 更新的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在章节 9.5.3.2 中进行详述。 

 

 

10.2.3.2 更新的障碍日志* 

 

在章节 10.1.1.4 中进行详述。 

 

 

10.2.3.3 受激励的 Scrum 团队 

 

每日立会会让人觉得，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很重要，都是主要贡献者，这可提高个人和团队

的士气。这与自组织团队的概念一起，能提高总体动力、提高团队的绩效，以及提高可交

付成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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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团队在章节 8.3.3.1 中进行了详述。 

 

 

10.2.3.4 更新的 Scrumboard 

 

在章节 10.1.1.3 中进行详述。 

 

 

10.2.3.5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在章节 8.4.1.6 中进行详述。 

 

10.2.3.6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10.2.3.7 减轻的风险 

 

在章节 10.1.3.6 中进行详述。 

 

10.2.3.8 更新的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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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图 10-8 显示了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0-8：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3.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4. 批准的修改请求 

5.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6. 已确定风险 

7. 升级项目群产品订单（Updated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8.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9. 依赖性 

10.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

会议* 

2. 沟通方式 

3. 其他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整理技术 

1.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2. 更新的发布计划时间表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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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数据流程图 

 

 

10.3.1 投入 
 

 

10.3.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1.3.1、8.2.3.1 和 8.3.3.1 中进行了详述。 

 

 

10.3.1.2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章节 8.5.3.1 中进行详述。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9.1 

建立用户故事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8.1 

创建项目愿景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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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当可交付成果不满足验收标准时，则视为拒收的可交付成果。拒收的可交付成果通常不会

记录在单独的列表中。它们仍然会留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但不会标记为“完成”。在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会对其重新进行优先排序，以便在下一次迭代中进行开发。 

 

 

10.3.1.4 批准的修改请求 

 

在章节 8.4.1.5 中进行详述。 

 

 

10.3.1.5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在章节 8.4.1.6 中进行详述。 

 

 

10.3.1.6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10.3.1.7 升级项目群产品订单（Updated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与项目产品待办列表相似，项目群产品订单也需要进行定期整理，来整合修改和新的要求。

对项目群产品订单的修改可能源自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外部条件可能包括不断变化的

商业场景、技术趋势或法律合规性要求。影响项目群产品订单的内部因素可能与组织战略

或策略的修改、识别的风险和其他因素相关。项目群产品订单中要求的变化通常会影响相

关项目的项目产品待办列表，因此，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也应考虑这些因素。 

 

 

10.3.1.8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在章节 11.3.3.4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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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9 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10.3.1.10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10.3.1.11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关于如何系统地理解

和整理相关利益方和 Scrum 团队的要求，然后对产品待办列表进行适当的优先排序，以及

向与 Scrum 项目相关的所有人员传达更新的最佳实践。 

 

 

10.3.2 工具 
 

10.3.2.1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能会与相关利益方、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进行很多单

独的会议，以确保他/她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在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期间对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进行更新。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的目的是：确保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能够理解并正确

编写用户故事和验收标准，以便其能够反映相关利益方（客户）的真实要求和优先级；

Scrum 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正确理解用户故事；以及改善高优先级用户故事，以便 Scrum 

团队可以正确估计和提交此类用户故事。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还可确保移除不相关的用户故事，以及将批准的修改请求或识

别的风险并入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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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2 沟通方式 
 

 

Scrum 主要通过 Scrum 团队同地办公来促进准确有效的沟通。Scrum 也更喜欢非正式的面对

面交流，而不是正式的书面交流。当 Scrum 团队需要四处分散时，Scrum Master 应确保提供

有效的沟通方式，以便团队可以自我组织和有效地工作。 

 

 

10.3.2.3 其他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技术 
 

 

其他一些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工具包括许多也可用于以下过程的相同工具： 

 

• 发展史诗（Epic(s)）——在章节 8.4.2 中进行了详述。 

•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在章节 8.5.2 中进行了详述。 

• 进行发布计划——在章节 8.6.2 中进行了详述。 

• 建立用户故事——在章节 9.1.2 中进行了详述。 

• 估计用户故事——在章节 9.2.2 中进行了详述。 

• 提交用户故事——在章节 9.3.2 中进行了详述。 

• 确定任务——在章节 9.4.2 中进行了详述。 

• 估计任务——在章节 9.5.2 中进行了详述。 

 

 

10.3.3 成果 

 
 

10.3.3.1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章节 8.5.3.1 中进行详述。 

 

可使用新用户故事、新修改强求、新识别的风险、更新的用户故事或现有用户故事的重新

优先排序来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0.3.3.2 更新的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可更新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以反映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新用户故事

或修改的用户故事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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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阶段数据流程图 
 

 
 

图 10-10：实施阶段——数据流程图 

 

迭代待办事

项（Sprint 

Backlog） 

Scrumboard 

Scrum 核

心团队 

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0.2 

进行每日立会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障碍日志 

Scrum 团队 

Scrum Master 

迭代燃尽图

（Sprint 

Burndown 

Chart） 

更新的 

Scrumboard 
更新的障碍日志 

迭代可交付成果

（Sprint 

Deliverables）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更新的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更新的障碍日志 

更新的迭代燃尽图

（Sprint Burndow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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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审与回顾 
 

 

评审和回顾阶段包括评审可交付成果和已完成的工作，以及确定项目工作实践和方法的提

升方式。在大型组织中，评审和回顾流程还可能包括召开 Scrum of Scrums 会议。 

 

评审和回顾，如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定义，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 Scrum 团队以及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

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另请注意，尽管所有流程都在 SBOK™ 指南中进行了单独定义，但它

们并非一定要按顺序或单独地执行。有时，可能合并某几个流程会更为适当，具体取决于

每个项目的特殊要求。 

 

本章从处理一个迭代以生成潜在可交付成果的 Scrum 团队角度来编写，这个团队可能是更

大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一部分。有关“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的更多信息在第 13 

章中进行了详述，“Scrum 的企业扩展”的信息请参见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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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提供了评审和回顾阶段流程的概览，具体如下所示：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在迭代评审会议上向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相关利益方展示迭代交付成果。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让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批准和验收产品或服务。 
 

 

 

11.2 回顾迭代——在此流程中，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进行会面并讨论在迭代期间吸取

的教训。已经吸取的教训将记录在案，并可应用于未来的迭代中。通常，此谈论会产生议

定的可行改进或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图 11-1：评审和回顾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1.2 回顾迭代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3.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4. 完成标准* 

5.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6.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7.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8. 已确定风险 

9. 依赖性 

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迭代评审会议* 

2.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 

3.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2.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3. 更新的风险 

4.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结果 

5. 更新的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6.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1. Scrum Master* 

2. Scrum 团队* 

3. 展示并验证迭代的成果* 

4.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回顾迭代会议* 

2. ESVP 

3. Speed Boat 

4. 指标和衡量技术 

5.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3. 建议的非功能性优化产品待办项

目（Proposed Non-Functional Items for 

Prioritized Product Backlog） 

4.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5.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6.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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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 11-2 显示评审和回顾阶段中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1-2：评审和回顾概览（概要）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图 11-3 显示了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1-3：展示并验证迭代——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1.2 回顾迭代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3.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4. 完成标准* 

5.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工具 

1.  迭代评审会议* 

成果 

1.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投入 

1. Scrum Master* 

2. Scrum 团队* 

3. 展示并验证迭代的成果* 

工具 

1.  回顾迭代会议* 

成果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1. Scrum 核心团队* 

2.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3.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4. 完成标准* 

5.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6.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7.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8. 已确定风险 

9. 依赖性 

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迭代评审会议* 

2.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 

3.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

（Accepted Deliverables）* 

2.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3. 更新的风险 

4.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结果 

5. 更新的发布计划时间表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6.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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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展示并验证迭代——数据流程图 

  

8.1 

创建项目愿景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

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9.1 

建立用户故事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1.2 

回顾迭代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 验收的可交付成

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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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投入 
 

 

11.1.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11.1.1.2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在章节 10.1.3.1 中进行详述。 

 

 

11.1.1.3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在章节 9.5.3.1 中进行详述。 

 

11.1.1.4 完成标准* 

 

在章节 8.5.3.2 中进行详述。 

 

11.1.1.5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在章节 9.4.1.3 中进行详述。 

 

 

11.1.1.6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11.1.1.7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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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8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11.1.1.9 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11.1.1.10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含进行迭代评审会议和评估挣

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结果的最佳实践。此外，还可能包含与 Scrum 核心团队的其

他人员以及项目中的其他 Scrum 团队分享经验的指南。 

 

 

11.1.2 工具 
 

 

11.1.2.1 迭代评审会议*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和相关利益方会参与迭代评审会议，以验收符合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的

可交付成果，并拒收不符合的可交付成果。这些会议将在每次迭代结束时召开。Scrum 团

队会展示迭代的成果，包括创建的新功能或产品。这可让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相关利益方检验迄今为止已完成的部分，并确定是否需要对后续迭代中的项目或流程进行

修改。 

 

 

11.1.2.2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 
 

在章节 4.6.1 中进行详述。 

 

 

11.1.2.3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8.4.2.7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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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可能涉及登记在案的迭代评审会

议最佳实践。可能还会有一些专家来指导如何更好地进行迭代评审会议。 

 

 

11.1.3 成果 
 

 

11.1.3.1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验收符合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迭代的目标是

创建符合客户和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所定义验收标准的潜在可交付成果或产品增

量。验收的可交付成果将在客户需要时提交给客户。将会维持一个验收的可交付成果，并

在每次迭代评审会议后进行更新。如果可交付成果不符合定义的验收标准，则不会被视为

已验收，且将进入随后的迭代中进行问题修正。这是非常不理想的情况，因为每次迭代的

目标都是产出符合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 

 

 

11.1.3.2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如果可交付成果不符合验收标准，则将被拒收。与拒收的可交付成果关联的用户故事将添

加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在随后的迭代中将重新考量这些可交付成果。 

 

11.1.3.3 更新的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11.1.3.4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结果 

 
 

在章节 4.6.1 中进行详述。 

 

 

11.1.3.5 更新的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10.3.3.2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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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 更新的依赖性 

 

在章节 9.3.3.3 中进行详述。 
 

 

 

11.2 回顾迭代 
 

图 11-5 显示了回顾迭代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1-5：回顾迭代——投入、工具和成果 
 

 
  

1. Scrum Master* 

2. Scrum 团队* 

3. 展示并验证迭代的成果* 

4.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回顾迭代会议* 

2. ESVP 
3. Speed Boat 

4. 指标和衡量技术 

5.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3. 建议的非功能性优化产品待办项

目（Proposed Non-Functional Items 

for Prioritized Product Backlog）  

4.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5.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6.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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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回顾迭代——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1.2.1 投入 

 
 

11.2.1.1 Scrum Master* 

 

在章节 8.2.3.1 中进行详述。 
 

 

11.2.1.2 Scrum 团队* 

 

在章节 8.3.3.1 中进行详述。 

 

11.2.1.3 展示并验证迭代的成果* 

 

在章节 11.2.3 中进行详述。 

 

展示并验证迭代流程的成果会为执行回顾迭代流程提供宝贵资讯。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1.2 

回顾迭代 

议定的可行改进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 展示并验证迭代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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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4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3.1 中进行详述。 

 

11.2.1.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Scrum Guidance Body 可能会提供进行回顾迭代会议的指南，包括可采用的建议和工具以及

会议预期生成的文件或可交付成果。 

 

11.2.2 工具 
 

 

11.2.2.1 回顾迭代会议* 
 

 

回顾迭代会议是“检查-调整”Scrum 框架中的重要元素，也是迭代的最后一步。此会议由 

Scrum Master 促成或支持，所有 Scrum 团队成员都将参与。建议（但并不要求）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也参与此会议。由一名团队成员充当记录员，记录讨论内容和项目，以

用于将来的行动。务必要在开放和放松的环境中进行此会议，以便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与。

回顾迭代会议中的讨论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有问题，哪些方面进行得很不错。会议的主要

目标是确定三项具体内容： 

 

1) 团队需继续保持的方面：最佳实践 

2) 团队需开始进行的方面：流程改善 

3) 团队需停止的方面：流程问题和瓶颈  

 

会议将会讨论这些方面，并建立议定的可行改进清单。 

 

 

11.2.2.2 探索者/购物者/旅客/囚犯（ESVP） 

 

可以在回顾迭代会议开始时进行该项练习，从而了解会议参加人员的思维模式，并为此次

会议设定基调。在会议中要求参加人员匿名指出最能反映他们观点的内容。 

 

• 探索者——W 想要参与并学习回顾中讨论的内容 

• 购物者——想要在回顾中倾听大家的想法，并选择需要的内容收入囊中 

• 旅客——想要放松一下，做一个回顾中的观光客 

• 囚犯——并不想参与此回顾，但因为要求而不得不参加  

 

然后，Scrum Master 可以整理大家的回复，着手准备并与小组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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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 Speed Boat 

 

Speed Boat 是一项可用于展开回顾迭代会议的技术。团队成员扮演一艘快艇上的船员角色。

这艘快艇必须抵达一个岛屿，象征项目愿景。与会人员使用便签纸记录引擎和锚点。引擎

帮助他们抵达既定岛屿，而锚点阻止他们前往岛屿。该练习时间限制为几分钟。在记录所

有项目之后，将整理、讨论信息，并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其进行优先排序。将根据优先级，

识别引擎并为锚点制定缓解措施。 

 

 

11.2.2.4 指标和衡量技术 

 

可使用多种指标来衡量和比较团队在当前迭代与过往迭代中的绩效。一些指标示例包括： 
 

• 团队速度——给定迭代中已完成的故事点数 

• 完成成功率——已完成故事点占已提交故事点中的百分比 

• 估计效果——估计的时间与任务和故事点耗费的实际时间之间的差异数或百分比 

• 评审反馈评级——可以使用定量或定性的评级从相关利益方处获得反馈，从而提供

对团队绩效的衡量。 

• 团队士气评级——团队成员士气自我评估的结果 

• 同伴反馈——可以使用 360 度反馈机制来征求对团队绩效的建设性批评和看法 

• 发布进度——每次发布中提供的商业价值，以及发布的当前进度代表的价值。这有

助于激励团队，提高工作满意度。 

 

 

11.2.2.5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还在章节 8.4.2.7 中进行了详述。 

 

在回顾迭代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可能涉及如何进行迭代评审会议的最佳

实践。可能还会有一些专家来指导如何在回顾迭代流程中使用工具来交付议定的可行改进，

以便用于将来的迭代中。 

  



11 – 评审与回顾 

246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11.2.3 成果 

 

11.2.3.1 议定的可行改进* 

 

议定的可行改进是回顾迭代流程的主要成果。这是团队提出的可行项目清单，用于解决问

题并改进流程，以增强其在未来迭代中的绩效。 

 

11.2.3.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在对议定的可行改进进行详细补充和完善后，Scrum 团队可以考虑实施改进的活动项。每

个活动项将拥有明确的完成日期。 

 

11.2.3.3 建议的非功能性优化产品待办项目（ Proposed Non-Functional Items for 

Prioritized Product Backlog） 

 

在制定初始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时，基于用户故事和所需的功能。通常，在项目早期阶段可

能不会完全定义非功能性要求，而这些需求可能会在迭代评审或回顾迭代会议期间浮现出

来。这时就需要将这些项添加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非功能性要求包括响应时间、容量

限制和安全相关问题等。 

 

11.2.3.4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回顾迭代日志用于记录回顾迭代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讨论和可行项目。Scrum Master 可以利

用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创建日志。所有回顾迭代日志的合集是项目的日

记，详细记录了项目的成功、问题和对策。这些日志是公开文档，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可以

查看。 

 

11.2.3.5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在迭代期间，自组式和授权式 Scrum 团队都需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所得教训可帮助

团队改善其在未来迭代中的表现。这些所得教训还可以记录在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中，

与其他 Scrum 团队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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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迭代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一些积极的教训。这些积极教训是回顾的主要内容，应适当地

与团队成员以及 Scrum Guidance Body 进行分享，这样团队工作才会持续不断地自我完善。 
 

 

 

11.2.3.6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回顾迭代会议中，可能会得出一些建议来修正或增强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如果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则会将其作为更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11.3 阶段数据流程图 
 

 
 

图 11-7：评审和回顾阶段——数据流程图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1.2 

回顾迭代 

Scrum 核心团队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完成标准 

其他成果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
（Accepted Deliverables） 

议定的可行改进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
（Accepted 

Deliverables） 

展示并验证迭
代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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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布 
 

 

发布阶段的重点是向客户交付验收的可交付成果，并确定、记录和吸收项目期间得到的教

训。 

 

发布，如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定义，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 Scrum 团队以及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

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另请注意，尽管所有流程都在 SBOK™ 指南中进行了单独定义，但它

们并非一定要按顺序或单独地执行。有时，可能合并某几个流程会更为适当，具体取决于

每个项目的特殊要求。 

 

本章从处理一个迭代以生成潜在可交付成果的 Scrum 团队角度来编写，这个团队可能是更

大项目、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一部分。有关“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的更多信息在第 13 

章中进行了详述，“Scrum 的企业扩展”的信息请参见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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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提供了发布阶段流程的概览，具体如下所示：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此过程向相关利益方交付或转移验收的可交付成果。正式有效的

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记录了成功完成的迭代。 
 

 

 

12.2 回顾项目——在此流程中，项目、组织相关利益方和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一起来回顾

项目，并确定、记录和吸收所得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将形成议定的可行改进记录以供

未来项目之用。 

 

 

 
 

图 12-1：发布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12.2 回顾项目 

投入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3.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4.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5. Scrum Master 

6. Scrum 团队 

7.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8. 试点计划 

9.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组织化部署方法* 

2. 交流计划 

成果 

1.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2.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Working 

Deliverables）* 

3. 产品发布*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2. Chief Scrum Master 

3.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4.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回顾项目会议* 

2.  用于回顾项目的其他工具 

3.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3.  建议的非功能性项目群产品订单

项目和优先产品待办项目

（Proposed Non-Functional Items for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and 

Prioritized Product Backlog） 

4.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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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 12-2 显示发布阶段中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2-2：发布概览（概要）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图 12-3 显示了交付可交付成果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2-3：交付可交付成果——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12.2 回顾项目 

投入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3.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4.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工具 

1.  组织化部署方法* 

成果 

1.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2.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Working Deliverables）* 

3. 产品发布* 

投入 

1.  Scrum 核心团队* 

工具 

1.回顾项目会议* 

成果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 

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 

3.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4.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5. Scrum Master 

6. Scrum 团队 

7.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8. 试点计划 

9.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组织化部署方法* 

2. 交流计划 

1.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

（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2.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

（Working Deliverables）* 

3. 产品发布*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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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交付可交付成果——数据流程图 

 

 

12.1.1 投入 

 

12.1.1.1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3.1 中进行详述。 

 

 

12.1.1.2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12.1.1.3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在章节 11.2.3.1 中进行详述。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1 

创建项目愿景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6 

进行发布计划 

11.2 

展示并验证迭代 

•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 发布计划时间表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

（Accepted 

Deliverables）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

（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Working 

Deliverables） 

• 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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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4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12.1.1.5 Scrum Master 

 

在章节 8.2.3.1 中进行详述。 

 
 

12.1.1.6 Scrum 团队 

 

在章节 8.3.3.1 中进行详述。 

 

 

12.1.1.7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在章节 9.1.3.2 中进行详述。 

 

 

12.1.1.8 试点计划 

 

试点计划是可用于详细规划试点计划部署事宜的可选投入。试点计划详细说明部署范围和

目标、目标部署用户群、部署计划、过渡计划、必须用户准备、部署评估标准以及其他要

素，并与相关利益方分享。 

 

 

12.1.1.9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交付可交付成果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可提供关于部署产品的建议和指导。在为

客户部署产品时还需考虑最佳实践，以便最大化交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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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工具 

 

 

12.1.2.1 组织化部署方法* 

 

每个组织的部署方式根据行业、目标用户和定位而存在差异。根据正在交付的产品，可以

展开远程部署，也可能实际单个物品的实际运输或移交过程。由于部署往往会带来高风险，

组织通常具有定义完善的部署机制，并设有详细的流程来确保符合所有适用标准和质量保

证措施。这可能包括由特定管理代表签署同意、用户批准机制，以及关于发布的最少功能

的指导方针。 

 

 

12.1.2.2 交流计划 

 

许多项目中都有交流计划，这一计划详细说明整个项目中必须建立和维护的记录。有多种

方法可用于向相关利益方传达重要的项目信息。交流计划阐明相关方法以及负责各种交流

活动的相关人员。当测试可交付成果时，需要按照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发起人

确定的交流计划告知测试活动的结果。一种常见的交流方式是视觉显示，即以易于理解的

格式描述重要信息，张贴在可查看的位置，并时时保持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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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成果 

 

12.1.3.1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符合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将获得客户或发起人的正式商业签字同意和批准。获得正式客

户验收对于收入确认至关重要，获取正式验收的职责由公司政策定义，并非一定由产品负

责人（Product Owner）来承担。 

 

 

12.1.3.2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Working Deliverables）* 

 

此成果即获准项目中的最终可交付成果。在创建新的产品增量的同时，会将其持续整合至

之前的增量中，因此，项目过程中始终会存在一个存在的可交付产品。 

 

 

12.1.3.3 产品发布* 

 

产品发布应包括以下内容： 

 

• 发布内容——发布内容包含可交付成果的必要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客户服务团

队。 

•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应包括将要交付的产品的

外部或面向市场的运输标准。 
 

  



12 – 发布 

256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12.2 回顾项目 
 

图 12-5 显示了回顾项目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2-5：回顾项目——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2-6：回顾项目——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Scrum 核心团队* 

2. Chief Scrum Master 

3.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4. 相关利益方

（Stakeholder(s)）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回顾项目会议* 

2. 用于回顾项目的其他工

具 

3.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

（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3. 建议的非功能性项目群产品订单

项目和优先产品待办项目

（Proposed Non-Functional Items for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and 

Prioritized Product Backlog） 

4.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投入 工具 成果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

利益方 

8.1 

创建项目愿景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8.3 

创建 Scrum 团队 

• 议定的可行改进 

•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

（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12.2 

回顾项目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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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投入 
 

 

12.2.1.1 Scrum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中进行详述。 

 

 

12.2.1.2 Chief Scrum Master 

 

在章节 8.2.1.6 中进行详述。 

 

 

12.2.1.3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8.1.1.5 中进行详述。 

 

12.2.1.4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12.2.1.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在回顾项目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可能包括一个用于支持未来项目的内部模板

存储库以及回顾项目会议的开展指南。所提供的指南可能涉及管理过程、审计、评估和项

目交接标准，通常还包括组织如何维护所有项目中所得教训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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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工具 

 

12.2.2.1 回顾项目会议* 

 

回顾项目会议确定在未来项目中能够提高团队合作和效率的方式。期间还会讨论积极、消

极和潜在的改进机会。该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可以通过亲自或虚拟的方式展开。与会人员

包括项目团队、Chief Scrum Master、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相关利益方。

在会议期间将会记录所得教训，参与者也会寻求机会改善流程，解决低效问题。 

 

 

12.2.2.2 用于回顾项目的其他工具 
 

 

回顾迭代流程中使用的部分工具也可用于此流程。示例包括： 

 

• 探索者/购物者/旅客/囚犯（ESVP）练习（参见章节 11.2.2.2） 

• Speed Boat（参见章节 11.2.2.3） 

• 指标和衡量技术 

 

 

12.2.2.3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8.4.2.7 中进行讨论。 

 

在回顾项目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的主要责任是确保每个项目中所得的教训不会遗

失，而是能够记录至组织文件中。 

 

此外，Guidance Body 可能会提供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质量、人力资源和 Scrum，这

将在回顾项目流程中大有助益。此外，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还可能包括有关如何进行

回顾项目会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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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成果 
 

 

12.2.3.1 议定的可行改进* 
 

 

在章节 11.3.3.1 中进行详述。 

 

 

12.2.3.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在章节 11.3.3.2 中进行详述。 

 

 

12.2.3.3 建议的非功能性项目群产品订单项目和优先产品待办项目（Proposed Non-

Functional Items for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and Prioritized Product Backlog） 

 

在制定初始项目群产品订单或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时，基于用户故事和所需的功能。通常，

在项目早期阶段可能不会完全定义非功能性要求，而这些需求可能会在迭代评审、回顾迭

代或回顾项目会议期间浮现出来，这时就需要将这些项添加至项目群产品订单（对于项目

群）和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对于项目）中。非功能性要求包括响应时间、容量限制和安全

相关问题等。 

 

 

12.2.3.4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11.2.3.6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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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阶段数据流程图 
 

 
 

图 12-7：发布阶段——数据流程图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

（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议定的可行改进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

（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Scrum 核心团

队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12.2 

回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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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 
 

 

本章重点介绍 Scrum 仅适用于大型项目的额外方面。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如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定义，适用于以下方面： 

 

• 任何行业的大型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不仅可有

效应用至任何行业的小型项目，还可应用至拥有几百号人和多个团队的大型复杂项目。 

 

除了第 8 至 12 章中介绍的 Scrum 基本流程能够用于大型项目外，本章还介绍了三个适用于

大型项目的其他流程。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 Scrum 团队以及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Chief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另请注意，

尽管所有流程都在 SBOK™ 指南中进行了单独定义，但它们并非一定要按顺序或单独地执行。

有时，可能合并某几个流程会更为适当，具体取决于每个项目的特殊要求。 

 

本章从一个大型项目团队的角度编写，该团队需要在一个大型项目中协调多个 Scrum 团队

的活动，以产生潜在的可交付产品增量/可交付成果。有关适用于任何项目（不论大小）的 

Scrum 使用信息，请参见第 2 章至第 7 章，其中详细介绍了 Scrum 原则和 Scrum 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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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与典型 Scrum 项目 

 
适用于所有 Scrum 项目的 Scrum 基本流程请参见第 8 至第 12 章，这些章节中介绍的概念足

以用于管理仅包含少数几个 Scrum 团队（通常为 1 - 3 个团队）的 Scrum 项目。对这些仅适

用于大型项目的 Scrum 基本流程的影响将在本章结尾处进行详述。 

 

当我们处理涉及四个或更多 Scrum 团队的大型项目时，除了第 8 至第 12 章中定义的流程，

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流程来解决额外的协调和同步工作。大型项目的定义可能因公司和项目

复杂性而异。定义项目为大型还是小型的关键标准是，是否有多个 Scrum Master 和/或产品

负责人（Product Owner）。 

 

大型项目需要一些额外流程的理由如下所示： 

 
• 随着大型项目的复杂性增加，Scrum 团队之间的互动和依赖性也会增加 

• 多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需要进行合作 

• 需要管理冲突、解决问题以及设置所有 Scrum 团队的优先级 

• 专业化要求，因为某些 Scrum 团队可能需要专门的资源来完成特定任务，且并非所

有 Scrum 团队都需要这些特定技能。 

• 需定义所有 Scrum 团队都应遵守的某些指导方针和标准（例如，公司内的安全标准

或特定行业的法律和政府指导方针）。这些可能需要由 Scrum Guidance Body 定义。 

• 需要为大型项目设置环境或工作区域以供所有 Scrum 团队使用 

• 需要协调多个 Scrum 团队的成果以创建大型项目的项目发布。 

 

与 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相关的额外流程如下所示： 

 

13.1 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此流程定义多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如何合作以及多个 

Scrum 团队如何合作。同时还定义了常见组件和常见专属资源。 

 

13.2 进行和协调迭代——此流程通常仅用于大型项目，用于解决在每次迭代中需要考虑的

特殊方面。如有需要，还会召开 Scrum of Scrums 会议以协调多个 Scrum 团队的工作。 

 

13.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在部分大型项目中，可能会出于商业考量，在发布之前进行一

次特殊的迭代以便为发布产品做准备（由项目团队根据商业需求决定）。此流程用于此类

准备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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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显示了 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中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3-1：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3.1 创建大型项目组件 

投入 
1. 项目愿景说明* 

2.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3. Chief Scrum Master* 

4. 确定环境*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6.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7. Scrum Master* 

8. 企业组织 

9. 商业案例 

10.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11.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12.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工具 

1. 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 

2. 交流计划 

3. 大型项目资源计划 

4. 确认依赖性 

 
成果 

1.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2. 最低完成标准 

3.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4. 共享资源 

5. 团队专业化 

6.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7.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8.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9. 依赖性 

10. 环境时间表 

 

13.2 进行和协调迭代 13.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 

投入 

1. 核心团队* 

2. 大型核心团队* 

3. 完成的定义* 

4.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5. 依赖性 

6. 环境时间表 

7.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8.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9.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10. 共享资源 

 
工具 
1. Scrum of Scrums 会议* 

2. 团队专业知识* 

3. 环境会议 
 

 
成果 

1.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2. 更新的发布准备就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 

3. 解除的依赖性 

4. 环境 

投入 

1. 核心团队* 

2. 大型核心团队* 

3.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4.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工具 
1. 交流计划* 

2. 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 

3. 发布准备方法（Release Preparation 

Methods） 
 

 
成果 

1. 可交付产品* 

2.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 

3. 发布环境 

4.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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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显示了 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中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3-2：SCRUM 的大型项目扩展概览（概要） 

 
  

13.1 创建大型项目组件 

投入 

1. 项目愿景说明* 

2.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3. Chief Scrum Master* 

4. 确定环境*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6.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7. Scrum Master* 

 
工具 
1. 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 

 
成果 

1.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13.2 进行和协调迭代 13.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 

投入 

1. 核心团队* 

2. 大型核心团队* 

3. 完成的定义* 

4.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工具 
1. Scrum of Scrums 会议* 

2. 团队专业知识* 

 
成果 

1.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投入 

1. 核心团队* 

2. 大型核心团队* 

3.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4.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工具 

1. 交流计划* 

 
成果 

1. 可交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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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创建大型项目要素 
 

图 13-3 显示了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3-3：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项目愿景说明* 

2.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3. Chief Scrum Master* 

4. 确定环境* 

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6.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7. Scrum Master* 

8. 企业组织 

9. 商业案例 

10.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11.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12.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1. 环境计划会议

（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 

2. 交流计划 

3. 大型项目资源计划 

4. 确认依赖性 

1.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 

2. 最低完成标准 

3.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4. 共享资源 

5. 团队专业化 

6.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7.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8.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9. 依赖性 

10. 环境时间表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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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显示初始阶段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流程与 Scrum 基本流程的所有关系。 

 

 

 
图 13-4：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数据流程图 

 

 

13.1.1 投入 

 

 

13.1.1.1 项目愿景说明* 

 

在章节 8.1.3.2 中进行详述。 

 

 

13.1.1.2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2 中进行详述。 

 

 

13.1.1.3 Chief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1 中进行详述。 
  

8.1 

创建项目愿景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

方 

8.3 

创建 Scrum 团

队 

8.4 

发展史诗

（Epic(s))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8.6 

进行发布计划 

13.1 

创建大型项目要

素 

发布准备就

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 

• Scrum Master——仅重点项目级别
的 Scrum Master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仅重点项目级别的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 

• 确定环境 •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 项目愿景说明 

•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参见章节 13.4） 

• Chief Scrum Master（参见章节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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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4 确定环境* 
 

 

在大型项目中，务必要确定所需的环境数和类型，因为有许多 Scrum 团队将同时工作来完

成其各自迭代的工作量。环境可能包括：软件开发/测试领域、实际工作区域/资源，或每

个 Scrum 团队的流程边界等。 

 

 

13.1.1.5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对于大型项目，Scrum Guidance Body 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源，可提供指导方针，促成最佳

实践，以便提升成功率。 

 

 

13.1.1.6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基本角色对于小型和大型项目都是相同的，详情请见章节 

3.4。这包括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与其各自 Scrum 团队的合作。 

 

在大型项目中，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主要不同点是，不会像在小型项目里一样

每天做出优先决策，而仅仅是向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提供信息和建议。

此外，所有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都会分别与相关利益方进行交流。每个产品负责

人（Product Owner）都根据其定义的角色与一个特定的团队合作。这些职责和角色都在产

品负责人合作计划中进行定义。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与 Chief Scrum Master、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Scrum Master 以及其他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合作，共同制定项目过程中所有团队共

同需要的组件和资源清单。他们还协助策划并批准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其中可能包含最终端到端集成测试。 

 

仅选定或主要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将参与此流程，因此，并非所有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都需要创建大型项目组件。 

 

 

13.1.1.7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的角色对于小型和大型项目都是相同的，详情请见章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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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通常具有多名 Scrum Master，每个人都需促进并确保为其各自的 Scrum 团队提供高

效率的工作环境，一名 Scrum Master 可以与多个 Scrum 团队合作。Scrum Master 的身份在确

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流程中确定（参见章节 8.2）。 

 

Scrum Master 应促成各 Scrum 团队之间的合作，这一过程在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中进行定义

（参见章节 13.1.3.8） 

 

Scrum Master 与 Chief Scrum Master、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其他 Scrum 

Master 以及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合作，共同制定项目过程中所有团队共同需要的组

件和资源清单。他们还协助为创建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提供投入。 

 

仅选定或主要 Scrum Master 将参与此流程，因此，并非所有 Scrum Master 都需要创建大型项

目组件。 

 

13.1.1.8 企业组织 

 

计划将 Scrum 用于大型项目的公司应具备 Scrum 框架。对于大型项目，组织应投入所需的

资源来支持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必须制定计划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如人员、工具

和工作空间。计划使用 Scrum 的企业须准备好改变其工作文化和习惯，以真正实现使用 

Scrum 的优势。 

 

13.1.1.9 商业案例 

 

在章节 4.4.1、4.4.2 和 8.1.1.1 中进行了详述。 

 

尽管大型项目的商业案例与小型项目的商业案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项目规模的增

大，可靠的商业理由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大型项目涉及更多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与项

目选择相关的商业影响，无论好坏，对项目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13.1.1.10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中进行详述。 
 

 

13.1.1.11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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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12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在大型项目 Scrum 环境中，有许多 Scrum 团队竞争资源分配和任务优先级，需以最佳方式

管理组织资源以实现总体项目目标，这一点非常重要。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需通

过制定组织计划来管理创造的价值。组织计划应涵盖：将要开发的组件以及开发这些组件

所需的技能、成本和其他资源；Scrum 团队目前的速度以估计项目的持续时间；沟通要求；

以及 Scrum 团队需要维护的其他方面。 

 

在章节 8.2.1.8 中进行详述。 

 

 

13.1.2 工具 
 

13.1.2.1 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 
 

 

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用于定义 Scrum 团队使用环境的时间表/日程表。

例如，对于在不同时区工作的分散团队，可以每天 24 小时进行测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环

境。因此，必须创建一个时间表来确定每个团队的测试时间。对于软件项目，环境计划还

可以包括有关如何以及由谁将代码推广到每个环境的信息。 

 

 

13.1.2.2 交流计划 

 

交流计划对于大型项目十分重要，因为诸多 Scrum 团队之间如果沟通不畅或缺乏沟通会对

协同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项目失败。交流计划应涵盖关键信息、交流方法、将

关键信息传达给适当的相关利益方的渠道或机制（包括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其他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将如何向 Scrum 团队传达优先事项）、沟通职

责、敏感信息的分类、交流活动的时间安排以及评估沟通效果的流程。交流计划还应包括

召开 Scrum of Scrums 会议（SoS）的时间、频率和模式。 

 

每个 Scrum 团队都可以制定一个交流计划，指定必须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创建并维护的记录

以及用于向相关利益方传达重要项目信息的各种方法，并指定由谁来责任各种交流活动。

参见章节 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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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3 大型项目资源计划 

 

由于向多个同时展开工作的 Scrum 团队分配各种类型的资源十分复杂，因此制定大型项目

资源计划非常重要。稀缺资源将面临竞争，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其他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必须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交付最大的价值。大型项目中的资

源计划应考虑与资源相关的各种成本，如人员、培训、硬件和软件、外部服务以及实际空

间。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其他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能需要与外部

资源进行协调，以获取资源并增加人员（例如，可能需要雇用外部资源来与现有的专职团

队合作，还可能需要与公司内部的现有供应商管理团队进行沟通）。在雇用外部资源时，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团队必须遵循公司对待外部资源和供应商的政策。 

 

在大型项目中，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可能需要考虑额外的资源计划，以

满足专业团队的需求，以及为众多并行工作的 Scrum 团队设置环境的需求。首席产品负责

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以与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

协作，以定义大型项目所需的专业技能、所需的资源数量、需要专门技能的 Scrum 团队以

及分配估计。 

 

 

13.1.2.4 确认依赖性 

 
在章节 9.4.2.3 中进行详述。 

 
在大型项目中，正确确定依赖性可帮助 Scrum 团队确定他们的哪些决定和活动可能会影响

到其他团队，还可能影响单个 Scrum 团队执行各自任务以创建迭代可交付成果的相对顺序。 

 
 

13.1.3 成果 

 

 
13.1.3.1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由于小型项目中的每次迭代都会创建潜在的可交付产品或其他可交付成果，在存在商业需

求的情况下，每次迭代后都可进行一次发布。在大型项目中，则无需为每次迭代进行与发

布准备相关的某些活动。例如，项目团队可以决定运行全套昂贵且耗时的性能测试，或者

在发布之前进行一组特殊的端到端集成测试。这些活动不在为常规迭代定义的完成标准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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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单独的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参见章节 

13.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这些商业决策以及相关的商业理由在发布准备就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中进行了详述。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详细

介绍了每个 Scrum 团队和整个项目所需遵循的步骤，以确认满足发布的最低要求，且产品

或组件已准备就绪，可供发布。 

 

 

13.1.3.2 最低完成标准 

 

在章节 5.4.3 中进行详述。 

 

完成标准在章节 8.5.3.2 中进行了详述。 

 

对于大型项目，某些方面将被视为最低完成标准，如移动到指定环境或满足某些内部标准，

然后再进行使用验收测试（UAT）。 

 

除了最低完成标准，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及其 Scrum 团队还可以定义适用于特定用

户故事类型（例如，用于创建或更改网站的所有用户故事）的其他完成标准。如果在最低

完成标准之外还定义了其他标准，Scrum 团队在开发产品时需考虑这些标准。完成标准的

示例包括可在迭代和发布阶段使用的清单。 

 

 

13.1.3.3 用户验收标准 

 

在章节 9.1.3.2 中进行详述。 

 

 

13.1.3.4 共享资源 

 

从事于项目的所有或部分 Scrum 团队需要共享的资源，包括人员、环境和设备。在大型项

目中，共享资源可能会受到限制，而且诸多 Scrum 团队同时需要共享资源。在这种情况下，

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Chief Scrum Master、其他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和其他 Scrum Master 需要制定一个方案来分配和使用这些共享资料。在大型项目中，创建

迭代可交付成果的职责分散至多个 Scrum 团队，每个团队都有不同的优先级和可工作日程。

分配共享资源的方案需确保先将资源分配给最重要/最具价值的功能以及处理这些功能的团

队。当竞争请求具有非常相似的优先级时，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应根据

当前商业要求决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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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5 团队专业化 
 

在大型项目中可能需要团队专业化。团队专业化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完成特定任务的需求。例如，一个专业团队可能是一个能够持续整合专业知

识的综合性团队。在进行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时，这些知识可能

十分重要。 

 

第二个方面是对单个团队成员特殊技能的需求。理论上来说，所有 Scrum 团队成员需要是

通才同时也要是专才，即，通晓多个领域的知识，同时又至少精于其中一个领域。但是，

在大型项目中可能不能适用。专业团队的成员可能需要具备特殊技能（例如像安全性这样

的特殊领域知识），但并非在所有有此需求的大型项目团队中都拥有这样的成员。对于大

型项目而言，培训所有领域的每个人的成本可能十分高昂。这些具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专

业人才可能会在不同的团队中担任临时团队成员，有时可能需要从外部来源雇用此类专业

人才。务必谨记，添加一名新的团队成员将影响团队速度。 

 

第三个方面是可能会对团队灵活性有所限制。如上所述，在大型项目中，培训所有领域的

每个人的成本可能十分高昂。这意味着每个团队将拥有一个或多个他们具有重要专业知识

的领域，有一些领域他们可以并将通过一些投入和培训来进行处理，而有些领域他们将无

法处理。在进行迭代计划时，每个团队都会有一部分用户故事，这些故事在逻辑上基于他

们的专业知识，有一些他们可以处理，而有一些却由于无法相应的知识/技能而无法处理。 

 

这给项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所有高优先级的用户故事不太可能在一个单独的迭代中

完成。团队需要一边处理一些低优先级的用户故事，同时等待具有专业技能的团队成员在

有时间时前来相助。 

 

13.1.3.6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计划大型项目时，可能会得出一些建议来修正或增强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如果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则会将其作为更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13.1.3.7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应确定多个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与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展开合作的方式。至少应定义一个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以处理多

少 Scrum 团队（基于经验、时间、领域知识），如何在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之间分

配从相关利益方处收集要求的工作，如何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更新新要求或修改要求，

以及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如何与多个 Scrum 团队合作。请注意，每个 Scrum 团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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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与一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合作；但是，如果需要，一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以与多个 Scrum 团队合作。 

 

 

13.1.3.8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规定众多 Scrum 团队如何互相合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最高价

值。该计划应包括以下信息：如何向合格团队分配专业领域；团队将如何支持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的整理和估计（即，确定哪些团队成员将参加整理会议和高水平估计活动）；以及

团队将如何组织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该计划可能还包括有关如何培训每个 Scrum 团队的信息（例如，除了各自的 Scrum Master 之

外，还会有一名单独的教练；对于分散团队，每个位置都会有一名 Scrum Master；团队成员

如何与并列的 Scrum Master 和非并列的 Scrum Master 合作？）。 

 

 

13.1.3.9 依赖性 

 

在章节 9.4.3.3 中进行详述。 

 

 

13.1.3.10 环境时间表 

 

环境时间表在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期间创建，用于在“进行和协调

迭代”流程（章节 13.2）中协调迭代活动。它描述每个团队的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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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进行和协调迭代 

图 13-5 显示了进行和协调迭代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3-5：进行和协调迭代——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核心团队* 

2. 大型核心团队* 

3. 完成的定义* 

4.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5. 依赖性 

6. 环境时间表 

7.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 

8.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9.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10. 共享资源 

1. Scrum of Scrums 会议* 

2. 团队专业知识* 

3. 环境会议 

1.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2. 更新的发布准备就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 

3. 解除的依赖性 

4. 环境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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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显示进行和协调迭代流程与 Scrum 基本流程的所有关系。 
 

 
 

图 13-6：进行和协调迭代——数据流程图 

 

  

13.1 

创建大型项目

要素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8.1 

创建项目愿景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

益方 

8.3 

创建 Scrum 团队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13.2 

进行和协调迭代 

对于每个核心团队 

• 迭代可交付成

果(Sprint 

Deliverables) 

•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 完成的定义 

• 完成标准 

•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 Scrum Master 

• Scrum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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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投入 
 

13.2.1.1 核心团队* 
 

 

核心团队包括 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在章节 8.4.1.1 和 

3.3.1 中进行了详述。 

 

13.2.1.2 大型核心团队* 
 

 

大型核心团队包括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Chief Scrum Master、Scrum Master、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以及从事大型项目的既定 Scrum 团队成员。拥有一个包含所有

团队成员的大型核心团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团队应选择一名成员作为代表加入大型核

心团队。 

 

Chief Scrum Master 为参与项目的所有 Scrum 团队扫除障碍并确保高效的项目环境。首席产品

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为大型项目制定并维护整体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用于协调 

Scrum 团队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工作。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负责决定大

型项目过程中 Scrum 团队要开发的功能和组件的优先级。 

 

Chief Scrum Master、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的所选成员共同协作，制定项目过程中所有团队共同需要的

组件和资源清单。 

 

13.2.1.3 完成的定义* 

 

在章节 8.5.3.2 和 5.4.3 中进行详述。 

 

如果存在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其完成标准通常是唯一的，且与

其他迭代的完成标准不同。定义完成标准的目的在于确保迭代可交付成果“潜在可交付”。

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基于深思熟虑的商业决策，解决常规迭代中

未解决的所有问题，并记录在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中。 

 

 

13.2.1.4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在章节 9.1.3.2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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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5 依赖性 

 

在章节 9.4.2.3 和 9.4.3.3 中进行了详述。 

 

 

13.2.1.6 环境时间表 

 

环境时间表是 Scrum 团队将要如何分享环境的计划/日程表。此时间表为每个团队使用每种

环境明确分配日期和时间段。 

 

 

13.2.1.7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在章节 13.1.3.1 中进行详述。 

 

 

13.2.1.8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8 中进行详述。 

 

13.2.1.9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 
 

 

13.2.1.10 共享资源 

 

从事于项目的所有或部分 Scrum 团队需要共享的资源，包括人员、环境和设备。在大型项

目中，共享资源可能会受到限制，而且所有或部分 Scrum 团队同时需要共享资源。参见章

节 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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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工具 
 

 

13.2.2.1 Scrum of Scrums 会议* 

 

Scrum of Scrums 会议是扩展 Scrum 用于大型项目时的重要元素。通常，每个 Scrum 团队派一

名代表参加此会议，通常为 Scrum Master，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其他 Scrum 团队成员参与

此会议的情况也很常见。此会议通常由 Chief Scrum Master 主持召开，旨在关注不同 Scrum 

团队的协调和整合部分。 

 

这些会议以简短为宜，每个 Scrum 团队派出一名代表在会上分享各自团队的状态。此会议

通常没有时间限制，团队之间可分享更多信息。Scrum of Scrums（SoS）会议根据预定时间

间隔召开或是根据 Scrum 团队的要求召开，促进各 Scrum 团队之间的信息分享。可密切监

控影响多个 Scrum 团队的问题、依赖性和风险，以帮助处理大型项目的多个团队更好地协

调与整合其工作。Chief Scrum Master（或者召开 SoS 会议的另一个 Scrum Master ）负责确保

为所有代表提供一个开放、利于诚实分享信息以及为其他团队代表提供反馈的环境。对于

涉及大量团队的大型项目，可以召开多个级别的此类会议，以分享各个团队的状态。 

 

每个 Scrum 团队代表轮流给出自己团队的最新信息。通常通过回答四个特定问题的方式来

给出这些信息。 

 

1) 自上次会议后，我的团队进行了哪些工作？ 

2) 在下次会议前，我的团队将会做什么？ 

3) 其他团队依靠我们团队来完成，但尚未完成的工作有哪些？ 

4) 对于可能影响其他团队的工作我，我们团队的计划是什么？ 

 

这四个问题的答案给出的信息可让每个团队清楚了解所有其他团队的工作状态。 

 

 

13.2.2.2 团队专业知识* 

 

在章节 10.1.2.1 中进行详述。 

 

此外，对于大型项目来说，这还包括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 Chief Scrum 

Master 的团队专业知识。后者有助于评估为每个迭代制定用户故事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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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 环境会议 

 

该会议用于识别开发、管理和测试项目可交付成果所需的环境类型与数量。在此会议中还

会讨论建立所需环境需要的资源。 

 

 

13.2.3 成果 
 

 

13.2.3.1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是每次迭代结束时 Scrum 团队开发的潜在可交付产品。

可交付成果应具有迭代中用户故事所定义的所有功能，且应已测试成功。 

 

 

13.2.3.2 更新的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详细规定了每个 Scrum 团队和整个项目所需遵

循的步骤，以确认满足发布的最低要求。这可以随着流程中确定的修改而更新。 

 
 

13.2.3.3 解除的依赖性 

 

将用户故事发展为可交付成果所需的用户故事、任务和资源之间的依赖性要求大型项目制

定依赖性行动计划。此计划涵盖管理所有类型的依赖性（强制、任意、外部和内部依赖性）

所需的所有操作。 

 

 

13.2.3.4 环境 

 

即识别和记录开发和测试项目可交付成果需要的所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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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 
 

图 13-7 显示了准备大型项目发布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3-7：准备大型项目发布——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3-8 显示准备大型项目发布流程与 Scrum 基本流程的关系。 
 

 
 

图 13-8：准备大型项目发布——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核心团队* 

2. 大型核心团队* 

3.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4.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1. 交流计划* 

2. 发布准备就绪迭代

（Release Readiness 

Sprint） 

3. 发布准备方法（Release 

Preparation Methods） 

1. 可交付产品* 

2.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 

3. 发布环境 

4.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投入 工具 成果 

13.1 

创建大型项目要素 

• 验收的可交付成

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

（Release 

Readiness Plan）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

（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Working 

Deliverables） 

• 产品发布 

13.2 

进行和协调迭代 

13.3 

准备大型项目发布 

大型核心团队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对于每个核心团队 

• 发布计划时间表

（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 可交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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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投入 
 

 

13.3.1.1 核心团队* 

 

在章节 8.4.1.1 和 3.3.1 中进行详述。 

 

 

13.3.1.2 大型核心团队* 

 

在章节 13.2.1.2 中进行详述。 

 

 

13.3.1.3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13.3.1.4 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在章节 13.1.3.1 中进行详述。 

 

 

13.3.2 工具 
 

 

13.3.2.1 交流计划* 

 

在章节 12.1.2.2 和 13.1.2.2 中进行了详述。 

 

 

13.3.2.2 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 

 

如果需要执行特定任务，以便准备发布和确认发布已经达到最低要求，则这些任务在发布

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中展开。如有需要，则每次发布仅展开一次发布

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作为发布前的最后一次迭代。在发布准备就绪

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中，将不会制定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而会制定发布准备就

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参见章节 13.1.3.1）中确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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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记：这些任务将出于商业决策而在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中执行。

这并不会改变在每个单独迭代结束时满足验收和完成标准的要求。 

 

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并非强制进行。尽管如此，在许多大型项目

中，仍会出于商业理由决定进行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 

 

 

13.3.2.3 发布准备方法（Release Preparation Methods） 
 

 

发布准备方法（Release Preparation Methods）用于执行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中确定的任务，从而获取能够交付/发布的可交付成果。这些方法可以特定于项目，

但通常可适用于一个项目组合或至少一个项目群级别。这些可在 Scrum Guidance Body 中进

行定义。 
 

 

13.3.3 成果 
 

 

13.3.3.1 可交付产品* 

 

可交付产品是客户和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所定义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或产品增

量。它将在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结束时准备就绪，可供交付或发

布。 

 

 

13.3.3.2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是随产品发布同时交付给客户的文件，包括将要交付的产品的外

部或面向市场的运输标准。 

 

 

13.3.3.3 发布环境 

 

发布环境是支持发布至现场所需的环境。 

 

13.3.3.4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章节 13.1.3.6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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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大型项目对 Scrum 基本流程的影响 
 

尽管第 8 章至第 12 章中介绍的 Scrum 基本流程对大型项目仍然有效，但仍需注意一些特定

的预期影响。表 13-1 概括了大型项目对 Scrum 基本流程的影响。 
 

流程 大型项目的流程影响描述 

8.1 创建项目愿景 额外成果：确定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 

对于大型项目，需要在此流程中确定一名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此外，还将确定多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而小型项目仅需一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额外成果：确定 Chief Scrum Master* 

与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相似，还应为大型项目确定 

Chief Scrum Master。 

8.2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成果：确定相关利益方 

在此流程中，对于大型项目而言，除了确定项目相关利益方之外，还

需确定多个 Scrum 团队中的一些核心成员作为主要相关利益方。这些

相关利益方将参与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流程。 

8.3 创建 Scrum 团队 额外投入：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2 中进行详述。对于大型项目，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将参与确定 Scrum 团队的组成并为团队成员提供指

导。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将为会整个大型项目的利

益而服务，而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将集中于单个团队级别。 

 

额外投入：Chief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1 中进行详述。对于大型项目，Chief Scrum Master 将参与确

定 Scrum 团队的组成并为团队成员提供指导。Chief Scrum Master 将为

会整个大型项目的利益而服务，而 Scrum Master 将集中于单个团队级

别。 

 

额外投入：共享资源 

在章节 13.1.3.4 中进行详述。了解 Scrum 团队可用的所有共享资源是构

建各个 Scrum 团队的必要条件。 

 

额外投入：团队专业化 

在章节 13.1.3.5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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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大型项目的流程影响描述 

8.4 发展史诗

（Epic(s)） 

额外投入：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这是创建大型项目组件流程的主要成

果，规定了多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之间如何合作以及如何

与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合作。它还规定了这些负责

人如何与相关利益方合作以收集要求、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以及与

多个 Scrum 团队合作。将只会有一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直

接与每个  Scrum 团队交流。但是，必须决定如何在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之间分配 Scrum 团队，以及每名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将与多少个 Scrum 团队合作。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额外投入：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定义如何对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进行更新，这是此流程的重要成果。 
 

 

额外投入：依赖性 

在章节 9.4.2.3 中进行详述。 

8.6 进行发布计划 额外投入：Chief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1 中进行详述。 
 

 

额外投入：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在章节 13.1.3.1 中进行详述。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包括影响整个发布计划的重要信息。 

9.1 建立用户故事 额外投入：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 
 

 

额外投入：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8 中进行详述。 

9.2 估计用户故事 额外投入：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 
 

 

额外投入：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8 中进行详述。 

9.3 提交用户故事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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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大型项目的流程影响描述 

9.4 确定任务 无变化 

9.5 估计任务 无变化 

9.6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无变化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无变化 

10.2 进行每日立会 无变化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 

额外投入：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定义如何对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进行更新。 
 

 

额外投入：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8 中进行详述。Scrum 团队合作计划规定团队如何参与整

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此计划还会规定哪些团队代表将参与整理流程

以及如何选择这些代表。 
 

 

额外投入：团队专业化 

在章节 13.1.3.5 中进行详述。 
 

 

额外成果：更新的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 

在整理产品待办列表时对产品待办列表进行的修改可能会影响发布准

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参见章节 13.1.3.1）。 

11.1 展示并验证迭代 此流程由每个 Scrum 团队单独执行。对于每个团队来说，各自的产品

负责人（Product Owner）批准用户故事，但是由于存在互相依赖性，

这可能会有些复杂。有时，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会

参与每个团队的每一次迭代评审会议。通常需要进行端到端验证，因

为某些项目可能在单个团队内部或由单个团队进行验证时似乎已完

成，但在作为端到端验证的一部分进行评审时可能不符合最终验收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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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大型项目的流程影响描述 

11.2 回顾迭代 额外投入：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7 中进行详述。对于大型项目，整理产品待办列表可能

特别困难。如果不能有效完成，整理工作可能会引发问题并浪费所有

团队的努力。因此，建议在回顾的过程中讨论整理工作，重点集中于

各个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之间如何互相沟通以及与 Scrum 团

队沟通，以便有效地开展待办列表整理工作。 
 

 

额外投入：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在章节 13.1.3.8 中进行详述。对于大型项目，整理产品待办列表可能

特别困难。如果不能有效完成，整理工作可能会引发问题并浪费所有

团队的努力。因此，建议在回顾的过程中讨论整理工作，重点集中于

各个  Scrum 团队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如何与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沟通以开展整理活动。 

12.1 交付可交付成果 额外投入：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2 中进行详述。 
 

 

额外投入：Chief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1 中进行详述。 
 

 

额外投入：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 

在章节 13.3.3.2 中进行详述。 
 

 

对于大型项目，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将是准备大型项目发布流

程的主要成果。 

12.2 回顾项目 额外投入：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2 中进行详述。 
 

 

额外投入：Chief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1 中进行详述。 
 

表 13-1：大型项目对 Scrum 基本流程的影响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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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CRUM 的企业扩展 
 

 

 

本章包括与 SCRUM 的企业扩展相关的流程：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

以及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 

 

SCRUM 的企业扩展，如 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中所定义，适用于以下

方面： 

 

• 任何行业中的项目组合、项目群和/或项目 

• 要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成果 

• 任何规模或复杂程度的项目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Scrum 可有效应

用至任何行业的任何项目——从只有六名团队成员的小型项目或团队，到具有多达几百名

团队成员的大型复杂项目。 

 

为促进 Scrum 框架的最佳应用，本章确定了每个流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还是

“可选”。带有星号 (*) 的投入、工具和成果为必要项，或者说对成功十分重要，而不带星

号的即为可选项。 

 

建议被引入 Scrum 框架和流程的个人主要关注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而其他更有经验的 

Scrum 实践者则努力在本章中全面了解这些信息。 

 

  



14 – 为企业扩展 SCRUM 

288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图 14-1 提供了 Scrum 的企业扩展流程的概览，具体如下所示： 

 

14.1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在此流程中，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主要相关利益方会确定该项目群或项目组合所需的共同组件和资源，还会规定

最低完成标准，并确定所有相关利益方。 

 

14.2 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在此流程中，Scrum Guidance Body 的成员会对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进行定期评审，并在需要时进行更新。在此流程中，还会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资格的变化。 

 

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在此流程，会创建、更新和维护项目群或

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可能会对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提出建议改进，还可能会基于要求

的更改和/或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中项目的进度而调整实施截止日期。 

 

14.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在此流程中会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的组件。还会处

理项目之间的依赖性、讨论常见障碍并分享最佳实践。有时，还会对 Scrum Guidance Body 

提出改进建议。 

 

14.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在此流程中，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主要相关利益方会一起回复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并总结归纳所得教训。通

常，这些所得教训会产生“议定的可行改进”文档，以便在未来的发布中实施。有时，还

会提出 Scrum Guidance Body 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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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Scrum 的企业扩展概览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4.1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

组合组件 

14.2 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14.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14.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发布 

投入 

1. 公司愿景和使命* 

2.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

（Portfolio Product Owner）* 

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

（Portfolio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5. 项目群 Scrum Master

（Program Scrum Master）* 

6.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7.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8. 主要相关利益方 

工具 

1. 交流计划* 

2. 公司人力资源计划* 

3. 相关利益方分析 

成果 

1. 最低完成标准* 

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3. 共享资源* 

4. 确定相关利益方* 

5.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投入 

1. 规定* 

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3. Scrum 指导机构成员 

工具 

1. 成员选择标准* 

2. 基准分析法 

(Benchmarking) 

3. Scrum Guidance Body 

会议 

成果 

1.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2. 可行的向上反映 

3.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员资格 

4. 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拒绝更新的建议 

投入 

1. 公司愿景和使命* 

2. 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3. 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8.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9. 公司政策 

10. 行业标准 

11. 评估/Benchmarking 结果 

工具 

1.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回顾会议* 

2. 沟通方式* 

3.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4. 用户故事研讨会 

5. 用户或客户访谈 

6. 问卷调查 

成果 

1. 更新的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3. 更新的项目实施截止日期* 

4. 角色 

5. 已确定风险 

投入 

1. 完成的定义* 

2. 已知依赖性* 

3.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8. 项目中潜在的可交付成果（Potentially Shippable 

Deliverables from Projects） 

9. 障碍日志 

10.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1.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12.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工具 

1.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2.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SoSoS）会议 

3. 沟通方式 

成果 

1. 更新的障碍日志* 

2. 更新的依赖性* 

3.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投入 

1.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2.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3.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5.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6.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工具 

1.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 

2.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成果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3.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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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 14-2 显示了 Scrum 的企业扩展中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2：Scrum 的企业扩展概览（概要）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4.1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

组合组件 

14.2 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

目组合待办事项 

14.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14.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发布 

投入 

1. 公司愿景和使命* 

2.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

（Portfolio Product Owner）* 

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

（Portfolio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5.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工具 

1. 交流计划* 

2. 公司人力资源计划* 

成果 

1. 最低完成标准* 

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3. 共享资源* 

4. 确定相关利益方* 

投入 

1. 规定* 

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工具 

1. 成员选择标准* 

成果 

1.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投入 

1. 公司愿景和使命* 

2. 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3. 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4.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5.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工具 

1.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回

顾会议* 

2. 沟通方式* 

成果 

1. 更新的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 

2.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3. 更新的项目实施截止日期* 

投入 

1. 完成的定义* 

2. 已知依赖性* 

3.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工具 

1.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成果 

1. 更新的障碍日志* 

2. 更新的依赖性* 

投入 

1.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2.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工具 

1.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 

成果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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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要素 
 

图 14-3 显示了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3：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图 14-4：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数据流程图 

  

1. 公司愿景和使命* 

2.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5.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6.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7.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8. 主要相关利益方 

1. 交流计划* 

2. 公司人力资源计划* 

3. 相关利益方分析 

1. 最低完成标准* 

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3. 共享资源* 

4. 确定相关利益方* 

5.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投入 工具 成果 

• 公司愿景和使命 

• 项目组合/项目群产品负责

人（Portfolio/Program 

Product Owner） 

• 项目组合/项目群 Scrum 

Master（Portfolio/Program 

Scrum Master） 

• 最低完成标准 

14.1 

创建项目群或项

目组合要素 

9.1 

建立用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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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投入 
 

 

14.1.1.1 公司愿景和使命* 
 

 

公司愿景和公司使用分别在章节 8.1.1.8 和 8.1.1.9 中进行详述。 

 

公司愿景和公司使用对任何项目而言都十分重要，但是对于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级别更为重

要。项目群和项目组合都应由企业的整体使用和愿景所推动，因为这可确保整个组织工作

的统一性。 

 

 

14.1.1.2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4 中进行详述。 

 

 

14.1.1.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3 中进行详述。 

 

 

14.1.1.4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中进行详述。 

 

在一个项目中，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是诸多相关利益方之一。在项

目群级别，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与项目中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的角色相似。他/她负责并推动创建和整理项目群组件。 

 

 

14.1.1.5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中进行详述。 

 

在一个项目中，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是诸多相关利益方之一。在项

目群级别，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与项目中 Scrum Master 的角色相似。

他/她是一名推动者，负责解决项目群级别的问题并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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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6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在章节 8.2.1.8 中进行详述。 

 

 

14.1.1.7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级别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尤为重要，因为可能有大量项目需要适

当的指导。 

 

 

14.1.1.8 主要相关利益方 
 

 

虽然在此流程中将确定许多相关利益方，但一些主要的相关利益方已经为人所知。例如，

项目组合级别的主要相关利益方包括公司执行董事会和政府机构的成员。项目群级别的主

要相关利益方包括项目群或相关项目的发起人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请参阅章节 1.4.3.1、3.3.2 和 6.4.2.1。 
 

 

 

14.1.2 工具 
 

 

14.1.2.1 交流计划* 
 

 

在章节 12.1.2.2 中进行详述。 

 

交流计划应规定如何将信息传达给相关利益方以及整个组织、项目组合和项目群，还应规

定何时以何种方式传达以及将使用何种模式传达。项目组合为项目组合中项目群的交流计

划提供指导和意见。同样，项目群为项目群中项目的交流计划提供指导和意见。 

  



14 – 为企业扩展 SCRUM 

294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14.1.2.2 公司人力资源计划* 

 

公司人力资源计划概括地提供了关于特定人员何时可参与各种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

信息，还提供未来所需员工雇用计划的信息。 

 

 

14.1.2.3 相关利益方分析 
 

 

标准的相关利益方分析用于在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级别上确认相关利益方。当在创建和整理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待办事项流程中开发角色时，可以确定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相关利益方的

更多详细信息。 

 

 

 

14.1.3 成果 
 

 

14.1.3.1 最低完成标准* 

 

在章节 5.4.3 中进行详述。 

 

 

14.1.3.2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在章节 9.1.3.2 中进行详述。 

 

 

14.1.3.3 共享资源* 
 

 

在章节 13.1.3.4 中进行详述。 

 

14.1.3.4 确定相关利益方* 

 

在章节 8.2.3.2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的主要相关利益方将参与此流程。在此流程中将确定其他相关利益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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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5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章节 13.1.3.6 中进行详述。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流程将会为 Scrum Guidance Body（SGB）生成潜在改进的建议或

反馈。Scrum Guidance Body 将对这些建议改进进行讨论，并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参见章节 

14.2，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流程）。如果 SGB 接受这些建议，则会将其作为更

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14.2 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图 14-5 显示了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5：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规定* 

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3. Scrum 指导机构成员 

1. 成员选择标准* 

2. 基准分析法 

(Benchmarking) 

3. Scrum Guidance Body 会议 

1.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2. 可行的向上反映 

3.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 

4. 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拒绝更新的建议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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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数据流程图 

 

 

14.2.1 投入 

 

14.2.1.1 规定* 

 

规定包括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必须遵守的所有联邦、地方、州或行业法规。在规定的期限内

创建的满足政府法规的用户故事将包含在项目组合或项目群产品订单中。 

 

在某些情况下，Scrum 指导机构的建议可能进行更新，以便反映新法规。 

 

 

14.2.1.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章节 13.1.3.6 中进行详述。 

 

在 Scrum 回顾和其他流程中，会得出一些建议和反馈来修正或增强 Scrum Guidance Body 建

议。如果 Scrum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或反馈，则会将其作为更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中。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4.1 

创建项目群或项目

组合要素 

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

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14.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

合要素 

14.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

合发布 

14.2 

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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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3 Scrum 指导机构成员 
 

 

Scrum 指导机构（SGB）成员可以包括  Scrum 专家、选定的  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和团队成员（所有级别）。但是，SGB 的成员数量应具有限制，从而确

保该机构保持相关性，同时避免成为一项规定。 

 

 

14.2.2 工具 
 

 

14.2.2.1 成员选择标准* 
 

 

成员选择标准由相关利益方制定，用于规定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其角色和职责、成

员数量以及他们需具备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选择标准，但是每名成员都具有 Scrum 专业

知识，并对 SGB 可以拥有的成员数量施加限制，从而确保该机构保持相关性，同时避免成

为一项规定。 

 

 

14.2.2.2 基准分析法 (Benchmarking) 

 

企业应定期将自己的做法与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以跟上竞争的步伐。基准分析法

（Benchmarking）是将组织的业务流程和绩效指标与业内或其他行业的领先公司进行比较的

过程。 

 

 

14.2.2.3 Scrum Guidance Body 会议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定期展开会议，讨论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的潜在需求（例如

回顾会议和其他流程的建议改进，或更新的法规等）。Scrum Guidance Body 根据其他的特

定需求决定会议的召开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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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成果 
 

 

14.2.3.1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11.2.3.6 中进行详述。 

 

Scrum Guidance Body 进行评审后，可能需要进行修改，从而对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进行

更新。 

 

 

14.2.3.2 可行的向上反映 
 

 

Scrum Guidance Body 可能认为部分公司政策让团队无法从 Scrum 应用中获得最大益处。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向上反映，以便获批修改政策。 

 

 

14.2.3.3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员资格 

 

根据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员资格的评估结果，新成员可能会加入 Scrum Guidance Body，而 

Scrum Guidance Body 可能移除现有成员，后者亦可自行退出。 

 

 

14.2.3.4 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拒绝更新的建议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可能无法不被接受。如果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拒绝建议

改进，则应该向相关方提供反馈，阐述拒绝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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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图 14-7 显示了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7：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公司愿景和使命* 

2. 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3. 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

（Portfolio Scrum Master）*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8.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9. 公司政策 

10. 行业标准 

11. 评估/Benchmarking 结果 

1.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

项回顾会议* 

2. 沟通方式* 

3.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4. 用户故事研讨会 

5. 用户或客户访谈 

6. 问卷调查 

1. 更新的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

办事项* 

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3. 更新的项目实施截止日期 

4. 角色 

5. 已确定风险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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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 显示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流程与 Scrum 基本流程的所有关系。 

 

 
 

图 14-8：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数据流程图 

 

 

 

14.3.1 投入 
 

 

14.3.1.1 公司愿景和使命* 
 

 

在章节 8.1.1.8 和 8.1.1.9 中进行了详述。 

 

 

14.3.1.2 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项目组合级别的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与项目群级别的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的角色相似。

优先项目组合待办列表中的项目为各个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提供投入，并最终为单个项目

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提供投入。如章节 8.1.1.5 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中所述，在此级别仅对

用户故事进行最小（如有）的改善，因为通常在特定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级别的项目中完成

改善。 
 

  

• 公司愿景和使命 

• 项目组合/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ortfolio/Program Product 

Owner） 

• 项目组合/项目群 Scrum 

Master（Portfolio/Program 

Scrum Master） 

• 更新的优先项目群待

办列表 

• 更新的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 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

目组合待办事项 

10.3  

整理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8.1 

创建项目愿景 
8.4 

发展史诗

（Epic(s)) 

8.5 

创建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 

8.6 

进行发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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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3 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在章节 8.1.1.5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级别的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与项目级别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角色十分相似。它用

于确定项目群的要求及其优先级。 

 

但仍存在一些不同点： 

 

在项目群的项目中创建各自的可交付成果并完成其验收。可在项目群级别定义每个产品待

办项目/用户故事的完成或验收标准。项目必须遵循这些标准，但可根据需要添加其自己的

标准。 

 

迭代的时长依项目而定，通常一个项目群中的每个项目也各自不同。此外，速度也因团队

而异。因此，没有必要在项目群级别制定十分详细的用户故事。项目群级别的用户故事改

善仅足以确保对各自的故事有清晰的了解，且可定义项目群的具体验收标准。 

 

14.3.1.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4 中进行详述。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与项目群中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的角色相似，需负责并推动创建和整理项目组合产品待办事项。 

 

14.3.1.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3 中进行详述。 

 

在一个项目中，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是诸多相关利益方之一。在项

目组合级别，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与项目群中项目群 Scrum Master

（）的角色相似。 

 

14.3.1.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是项目的多名相关利益方之一。在项目群级别，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与项目中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角色相

似。需负责并推动创建和整理优先项目群产品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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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是项目的多名相关利益方之一。在项目群级别，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与项目中 Scrum Master 的角色相似。他/她是一

名推动者，负责解决项目群级别的问题并扫除障碍。 

 

 

14.3.1.8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和 10.3.1.11 中进行了详述。 
 

在创建或整理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列表时，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将提供在项目

群或项目组合级别需考虑的最佳实践。 

 

 

14.3.1.9 公司政策 

 

公司政策是组织制定或采用的一套原则、规则和方针。修改公司政策会影响遵循原公司政

策创建的现有用户故事。 

 

14.3.1.10 行业标准 

 

落实全新行业标准或对现有标准的修改，以便维持产品和服务的可用性。因此，需满足这

些标准的相关用户故事需要纳入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中，并相应进行优先排序。 

 

有时，需要修改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以便反应新的或已修改的标准。 

 

 

14.3.1.11 评估/Benchmarking 结果 

 

首先，评估/Benchmarking 结果将要求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中的最佳实践。这些结果

还有助于设置创建产品或服务的最低标准，并产生经过修改的“完成标准”。有时，它们

也可能推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负责人开发全新的用户故事以实施最佳实践。 

  



14 – 为企业扩展 SCRUM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303 
 

14 

14.3.2 工具 

 

14.3.2.1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回顾会议* 

 

参与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列表评审会议与参与项目级别的评审会议大有不同。Scrum 团

队将参与项目级别的整理会议。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项目群中每个项目的代表或项

目组合中每个项目群的代表会参与会议。为简化会议，通常建议每个项目或项目群只派出

一名代表参与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的会议。 

 

请参阅章节 10.3.2.1 和 6.5.1.2。 

 

14.3.2.2 沟通方式* 

 

在章节 10.3.2.2 中进行详述。 

 

14.3.2.3 用户故事优先排序方法 

 

在章节 8.5.2.1 中进行详述。 

 

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要求/用户故事的数量通常少于项目级别。具有显著的有形价值

/商业需求/用户影响的用户故事的百分比通常远远低于项目级别。因此，在项目群或项目

组合级别很少有相关或所需的技术。 

 

例如，卡诺分析（Kano Analysis）受到限制，因为不存在不满意或激励者。没有大量的相关

利益方，尤其是用户，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的价值也十分有限。MoSCoW 技术

也很受局限，因为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没有“有则更佳”或“将不会拥有”的功能。 

 

配对比较法（Paired Comparison）是适用于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级别的一项技术。 

 

14.3.2.4 用户故事研讨会 

 

在章节 8.4.2.2 中进行详述。 

 

与项目相比，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用户故事研讨会将仅生成较高级别的用户故事作为成果，

因此所生成的故事数极少。但是，此会议仍然具有价值，因为项目群中的不同项目的代表

或项目组合中不同项目群的代表都将参与此会议。这可确保正确定义并理解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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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5 用户或客户访谈 

 

在章节 8.4.2.4 中进行详述。 

 

14.3.2.6 问卷调查 

 

在章节 8.4.2.5 中进行详述。 

 

14.3.3 成果 
 

 

14.3.3.1 更新的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可使用新用户故事、新修改强求、新识别的风险、更新的用户故事或现有用户故事的重新

优先排序来更新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请参阅相关章节 10.3.3.1。 

 

 

14.3.3.2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章节 13.1.3.6 中进行详述。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列表流程将会为 Scrum Guidance Body 生成潜在改进的建

议或反馈。Scrum Guidance Body 将对这些建议改进进行讨论，并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参见

章节 14.2，评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流程）。如果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则

会将其作为更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14.3.3.3 更新的项目实施截止日期 
 

 

可能需要更新项目实施截止日期，从而反映全新或已修改的用户故事的影响。这些故事需

要调整或引入全新要求。 

 

 

14.3.3.4 角色 

 

在章节 8.4.3.2 中进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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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5 已确定风险 

 

在章节 8.4.3.4 中进行详述。 

 

 

14.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要素 
 

 

图 14-9 显示了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9：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投入、工具和成果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完成的定义* 

2. 已知依赖性* 

3.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8. 项目中潜在的可交付成果（Potentially 

Shippable Deliverables from Projects） 

9. 障碍日志 

10.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1.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12.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1. Scrum of Scrum（SoS）会议* 

2.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

（SoSoS）会议 

3. 沟通方式 

1. 更新的障碍日志* 

2. 更新的依赖性* 

3.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投入 工具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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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0 显示了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流程的数据流。 
 

 
 

图 14-10：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数据流程图 

 

 

14.4.1 投入 

 

14.4.1.1 完成的定义* 

 

在章节 5.4.2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定义的完成定义可用作整个企业项目的最低完成标准。 

 

14.4.1.2 已知依赖性* 

 

如果企业内部存在相互关联的项目和/或产品，则可能会确定一些依赖性。这样，就需要在

项目之间进行协调以管理依赖性。这些依赖性可能包括： 

 

• 为相互关联的项目确定相同的发布日期 

• 发布之间依赖性 

• 相互关联的功能的依赖性  

 

请参阅章节 9.4.2.3 和 13.1.2.4。 

  

• 完成的定义 

• 已知依赖性 

• 项目组合/项目群产品负责人

（Portfolio/Program Product 

Owner） 

• 项目组合/项目群 Scrum 

Master（Portfolio/Program 

Scrum Master） 

•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

合待办事项 

14.3 

创建和整理项目群或项

目组合待办事项 

14.4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

合要素 

• 更新的依赖性 

• 更新的障碍日志 

10.1 

创建可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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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3 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在章节 14.3.1.2 和 14.3.1.3 中进行了详述。 

 
 

14.4.1.4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4 和 14.3.1.4 中进行了详述。 

 
 

14.4.1.5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3 和 14.3.1.5 中进行了详述。 

 

 

14.4.1.6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和 14.3.1.6 中进行了详述。 
 

 

14.4.1.7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和 14.3.1.7 中进行了详述。 

 

 

14.4.1.8 项目中潜在的可交付成果（Potentially Shippable Deliverables from Projects） 
 

 

项目中潜在的可交付成果（Potentially Shippable Deliverables from Projects）是在项目群或项目

组合级别进行协调的宝贵信息。当项目的迭代结束时，即完成产品增量或可交付成果。这

些增量中包含的用户故事符合完成标准的定义以及它们各自的验收标准。 

 

在任何相关项目中完成每个迭代后，就会更加清楚各个项目的进度。这一信息不仅可让各

个项目团队保持了解所有项目是否满足某些要求所需的截止日期，而且还可以提供处理项

目之间依赖性所需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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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9 障碍日志 
 

 

每个项目遇到的障碍可能与其他项目相关。因此，可能需要在各个项目和/或项目群之间分

享障碍日志。 
 

 

在章节 10.1.1.4 中进行详述。请参阅相关章节 13.2.1.2，了解如何在大型项目的团队之间分

享障碍日志。 

 

 

14.4.1.10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在章节 8.5.3.1 中进行详述。 

 

这是项目级别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14.4.1.11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在章节 11.2.3.5 中进行详述。 

 

14.4.1.12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在章节 8.6.3.1 中进行详述。 

 

这些时间表虽然是暂定的且随时可能会更改，但对于评估各个项目是否有可能满足要求的

截止日期至关重要，尤其对于依赖项而言至关重要。 

 

 

14.4.2 工具 
 

14.4.2.1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在章节 13.2.2.1 中进行详述。 

 

此会议的目的与其在大型项目中的用途相似。在项目群级别，项目群中所有项目的代表会

定期参与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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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2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SoSoS）会议 
 

 

在项目组合级别，项目组合中的所有项目群和“独立”项目的代表会定期参与会议。参与

者将是 Scrum of Scrums 会议的代表。因此，这一附加级别的会议称为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SoSoS）。图 14-11 图解了 Scrum of Scrums（SoS）和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 会议的

概念。 

 

 
 

图 14-11：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在此示例中，有六个同时工作的 Scrum 团队。Scrum 团队 A、B 和 C 处理一个项目群，而 

Scrum 团队 D、E 和 F 处理另一个项目群。将开展 Scrum of Scrums 会议以协调两个项目群之

间的相互依赖性。然后可能召开 Scrum of Scrums of Scrums 会议以协调和管理多个或所有项

目群之间的依赖性。 

 

 

14.4.2.3 沟通方式 
 

 

在章节 10.3.2.2 中进行详述。 

 

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的沟通方式包括信息布告栏和即时通讯等。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 

SCRUM OF SCRUMS SCRUM OF SCRUMS 

SCRUM 

团队 A 

SCRUM 

团队 B 

SCRUM 

团队 C 

SCRUM 

团队 D 

SCRUM 

团队 E 

SCRUM 

团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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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成果 
 

 

14.4.3.1 更新的障碍日志* 
 

 

在召开 Scrum of Scrums（SoS）或 Scrum of Scrum of Scrums（SoSoS）后，可能需要更新障碍

日志。 

 

请参阅相关章节 10.1.1.4。 

 

 

14.4.3.2 更新的依赖性* 
 

 

在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后，可能需要将已知依赖性更新为新依赖性或修改现有依赖

性。 
 

 

请参阅相关章节 9.4.3.3。 

 

 

14.4.3.3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章节 13.1.3.6 中进行详述。 

 

协调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组件流程将会为 Scrum Guidance Body 生成潜在改进的建议或反馈。

Scrum Guidance Body 将对这些建议改进进行讨论，并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参见章节 14.2，评

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流程）。如果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则会将其作为更

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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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 
 

图 14-12 显示了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流程的所有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12：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投入、工具和成果 

 

 

 
图 14-13：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数据流程图 

 

 
说明：星号 (*) 表示是相应流程的“必要”投入、工具或成果。 

  

1.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2.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3.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5.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6.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1.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会议* 

2.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

知识 

1. 议定的可行改进* 

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

（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3.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投入 工具 成果 

• 项目组合/项目群产品

负责人

（Portfolio/Program 

Product Owner） 

• 项目组合/项目群 

Scrum Master

（Portfolio/Program 

Scrum Master） 

14.5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发布 

• 议定的可行改进 

•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

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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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 投入 

 

14.5.1.1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4 和 14.3.1.4 中进行了详述。 

 

14.5.1.2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3 和 14.3.1.5 中进行了详述。 

 

 

14.5.1.3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在章节 3.4.3 和 14.3.1.6 中进行了详述。 

 

 

14.5.1.4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在章节 3.5.2 和 14.3.1.7 中进行了详述。 

 

 

14.5.1.5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在章节 3.3.2 中进行详述。 

 

 

14.5.1.6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 

 

在章节 8.1.1.11 和 12.2.1.5 中进行了详述。 

 

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回顾期间，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将提供相关的最佳实践，包

括有关管理过程、审计、评估和项目交接标准的信息。这与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在项

目级别回顾中的角色（在章节 12.2.1.5 中详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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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5.2 工具 
 

 

14.5.2.1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与回顾项目会议（在章节 12.2.2.1 中详述）相似，但是在项目

群或项目组合级别进行。最大的不同点是，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召开的频率要大大

低于回顾项目会议。 

 

 

14.5.2.2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在章节 8.4.2.7 中进行详述。 

 

 

14.5.3 成果 
 

 

14.5.3.1 议定的可行改进* 

 

在章节 11.2.3.1 中进行详述。 

 

 

14.5.3.2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在章节 11.2.3.2 中进行详述 

 

 

14.5.3.3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章节 13.1.3.6 中进行详述。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发布流程将会为 Scrum Guidance Body 生成潜在改进的建议或反馈。

Scrum Guidance Body 将对这些建议改进进行讨论，并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参见章节 14.2，评

审和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流程）。如果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则会将其作为更

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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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GILE 概述 
 

 

 

A.1 简介 
 

 

本附录旨在向读者介绍敏捷开发（Agi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各种敏捷方法（Agile 

methodologies）。 

 

将包括以下章节： 

 

A.2 概览——本章节讨论敏捷的定义以及敏捷兴起背后的因素。 

 

A.3 敏捷宣言——本章节介绍敏捷宣言（The Agile Manifesto）、其原则以及相互依赖声明

（The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以提供敏捷的历史背景。 

 

A.4 敏捷方法——本章节将简要概述一些具体的敏捷方法，包括： 

 

• Lean Kanban 

• 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 

• 水晶方法（Crystal Methods） 

• 动态系统开发方法（Dynamic Systems Development Methods，DSDM） 

• 特征驱动开发（Feature Driven Development，FDD） 

• 测试驱动开发（Test Driven Development，TDD） 

• 自适应软件开发（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ASD） 

• 敏捷统一过程（Agile Unified Process，AUP） 

• 领域驱动开发（Domain Driven Development，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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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概述 
 

 

术语“敏捷”通常指能够快速轻松地移动或响应；很灵活。因此，在任何类型的管理学科

中，敏捷都是一个有效的质量目标。具体来说，敏捷项目管理包括在产品、服务或其他结

果的创建过程中进行适应性调整。 

 

但需切记，尽管敏捷开发方法具有高度自适应性，但仍有必要在其自适应流程中融入稳定

性。 

 

 

A.2.1 敏捷的兴起 
 

 

技术、市场需求和期望的快速变化，导致使用传统项目管理模型开发产品和服务的挑战日

益增加。这为许多组织中敏捷方法和价值观的概念化和实施铺平了道路。敏捷开发模式可

解决传统项目管理模式在满足组织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和期望方面的缺陷。由于

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通常强调大量的前期规划，且在确定计划的基础后就必须遵守，这些

模式并不适用于环境变化频繁的现实。 

 

敏捷依赖于自适应计划和迭代开发与交付，它主要关注人们在有效完成工作过程中的价值。

尽管自适应和增量方法自 20 世纪 50 年代即已出现，但仅符合敏捷宣言的方法才被视为真

正的“敏捷”。 

 

 

A.3 敏捷宣言 
 

2001 年 2 月，一个由计算机专家、软件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 17 人小组召开了一次会

议，讨论轻量级软件开发方法。他们组成了敏捷联盟（Agile Alliance），这些会议的讨论内

容最终形成了敏捷软件开发宣言（Manifesto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该宣言由 Fowler 

和 Highsmith（2001 年）撰写，然后由所有参与者签名，确立了所有捷方法的基本指导方针。

敏捷宣言的目标如下所示： 
 

 

 

 

我们一直在实践中探寻更好的软件开发方法，身体力行的同时也帮助 他人。由此我们建立

了如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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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尽管右项有其价值，我们更重视左项的价值。 

 

 
Kent Beck James Grenning Robert C. Martin 

Mike Beedle Jim Highsmith Steve Mellor 

Arie van Bennekum Andrew Hunt Ken Schwaber 

Alistair Cockburn Ron Jeffries Jeff Sutherland 

Ward Cunningham Jon Kern Dave Thomas 

Martin Fowler Brian Marick  

 

上述作者在 http://agilemanifesto.org/ 上发布了复制许可。 

 

 

下面对敏捷宣言强调的四个权衡进行了详细说明： 

 

1. 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和工具 

尽管流程和工具有助于成功完成项目，但从事、参与和实施项目以及确定使用哪些

流程和工具的却是个人。因此，任何项目的关键角色都是个人，重点应在于人员及

其互动，而不是复杂的流程和工具。 
 

 

2. 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 

尽管文档对于任何项目而言都是必要且有用的，但当交付给客户的实际价值主要是

工作软件的形式时，许多团队却专注于收集和记录可交付成果的定性和定量描述，

这是不可取的。因此，敏捷的重点是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逐步交付工作的软件，

而不是详尽的文档。 

  

个体和互动 

工作的软件 

客户合作 

响应变化 

流程和工具 

详尽的文档 

合同谈判 

遵循计划 

http://agilemanifes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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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 

传统上，客户被视为外部参与者，主要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开始和结束时参与其中，

且他们的关系基于合同及其履行。敏捷尊崇共享价值方法，将客户视为合作者。开

发团队和客户合作开发产品。 

 

4. 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 

在客户要求、可用技术和业务模式不断变化的当前市场中，着重遵循可能包含过时

数据的计划已不再可取，以自适应方式进行产品开发变得非常重要，该方式可实现

变化合并并加快产品开发生命周期。 

 

A.3.1 敏捷宣言的原则 

 

Fowler 和 HighsmithThe（2001 年）编写的敏捷宣言包括以下 12 条原则： 

 

1. 我们最优先要做的是通过尽早的、持续的交付有价值的软件来使客户满意。 

 

2.即使到了开发的后期，也欢迎改变需求。敏捷过程利用变化来为客户创造竞争优势。 

 

3. 经常性地交付可以工作的软件，周期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且越短越好。 

 

4. 在整个项目开发期间，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必须全天在一起工作。 

 

5. 要善于激励项目人员，给他们以所需要的环境和支持，并相信他们能够完成任务。 

 

6. 无论是开发团队内还是团队间，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是面对面的交谈。 

 

7. 工作的软件是首要的进度度量标准。 

 

8. 敏捷过程提倡可持续的开发。发起人、开发人员和用户应该能够保持恒久稳定的进

展速度。 

 

9. 对技术的精益求精以及对设计的不断完善将提升敏捷性。 

 

10. 简单是最根本的，即尽最大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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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好的构架、需求和设计出于自组织团队。 

 

12. 团队要定期反省如何能够做到更有效，并相应地调整团队的行为。 

 

 

A.3.2 相互依赖声明 

 

敏捷项目管理相互依赖声明由 15 名项目负责人编写于 2005 年初，是敏捷宣言的补充。它

列举了增强敏捷开发心态（尤其是在管理复杂、不确定的项目时）所需的六项管理价值观。 

 

该声明强调项目团队、客户和其他相关利益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必须承认这一点

才能走向成功。价值观本身也相互依存。 

 

 

我们„„ 

 

通过持续不断的聚焦于价值来增加投资回报。 

 

我们通过与客户频繁的互动和分享所有权来交付可靠的结果。 

 

期望不确定性，并且能够通过迭代、期待和自适应来管理他们。 

 

通过认识到个人是最有价值的源泉，创造一个能使他们产生差异的环境，发

挥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通过小组责任制提升绩效，并有效分担团队责任。 

 

通过情境的具体策略、过程和实践来提高有效性和可靠性。 

 

Anderson.D.、Augustine S.、Avery C.、Cockburn A.、Cohn M. 以及其他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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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敏捷方法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出现了许多敏捷方法，并获得了广泛关注。尽管它们在各

个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共性在于遵守敏捷宣言。  

 

接下来将简要介绍以下敏捷方法： 

 

1. Lean Kanban 

2. 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 

3. 水晶方法（Crystal Methods） 

4. 动态系统开发方法（Dynamic Systems Development Methods，DSDM） 

5. 特征驱动开发（Feature Driven Development，FDD） 

6. 测试驱动开发（Test Driven Development，TDD） 

7. 自适应软件开发（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ASD） 

8. 敏捷统一过程（Agile Unified Process，AUP） 

9. 领域驱动开发（Domain Driven Development，DDD） 

 

 

A.4.1 Lean Kanban 
 

Lean 概念可优化组织的系统，以根据其资源、需求和替代方案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同时减

少浪费。浪费可能源自构建了错误的内容、无所习得，或阻碍流程的做法。由于这些因素

本质上是动态的，Lean 组织会评估其整个系统并持续调整其流程。Lean 的基础是减少每个

周期（即迭代）的时长，以通过减少延迟来提高生产率，并有助于在早期阶段检测错误，

从而减少完成工作所需的总工作量。Lean 软件原则已成功应用至软件开发。 

 

Kanban 字面意思为“布告板”或“告示牌”，它支持使用视觉辅助工具来协助和跟踪生产。

此概念由丰田生产体系（Toyota Production Systems，TPS）之父 Taiichi Ohno 引进。使用视觉

辅助工具效果显著，已成为一种常见做法。示例包括任务卡、Scrumboard 和燃尽图。这些

方法因在丰田（Toyota）这一流程管理领军企业中实践而得到广泛关注。Lean Kanban 将 

Kanban 所规定的可视化方法的使用和 Lean 原则相整合，创建了一个可视化的增量式演化过

程管理系统。 

 
  



附录 A. AGILE 概述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321 
 

A.4.2 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 
 

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起源于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 Corporation），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获得关注。XP 可以保障修改软件的成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急剧上

升。XP 的关键属性包括增量开发、灵活计划、自动化测试代码、语言交流、不断发展的设

计、密切协作以及所有相关人员的长期和短期推动力。 

 

XP 以沟通、反馈、简单和勇气为价值标准。XP 方法中的各种角色包括客户、开发人员、

跟踪人员和指导者。它规定了各种编码、开发人员和商业惯例以及事件和工件，以实现有

效而高效的开发。XP 因其意义明确的工程实践而被广泛采用。 

 

 

A.4.3 水晶方法（Crystal Methods） 

 

 

软件开发的水晶方法由 Alistair Cockburn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进。水晶方法以人为中心，是

轻量级且易于适应的开发方法。因为人是第一位的，所以开发过程和工具并不固定，而是

根据项目的特定要求和特征进行调整。将使用有色光谱来决定项目的变化。诸如舒适度、

可支配资金、必要资金和生活等因素在确定方法的“权重”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些因素以光谱的各种颜色表示。水晶家族分为透明水晶（Crystal Clear）、黄色水晶（Crystal 

Yellow）、橙色水晶（Crystal Orange）、橙色水晶网（Crystal Orange Web）、红色水晶

（Crystal Red）、栗色水晶（Crystal Maroon）、水晶钻石（Crystal Diamond）和宝蓝色水晶

（Crystal Sapphire）。 

 

所有水晶方法都有四个角色：执行发起人、首席设计师、开发人员和有经验的用户。水晶

方法会推荐各种策略和技术来实现敏捷性。水晶项目周期包括章程、交付周期和总结。 

 

 

A.4.4 动态系统开发方法（Dynamic Systems Development Methods，DSDM） 
 

 

动态系统开发方法（Dynamic Systems Development Methods，DSDM）框架最初于 1995 年发布，

由 DSDM 联盟管理。DSDM 从一开始就根据成本和时间设置质量和工作量，并通过将可交

付成果的优先级划分为“必须拥有”（Must have）、“应该拥有”（Should have）、“可能

拥有”（Could have）和“不会拥有”（Won’t have）四个类别（使用 MoSCoW 优先排序技

术），来调整项目可交付成果，以达到既定标准。。DSDM 是一种面向系统的方法，具有

六个不同的阶段：项目前期、可行性、基础、探索与工程、部署和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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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 特征驱动开发（Feature Driven Development，FDD） 

 

特征驱动开发（Feature Driven Development，FDD）由 Jeff De Luca 于 1997 提出，其运作原理

是将项目分解为客户重视的小型特征，以在两周的时间内交付。FDD 有两个核心原则：软

件开发是人类活动；软件开发是客户重视的功能。 

 

FDD 定义了六个主要角色：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首席架构师（Chief Architect）、开

发经理（Development Manager）、主程序员（Chief Programmer）、类所有者（Class Owner）

和领域专家（Domain Expert），还有一系列支持角色。FDD 是一个迭代过程，包括开发总体

模型、构建特征列表，然后按特征进行计划、设计和构建。 

 

 

A.4.6 测试驱动开发（Test Driven Development，TDD） 

 

 

测试驱动开发（Test Driven Development，TDD）有时也称为测试先行开发（ Test-First 

Development），由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的创建者之一 Kent Beck 提出。测试

驱动开发是一种软件开发方法，其过程为先编写自动化测试代码，然后开发通过之后的测

试所需的最少数量的代码。整个项目分解成客户重视的小型特征，并在尽可能短的开发周

期中开发每一个特征。基于客户的要求和规格编写测试。上述阶段设计的测试用于设计和

编写生产代码。 

 

TDD 可分类为两个级别：需要进行单独验收测试的验收 TDD（ATDD），和编写单个开发人

员测试的开发人员 TDD（DTDD）。TDD 因其众多优点而广受欢迎，例如可提供快速可靠的

结果、持续的反馈和缩短调试时间。 

 

 

A.4.7 自适应软件开发（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ASD） 

 

自适应软件开发（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ASD）起源于 Jim Highsmith 和 Sam Bayer 的

快速应用程序开发工作。ASD 的重点是不断调整流程以适应正在进行的工作、为大型项目

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及使用连续原型进行迭代式增量开发。 

 

作为一种风险驱动且容忍变化的开发方法，ASD 认为计划不能容许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

这表明计划存在缺陷和失败。ASD 基于特征，且由目标驱动。ASD 中的第一个开发阶段是

推测（与计划相对），然后是协作和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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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 敏捷统一过程（Agile Unified Process，AUP） 
 

 

敏捷统一过程（Agile Unified Process，AUP）从 IBM 的统一软件开发过程（Rational Unified 

Process）演变而来。AUP 由 Scott Ambler 开发，结合了行业试用和测试过的敏捷技术，如测

试驱动开发（Test Driven Development，TDD）、敏捷建模、敏捷变更管理和数据库重构，以

交付质量最好的产品。 

 

AUP 根据简单性、敏捷性、可定制性、自组织性、工具独立性的价值观来建立其流程和技

术模型，并专注于高价值活动。AUP 的原则和价值观在开始、加工、构建和变迁阶段付诸

实践。 

 

 

A.4.9 领域驱动开发（Domain Driven Development，DDD） 

 

领域驱动开发（Domain Driven Development，DDD）是一种敏捷开发方法，旨在通过链接到不

断发展的模型来处理复杂的设计。这一概念 Eric Evans 在 2004 年提出，围绕核心领域的设

计展开。“领域”定义为用户向其应用程序或功能的活动区域。将对许多这样的区域进行

批处理并设计了模型。该模型包含一个抽象系统，可用于设计整个项目并解决与批处理领

域有关的问题。DDD 的核心价值观包括面向领域、模型驱动设计、通用语言和边界上下文。 

 

在 DDD 中，建立了通用语言并对领域进行建模。然后进行设计、开发和测试。完善并重构

领域模型，直到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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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第三版的更新内容 
 

本附录提供 SBOKTM 指南中的更新摘要——第三版与之前版本的比较。 

 

 

C.1 更改摘要 

 

SBOKTM 指南的更新范围——第三本主要集中于以下主要领域： 
 

• 改进和扩展了 Scrum 框架中角色和职责的描述，尤其是与大型项目、项目群和项目

组合相关的角色和职责。 

• 阐明和简化了为计划和估计阶段确定的流程。这包括这些流程中相关会议的简化。 

• 有关如何在大型项目和企业级别扩展 Scrum 的其他内容。 

 

全文中也进行了一般性改进，以确保信息准确、清晰和完整。这包括根据需要对表格和图

进行了更新。 

 

 

C.2 第三版更新（按章） 
 

 

章数 主要更改 

1 • 改进了一致性和清楚度。 

 

• 为两个新证书 SSMCTM 和 SSPOCTM 添加了参考文献（章节 1.3）。 

 

• 更新了 Scrum 流程（章节 1.4.4）以反映计划和估计阶段（参见第 9 章）的新

流程名称。此外，第 13 章和第 14 章中还添加了大型项目的 Scrum 扩展和企业

的 Scrum 扩展的流程。 

2 • 简化了“进行每日立会”流程中每日提出三个问题的措辞，使之更适用于每

天的会议时间（章节 2.7.1） 

 

• 提供了更详细的迭代计划会议描述（章节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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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数 主要更改 

3 • 总的来说，本章进行了重组，以加强核心 Scrum 角色下角色和职责的描述：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章节 3.4）、Scrum Master（章节 3.5）和 Scrum 

团队（章节 3.6）。这包括扩展的定义，尤其是与大型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

合相关的角色。 
 

• 更新了职责摘要（章节 3.8）以包含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 

Chief Scrum Master 角色。 

4 • 更新了职责摘要（章节 4.8）以包含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 

Chief Scrum Master 角色。 

5 • 改进了完成的定义（章节 5.4.2）和最低完成标准（章节 5.4.3）的描述 
 

• 更新了职责摘要（章节 5.6）以包含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 

Chief Scrum Master 角色。 

6 • 更新了职责摘要（章节 6.7）以包含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 

Chief Scrum Master 角色。 

7 • 更新了职责摘要（章节 7.7）以包含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和 

Chief Scrum Master 角色。 

8 • 为了保持一致，将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和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的描述移至第 3 章。 
 

• 对术语和图进行了小的更改以匹配其他章中进行的更新。 

9 • “批准、估计和提交用户故事”流程以由以下两个流程取代：“估计用户故

事”（章节 9.2）和“提交用户故事”（章节 9.3）。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与这

些过程中执行的活动相关的投入、工具和成果的清晰度。 
 

• 定义了新工具“估计方法”，以合并先前版本中单独提到的许多估计技术

（章节 9.2.2.3、9.5.2.3）。 
 

• “创建任务”流程已重命名为“确定任务”（章节 9.4），以阐明基于之前提

交的用户故事定义或确定的任务。 

 

• 对计划和估计阶段所有过程的投入、工具和成果进行了评估，并进行了正确

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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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数 主要更改 

10 • 更新了“进行每日立会”流程中每日提出三个问题的措辞，使之更适用于每

天的会议时间（章节 10.2.2.2）。 

 

• 对术语和图进行了小的更改以匹配其他章中进行的更新。 

11 • 删除了“召开 Scrum of Scrums”流程。新版本中在第 13 章大型项目的 Scrum 

扩展中进行了阐述。 

 

• 对术语和图进行了小的更改以匹配其他章中进行的更新。 

12 • 对术语和图进行了小的更改以匹配其他章中进行的更新。 

13 • 大型项目的 Scrum 扩展——整个项目为新增内容。 

14 • 企业的 Scrum 扩展——整个项目为新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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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 

 

100 分制方式（100-Point Method）由迪恩·兰芬维奥（Dean Leffingwell）和唐·威德里格

（Don Widrig）制定（2003 年）。它会为客户提供 100 分的分数，客户可用其选择他们认为

最重要的功能。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Accepted Deliverables）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验收符合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验收的可交付

成果将在客户需要时提交给客户。 

 

可行的向上反映 

 

Scrum Guidance Body 可能认为部分公司政策让团队无法从 Scrum 应用中获得最大益处。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向上反映，以便获批修改政策。 

 

适应性 

 

适应性即当 Scrum 核心团队和相关利益方通过透明性和检查进行学习，并对其所做工作作

出改进以便适应。 

 

亲和估计（Affinity Estimation） 

 

亲和估计（Affinity Estimation）技术是使用类别快速估计大量用户故事的技术。这些类别可

能是小、中或大，或者可能使用故事点值来编号以表明相对大小。这种方式的一些主要优

势是，它非常透明，每个人都可以亲眼见证，且易于操作。 

 

议定的可行改进 

 

议定的可行改进是回顾迭代流程的主要成果。这是团队提出的可行项目清单，用于解决问

题并改进流程，以增强其在未来迭代中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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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修改请求 

 

批准的修改请求即已经得到批准并纳入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修改。在某些情况下，批准的

修改请求可能来自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经理，并加入批准的项目修改列表中，以便在未来的

迭代中实施。 

 

坚定果敢的领导者（Assertive Leader） 

 

坚定果敢的领导者（Assertive Leader）能够自信处理问题，从而建立威望。 

 

评估/Benchmarking 结果 

 

评估/Benchmarking 结果有助于设置创建产品或服务的最低标准，并产生经过修改的“完成

标准”。有时，它们也可能推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负责人开发全新的用户故事以实施最佳

实践。 

 

分配的活动项和到期日（Assigned Action Items and Due Dates） 

 

在对议定的可行改进进行详细补充和完善后，Scrum 团队可以考虑实施改进的活动项。每

个活动项将拥有明确的完成日期。 

 

专制的领导者 

 

专制的领导者独立做出决策，在决策前很少与团队成员讨论或允许其参与。这种领导方式

仅可用于极少数情况下。 

 

自动化软件工具 

 

自动化软件工具用于计划、信息收集和分配。 

 

更好的团队协调 

 

Scrum of Scrums 会议帮助协调多个 Scrum 团队的工作。当任务涉及跨团队依赖关系时，这一

点特别重要。不同团队的工作和可交付成果间存在的不一致和差异性问题很快就会暴露无

遗。这个会议也向团队提供机会，以便他们能向其他团队展示他们的成就并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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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分析法 (Benchmarking) 

 

企业应定期将自己的做法与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以跟上竞争的步伐。基准分析法

（Benchmarking）是将组织的业务流程和绩效指标与业内或其他行业的领先公司进行比较的

过程。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 

 

相关利益方和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讨论并坦诚分享意见和知识的会议，这些会议通常由推

动者主持。 

 

商业理由 

 

商业理由阐述了进行某个项目的原因。回答了“为什么需要这个项目？”这一问题,可促进

落实所有项目相关决策。 

 

商业需求 

 

如项目愿景说明所述，商业需求是项目预期实现的商业成果。 

 

商业要求 

 

商业要求明确满足商业需求并为相关利益方提供价值所必须交付的内容。通过各种方式获

得的所有见解的总和。这些方式包括用户或客户访谈、问卷调查、JAD 会议、差距分析、

SWOT 分析以及其他会议，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商业需求，并有助于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

表。 

 

修改申请 

 

修改申请的常见形式为提交修改申请表。在得到正式批准前，修改申请处于未批准状态。 

 

首席产品负责人 (Chief Product Owner) 

 

在大型项目中，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负责准备和维护项目的整体优先产

品待办列表。他 /她与  Scrum 团队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协调工作。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依次管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属于各自管理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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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Scrum Master 

 

在大型项目中，Chief Scrum Master 负责主持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并扫除影响多个

团队运作的障碍。 

 

辅导/支持型领导者 

 

在不确定的时期内，辅导/支持型领导者通过聆听、协助、鼓励和提供积极的看法的方式，

能够做出指导，同时帮助和监控团队成员。 

 

合作 

 

Scrum 合作指 Scrum 核心团队携手相关利益方并进行交流，以便建立和确认项目的可交付

成果，从而实现项目愿景中勾勒的目标。合作即团队一同发挥各自的贡献，并产生更大的

收益。 

 

合作计划 

 

合作是 Scrum 中极其重要的元素，而合作计划概述了各个决策者、相关利益方和团队成员

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方式。 

 

同地办公 (Colocation) 

 

同地办公（Colocation）要求所有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位于同一工作地点，从而充分利用更

优协调、解决问题、知识共享和学习的优势。 

 

提交用户故事 

 

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承诺交付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批准并应用于迭代的用户故

事。该流程的成果是提交用户故事。 

 

交流计划 

 

这一计划详细说明整个项目中必须建立和维护的记录。有多种方法可用于向相关利益方传

达重要的项目信息。交流计划阐明相关方法以及负责各种交流活动的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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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力资源计划 

 

公司人力资源计划概括地提供了关于特定人员何时可参与各种项目、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的

信息，还提供未来所需员工雇用计划的信息。 

 

公司使命 

 

公司使命提供了制定公司或组织战略的框架，能够指导作出整体决策。 

 

公司政策 

 

公司政策是组织制定或采用的一套原则、规则和方针。修改公司政策会影响遵循原公司政

策创建的用户故事。 

 

公司愿景 

 

了解公司愿景能够帮助项目专注于企业的目标以及公司的未来潜力。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以接受公司愿景的指导和意见，从而创建项目愿景说明。 

 

进行每日立会 

 

进行每日立会是一个每天展开、高度集中且受到时间限制的会议流程。该会议即每日立会，

Scrum 团队能够籍此彼此更新进度和分享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 

 

进行发布计划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评审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的高级用户故事，从而制定发布计

划。这一计划本质上是一个阶段式部署计划，可与相关利益方进行分享。此流程也将确定

迭代时长。 

 

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 

 

团队成员可使用冲突管理方法来管理 Scrum 项目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冲突。导致冲突的来源

包括时间表、优先项目、资源、报告层级、技术问题、程序、个性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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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是一种 Scrum 方法，期间团队可以学习经验和相关利益方参与行为，并根据要求

的所有修改，不断更新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持续价值证明 

 

持续价值证明指定期评估商业价值，从而确定项目执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否仍然存在。 

 

核心角色 

 

在整体项目以及相关项目期间，核心角色即为制造项目产品所必须的角色，这些角色致力

执行项目并最终负责每次迭代取得成功。 

 

创建可交付成果 

 

在创建可交付成果流程中，Scrum 团队处理迭代待办事项中的任务，以便创建迭代可交付

成果。 

 

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此流程完善和详细说明史诗（Epic），并对其进行优先排序，从而为项目创建优先产品待

办列表，同时还制定完成标准。 

 

创建项目愿景 

 

此流程回顾项目商业案例并创建项目愿景说明，以用作整个项目的灵感和焦点。此流程将

确定产品负责人。 

 

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举行迭代计划会议，期间该团队创建一个迭代待办事项，涵

盖该次迭代中需要完成的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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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用户故事 

 

此流程建立用户故事及其相关的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用户故事通常由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编写，确保清楚表达客户需求并完全得到所有相关利益方的理解。 

 

累积流程图（CFD） 

 

累积流程图（CFD）是报告和跟踪项目绩效的有效工具。它提供了特定时间点下项目进度

的简单、直观表现，通常用于展示整体项目的宏观状态，而不是为独立的迭代进行每日更

新。 

 

客户 

 

客户是获得项目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的个人或组织。对于任何企业而言，根据项目内容，

既有内部客户（即同一组织内），也有外部客户（即组织外）。 

 

基于客户价值的优先排序 

 

基于客户价值的优先排序将客户置于首位，并力图首先实施价值最高的用户故事。此类已

确认价值较高的用户故事将移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顶部。 

 

每日立会 

 

每日立会是一个简短的每日会议，时间限制为 15 分钟。团队成员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汇

报各自进度： 

 

1. 自上次会议后，我完成了什么工作？ 

2. 在下次会议前，我计划做什么工作？ 

3. 我目前面临哪些困难或障碍（如有）？ 

 

分解 

 

分解是一种工具，可将高级任务细分为更低级、更详细的任务。Scrum 团队成员将用户故

事分解为任务。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用户故事应该充分分解至相应的级别，以便为 Scrum 团

队提供足够信息，从而从任务清单中提及的任务中创建可交付成果。 

  



术语表 

342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委派型领导者 

 

委派型领导者参与大多数决策；但是他们将部分计划和决策责任下派至团队成员，尤其当

后者有能力处理相关任务时。这种领导风格适用于领导者与具体项目细节保持一致且时间

有限的情况中。 

 

展示并验证迭代 

 

在此流程中，Scrum 团队在迭代评审会议上向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相关利益方展

示迭代交付成果。 

 

确认依赖性 

 

Scrum 团队为给定迭代选择用户故事后，他们就应考虑一切依赖性，包括涉及人员可工作

日程的依赖性以及任何技术依赖性。正确记录依赖性可帮助 Scrum 团队确定相对顺序，应

依照这种顺序来执行任务，以便创建迭代可交付成果。依赖性突显了进行给定迭代的 

Scrum 团队与项目中其他 Scrum 团队间任务联系和交流。 

 

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提供了一种正式方式来记录特定专业领域中设计问题的对策。这些模式记录了所

使用的流程和实际对策，以便日后可以重新利用，从而改善决策和提高生产力。 

 

发展史诗（Epic(s)) 

 

在此流程中，项目愿景声明是发展大型、高级别、未细化用户故事（即史诗）的基础。可

召开用户小组会议，以便发展史诗（Epic(s))。 

 

阶段式合同开发（Development in Phases Contract） 

 

在顺利完成发布后，该合同为每月或每个季度提供资金。由于没有资助不成功的产品发布，

这激励了客户和供应商，并确保客户的货币风险仅出现在特定时间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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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型领导者 

 

指导型领导者应指导小组成员完成必要任务以及确定执行这些任务的时间和方式。 

 

任意依赖性 

 

通过选择，决定应用于工作流中的任意依赖关系。通常情况下，Scrum 团队根据在特定领

域中的过往经验或最佳实践来确定任意依赖性。 

 

完成标准 

 

完成标准是一套规则，适用于所有用户故事。明确“完成”的定义至关重要，因为这消除

了需求中的歧义并帮助团队遵守法定质量规范。这个明确定义用于创建“完成标准”，这

些标准是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的成果。根据完成标准和用户故事验收标准，产品负

责人（Product Owner）评判并批准所展示一个用户故事，则表明该用户故事已完成。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 

 

挣值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对给定时间点的实际项目表现与计划项目表现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衡量项目计划和成本绩效存在的当前差异，并根据确定的当前绩效预测最终成本。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 

 

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是与迭代中已提交的用户故事相关联的一系

列任务。估计工作量采用小组认可的估计标准进行表达。在迭代计划会议期间，Scrum 团

队使用估计工作量任务清单（Effort Estimated Task List）来创建迭代待办事项和迭代燃尽图。 

 

经验过程控制 

 

经验过程控制模式有助于利用观察和实验做出决策，而不是利用详细的前期计划。透明、

检视和适应是经验过程控制模式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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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即识别和记录开发和测试项目可交付成果需要的所有环境。 

 

环境会议 

 

该会议用于识别开发、管理和测试项目可交付成果所需的环境类型与数量。在此会议中还

会讨论建立所需环境需要的资源。 

 

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 

 

环境计划会议（Environment Planning Meeting）用于定义 Scrum 团队使用环境的时间表/日程表。 

 

环境时间表 

 

环境时间表是 Scrum 团队将要如何分享环境的计划/日程表。此时间表为每个团队使用每种

环境明确分配日期和时间段。 

 

史诗 (Epic(s)) 

 

史诗（Epic(s)）编写于项目的初始阶段，期间大多数用户故事都是高级功能，或对产品描

述和要求进行概括。在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它们是庞大的、未经完善的用户故事。 

 

估计范围 

 

项目估计数据应按范围列出。精准数字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些数据十分准确，但事实可能并

非如此。事实上，根据定义出发，估计数据并不精确。估计范围应基于团队对每个估计数

据的自信度。 

 

估计任务流程 

 

在此流程中，Scrum 核心团队在任务估计研讨会中估计完成任务列表中每个任务所需的工

作量。此流程的成果是工作量估计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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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用户故事 

 

在此流程中，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会详细说明用户故事，以便  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估计开发每个用户故事中描述的功能所需的工作量。 

 

 

估计标准 

 

使用估计标准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相对估计大小，同时尽量减少重新估计的需求。估计标准

可以使用多种方式表达，其中两大常见方式是故事点和理想时间。 

 

预期货币值（Expected Monetary Value） 

 

这是一种风险评估技术，根据预期货币值（EMC）确定某项风险的潜在财务影响。EMV 的

计算方式为将影响的货币值与风险概率相乘，后者由客户进行估算。 

 

探索者/购物者/旅客/囚犯（ESVP） 

 

可以在回顾迭代会议开始时进行该项练习，从而了解会议参加人员的思维模式，并为此次

会议设定基调。在会议中要求参加人员匿名表明他们对会议的看法。 

 

外部依赖性 

 

外部依赖性即某些任务、活动或产品相关事项，这些事项不属于 Scrum 团队执行范围内，

却是完成项目任务或创建项目可交付成果的必须事项。外部依赖关系通常不受 Scrum 团队

的控制。 

 

五指拳（Fist of Five） 

 

五指拳（Fist of Five）是可用作估计实践的一项简单快捷技巧，同时也是一种一般小组共识

建立方式。在初步讨论固定提议或待定决策之后，要求每位 Scrum 团队成员用手指示数，

按照 1-5 的评分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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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小组会议 

 

焦点小组召集个人参加指导会议，让后者表达他们对产品、服务或期望成果的意见、看法

或评分。焦点小组成员可以自由提问对方，以便获取特定主题或概念的说明。通过提问、

建设性批评和反馈，焦点小组能够取得更高质的产品，从而达到用户期望值。 

 

 

创建 Scrum 团队 

 

此流程中确定 Scrum 团队的成员。通常，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主要负责选择团队成

员，但他/她经常与 Scrum Master 合作进行此流程。 

 

创建阶段 

 

创建阶段是组建团队的第一步，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有趣的阶段，因为一切都是全新的，并

且团队在项目上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每个小组提出四个问题 

 

每次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中都会提出一组问题。每个 Scrum 团队代表都需提供各自

团队的最新动态，通常以回答四个特定问题的形式展开。 

 

1. 自上次会议后，我的团队进行了哪些工作？ 

2. 在下次会议前，我的团队将会做什么？ 

3. 其他团队依靠我们团队来完成，但尚未完成的工作有哪些？ 

4. 对于可能影响其他团队的工作我，我们团队的计划是什么？ 

 

差距分析 

 

差距分析能够比较当前实际状态与部分期望状态，从而确定如何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是持续更新和维护优先产品待办列表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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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环境 

 

由于众多 Scrum 团队需在同一天开始和完成其迭代，因此需要明确所需环境的数量和类型。 

 

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的流程 

 

在此流程中，将根据特定选择标准来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 

 

确定任务 

 

在此流程中，已提交的用户故事被分解为特定任务，并汇集为任务列表。这是迭代计划会

议的一部分。 

 

行业标准 

 

落实全新行业标准或对现有标准的修改，以便维持产品和服务的可用性。因此，相关的用

户故事需要纳入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中，并相应进行优先排序。 

 

障碍 

 

障碍是会降低 Scrum 团队生产力的任何阻碍。 

 

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包括为创建项目产品而执行任务与活动相关的流程。 

 

激励与惩罚合同 

 

此合同建立在协议上，该协议规定如果产品按时交货，则供应商能够得到财务奖励，但如

果延迟交货，则将产生经济罚款。 

 

增量交付合同（Incremental Delivery Contract） 

 

此合同包括定期检视点。在整个项目期间，这可以帮助客户或相关利益方在每个检视点内

定期做出产品开发决策。客户可以接受产品开发、决定停止产品开发或要求修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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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卡 

 
索引卡，通常称为故事卡，可用于追踪整个项目中的用户故事。这样可以提高可见性和透

明度，并能尽早发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 

 
启动阶段 

 
此阶段包括与项目启动相关的流程：创建项目愿景、确定 Scrum Master 和相关利益方、建

立 Scrum 团队、发展史诗（Epic(s)）、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以及进行发布计划。 

 

检视 

 

检视是指遵守经验过程控制所需的监视过程，从而确保项目可交付成果与要求保持一致。 

 
内部依赖性 

 

内部依赖性是指受 Scrum 团队掌控并且属于 Scrum 团队执行范围内的任务、产品或活动间

的依赖关系。 

 
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 

 

内部收益率（IRR）是一种投资额的贴现率，其中现金流入的当前价值与现金流出的当前

价值相等，借此可以评估项目的回报率。比较不同项目时，IRR 更高的项目通常会更好。 

 
问题（Issues） 

 
问题（Issues）通常是指项目中正在发生的明确定义项目，因此无需仿效风险做法进行概率

评估。 

 
迭代交付 

 
迭代交付即向客户分阶段交付价值。 
 

共同应用设计会议（JAD Sessions） 

 

共同应用设计会议（JAD Sessions）是一种需求收集技术。这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便利研讨

会，能够促使相关利益方和其他决策者就项目的范围、目标和其他规格达成共识，从而加

快创建项目愿景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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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合同 

 

通常情况下，两方或多方合作完成项目工作时，则需使用此类合同。因为项目参与方分享

所产生的营收和收益，因此他们希望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 

 

卡诺分析（Kano Analysis） 

 

卡诺分析（Kano Analysis）由 Noriaki Kano 制定（1984）。该分析根据客户喜好将特征或要求

分为四类： 

 

1. 兴奋型 

2. 满意型 

3. 不满意型 

4. 无差异型 

 

 

自由领导者 

 

在该领导风格下，团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督，同时领导者不干预其日常工作活动。这常

常导致无秩序状态。 

 

大型核心团队 

 

大型核心团队包括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Chief Scrum Master、Scrum Master、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以及从事大型项目的既定 Scrum 团队成员。 

 

迭代时长 

 

根据商业需求和发布计划等各种信息，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和 Scrum 团队决定项目

的迭代时长。一旦确定，相关项目的迭代时长通常是固定的。迭代时长即项目确定的迭代

持续时间。 

 

强制依赖性 

这些依赖性或是工作中固有的（例如物理限制），或可能是合同义务或法律要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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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究 

 

市场研究是指对客户产品偏好的相关数据进行有组织的研究、收集、整理和分析。市场研

究常常包括市场趋势、市场细分和营销过程的大量数据。 

 

成员选择标准 

 

成员选择标准由相关利益方制定，用于规定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其角色和职责、成

员数量以及他们需具备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最低验收标准 

 

最低验收标准由业务部门公布，随后成为相关业务单元中所有用户故事验收标准的一部分。

如果需要得到各自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认可，相关业务单元定义的一切功能必

须满足最低验收标准要求。 

 

减轻的风险 

 

减轻的风险是指 Scrum 团队在项目过程中成功解决或缓解的风险。 

 

虚拟货币游戏 

 

虚拟货币游戏是一种向客户分配与项目预算等额的“大富翁金钱”或“虚假金钱”，并要

求他们考虑并向用户故事进行分配的技巧。凭借这种方式，客户可根据他们想要为每个用

户故事支付的金额排定优先顺序。 

 

MoSCoW 优先排序 

 

MoSCoW 优先排序方案取自“Must have”、“Should have”、“Could have”和“Won’t have”

首字母（即“必须拥有”、“应该拥有”、“可以拥有”和“将不会拥有”）。这些标签

按照优先次序降序排列，“必须拥有”功能代表决定产品是否有价值的不可或缺功能，而

“将不会拥有”用户故事则代表有则更佳但是不必要的功能。 

 

 

净现值法（Net Present Value（NPV）） 

 

净现值法（NPV）会假设通货膨胀率或折现率，以便确定未来财务收益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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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心角色 

 

非核心角色是 Scrum 项目中不强制要求的角色。这可能包括对项目感兴趣、在项目团队中

不具有正式角色、可能与团队进行互动，但对项目的成功不负责任的团队成员。 

 

规范阶段 

 

建立团队的第三阶段，即团队开始成熟、解决内部差异并找到可以共同工作的解决方案。

这被视为一个调整期。 

 

故事数量 

 

故事数量指在单个迭代过程中交付的用户故事数。它可以用简单计数或加权计数来表示。 

 

机会 

 

可能对项目产生积极影响的风险称为机会。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即放弃下一个最佳商业选择或项目的价值，转而支持所选项目。 

 

组织化部署方法 

 

每个组织的部署方式根据行业、目标用户和定位而存在差异。根据正在交付的产品，可以

展开远程部署，也可能实际单个物品的实际运输或移交过程。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 

 

组织资源矩阵（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atrix）是对职能组织结构和项目组织结构组合的分

层描述。矩阵组织汇集来自不同职能部门的项目团队成员，例如信息技术、财务、市场、

销售、制造等部门，同时创建跨职能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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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比较法（Paired Comparison） 

 

在配对比较法（Paired Comparison）这种技术中，会准备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并且纳入所有用

户故事列表。接下来分别获取每个用户故事，并将其与列表中的其他用户故事进行逐个比

较。每次比较两个用户故事时，决定哪一个更加重要。通过此流程可以产生用户故事的优

先列表。 

 

帕累托分析法（Pareto Analysis) 

 

这种风险评估法根据风险程度大小对风险进行分级，可帮助 Scrum 团队按照风险对项目的

潜在影响程度大小来解决风险。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PDCA/PDSA cycle）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 — 也称为戴明（Deming）或休哈特（Shewhart）循环 — 是由

被视为现代质量控制之父的 W. Edwards Deming 博士，以及 Walter A. Shewhart 博士共同提出

的概念。由于戴明博士认为术语“学习”强调分析，而非术语“检查”所表达的简单检查，

因此他后来将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修改为计划-执行-学习-行动循环（PDSA）。Scrum 

和戴明循环/休哈特循环/PDCA 循环都是关注持续改进的迭代方法。 

 

执行阶段 

 

组建团队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团队最能达成共识并取得最高绩效水平。成员已形成

一个由专业伙伴构成的、能够持续产出成果的高效团队。 

 

角色 

 

角色是极其详细的虚构角色，代表大多数用户以及可能无法直接使用成品的其他相关利益

方。创建角色，从而确定目标用户群的需求。 

 

试点计划 

 

试点计划可用于详细规划试点计划部署事宜。试点计划详细说明部署范围和目标、目标部

署用户群、部署计划、过渡计划、必须用户准备、部署评估标准以及其他要素，并与相关

利益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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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评估阶段 

 

计划和估计阶段由与计划和估计任务相关的流程组成，包括创建用户故事；估计用户故事；

提交用户故事；确定任务；估计任务；以及创建迭代待办事项。 

 

价值计划（Planning for Value） 

 

价值计划（Planning for Value）用于证明并确认项目价值。Scrum 团队专注于将要开发的产品

时，而相关利益方（发起人、客户和/或用户）则负责确定创造价值的方式。 

 

计划扑克 

 

计划扑克，即估计扑克，是一种估计技术，能够平衡团队与个人思维模式，从而估计用户

故事的相对大小或开发用户故事所需要的工作量。 

 

项目组合 

 

项目组合是一组关联项目群，旨在交付项目组合愿景说明中明确的商业成果。优先项目组

合待办列表包括该项目组合中的所有项目群的优先项目群待办列表。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 

 

项目组合产品负责人（Portfolio Product Owner）确定项目组合的战略目标和优先级。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 

 

项目组合 Scrum Master（Portfolio Scrum Master）需解决问题、清除障碍、推动并召开项目组

合会议。 

 

项目中潜在的可交付成果（Potentially Shippable Deliverables from Projects） 

 

项目中潜在的可交付成果（Potentially Shippable Deliverables from Projects）是在项目群或项目

组合级别进行协调的宝贵信息。当项目的迭代结束时，即完成产品增量或可交付成果。这

些增量中包含的用户故事符合完成标准的定义以及它们各自的验收标准。 
 

  



术语表 

354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优先排序 

 

优先排序可以确定事项的先后顺序，也可分隔当前将要完成和可稍候完成的事项。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是一份单一要求文件，通过提供项目将要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按优

先排序的清单，明确项目范围。 

 

概率影响网格（Probability Impact Grid） 

 

评估风险的发生概率以及对项目目标产生的潜在影响的网格。通常会为概率和影响独立分

配一个数字等级，然后将这两个值相乘,得出风险严重性得分，该得分可用于确定风险的优

先级。 

 

概率树 

 

潜在事件以图表表示，使用分支来表示事件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每种结果的概率标在相

应的分支上，这些概率数值可用于计算项目中风险发生的总体影响。 

 

产品 

 

SBOK™ 指南中的术语“产品”可指代向客户提供价值的产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交付成果。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 

 

产品负责人合作计划应确定多个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与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展开合作的方式。 

 

优先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 

 

产品待办列表回顾会议（也称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整理会议）是整理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

程期间的一种正式会议，可帮助 Scrum 团队对优先产品待办列表进行回顾并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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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回顾会议 

 

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项目群中每个项目的代表或项目组合中每个项目群的代表会参

与会议。为简化会议，通常建议每个项目或项目群只派出一名代表参与项目群或项目组合

级别的会议。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产品负责人负责实现项目商业价值最大化。他/她负责阐述客户要求并维护项目的商业理由。 

 

项目群 

 

项目群是一组关联项目，旨在交付项目群愿景说明中明确的商业成果。优先项目群待办列

表包括该项目群中的所有项目的优先产品待办列表。 

 

项目群和项目组合风险 

 

与项目组合或项目群相关的风险也会影响该项目组合或项目群中的单个项目。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 

 

项目群产品负责人负责确立项目群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顺序。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 

 

项目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需解决问题、清除障碍、推动并召开项目群会

议。 

 

项目 

 

项目即一个协作企业创建新产品或服务，或交付项目愿景说明中明确的成果。项目通常受

时间、成本、范围、质量、人员和组织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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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包括对产品、服务或成果进行的所有可衡量改进，可通过成功完成一个项目来提

供。 

 

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是一种财务文档，其中包含项目的人力成本、物料成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项目

预算通常由发起人批准，以确保提供足够资金。 

 

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 

 

项目章程（Project Charter）是对项目预期目标和成果的正式说明。在许多组织中，项目章

程（Project Charter）是正式授权项目的文件，为团队提供了开展项目工作的书面授权。 

 

项目成本 

 

项目成本包括项目投资和其他开发成本。 

 

项目原因 

 

项目原因包括所有构成项目的必需因素，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已选还是未选（例如，无

法满足现有和预测需求、客户满意度下降、低利润以及法律要求等）。 

 

项目时间表（Project Timescales） 

 

时间表反映了项目时长或持续时间。与商业案例相关的时间表还包括实现项目收益的时间。 

 

项目愿景会议 

 

项目愿景会议涉及项目群相关利益方、项目群产品负责人（Program Product Owner）、项目

群 Scrum Master（Program Scrum Master）和首席产品负责人（Chief Product Owner）。此会议

有助于确定商业环境、商业需求和相关利益方的期望，从而制定一份有效的项目愿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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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愿景说明 

 

创建项目愿景流程的主要成果是产生结构良好的项目愿景说明。良好的项目愿景阐述商业

需求以及项目致力完成的目标，而非满足相应需求的方式。 

 

建议的非功能性产品待办项目（Proposed Non-Functional Items for Product Backlog） 

 

在项目早期阶段可能不会完全定义非功能性要求，而这些需求可能会在迭代评审或回顾迭

代会议期间浮现出来。这时就需要将这些项添加至优先产品待办列表中。 

 

质量 

 

质量即为使所完成产品或可交付成果达到验收标准以及取得客户预期商业价值的能力。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指对项目进行质量管理的流程或标准进行评估，确保它们始终保持相关性。质

量保证活动是工作的一部分。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指在创建潜在可交付的可交付成果期间，Scrum 团队实施计划质量相关活动。

这也包括从已完成的活动中吸取经验，从而取得持续改进。 

 

质量管理 

 

Scrum 中质量管理让客户能够及早了解项目中的任何问题，帮助他们确认项目是否可行。

通过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在 Scrum 中进行质量管理： 

 

1. 质量计划 

2. 质量控制 

3.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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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计划 

 

质量计划是指确认和定义单个迭代所需的产品、项目以及验收标准，需遵守的所有开发方

式，以及 Scrum 团队成员对质量承担的主要责任。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 

 

在计划大型项目时，可能会得出一些建议来修正或增强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如果 

Guidance Body 接受这些建议，则会将其作为更新并入 Scrum Guidance Body 文件中。 

 

代码重构法 

 

代码重构法面向软件项目。该方法旨在提高当前代码的可维护性，使其更简明、更灵活。

重构意味着在不更改代码表现方式的前提下改进当前代码的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 消除重复和多余的代码 

• 将方法和功能分解为较小的日常活动 

• 明确定义变量和方法名称 

• 简化代码设计 

• 打造更加容易理解和修改的代码 

 

规定 

规定包括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必须遵守的所有联邦、地方、州或行业法规。在某些情况下，

Scrum 指导机构的建议可能进行更新，以便反映新法规。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 

 

拒收的可交付成果是不满足规定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在每次迭代评审会议之后，都会

针对拒收的可交付成果来维护并更新拒收的可交付成果列表。 

 

处理 Scrum Guidance Body 拒绝更新的建议 

 

推荐的 Scrum Guidance Body 改进可能无法不被接受。如果 Scrum Guidance Body 成员拒绝建议

改进，则应该向相关方提供反馈，阐述拒绝原因。 
  



术语表 

© 2017 SCRUMstudy™.Scrum Body of Knowledge 指南（SBOK™ 指南）  359 
 

相对优先排序（Relative Prioritization Ranking） 

 

相对优先排序（Relative Prioritization Ranking）按优先顺序简单排列用户故事。这种方法能够

有效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每次迭代或发布需要的用户故事。 

 

相对大小/故事点（Relative Sizing/Story Points） 

 

除了用于估计成本外，故事点还可以用于估计某个用户故事或功能的总体大小。此方法会

基于对用户故事规模的总体评估，同时考虑到风险、所需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来分配故

事点值。 

 

发布内容 

 

发布内容包含可交付成果的必要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客户服务团队。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 

 

发布说明（Release Notes）应包括将要交付的产品的外部或面向市场的运输标准。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 

 

发布计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是进行发布计划流程的主要成果之一。发布计

划时间表（Release Planning Schedule）规定了将向客户发布的可交付成果，以及计划时间间

隔和发布日期。不是每次迭代迭代结束时都会有计划发布时间表。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 

 

发布计划会议（Release Planning Sessions）的主要目标是创建“发布计划时间表”，让 

Scrum 团队大致了解他们正在开发的产品的发布和交付时间表，从而满足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和相关利益方的期望。 

 

发布准备方法（Release Preparation Methods） 

 

发布准备方法（Release Preparation Methods）用于执行发布准备就绪计划（Release Readiness 

Plan）中确定的任务，从而获取能够交付/发布的可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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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优先排序方法（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 

 

发布优先排序方法（Release Prioritization Methods）用于制定发布计划。这些方法针对特定行

业和组织，通常由组织中的高级管理层确定。 

 

发布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 

 

如果需要执行特定任务，以便准备发布和确认发布已经达到最低要求，则这些任务在发布

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中展开。如有需要，则每次发布仅展开一次发布

准备就绪迭代（Release Readiness Sprint），作为发布前的最后一次迭代。 

 

已解决的问题 

 

在 Scrum of Scrums 会议中，Scrum 团队成员有机会透明地讨论影响他们项目的问题。在 

Scrum of Scrums 会议中及时讨论和解决问题能够大大改善不同 Scrum 团队间的合作程度，同

时也能减少重新设计和返工的需要。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 

 

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与回顾项目会议相似，但是在项目群或项目组合级别进行。最

大的不同点是，回顾项目群或项目组合会议召开的频率要大大低于回顾项目会议。 

 

回顾项目 

 

在此流程中，项目、组织相关利益方和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一起来回顾项目，并确定、记

录和吸收所得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将形成议定的可行改进记录以供未来项目之用。 

 

回顾项目会议 

 

回顾项目会议确定在未来项目中能够提高团队合作和效率的方式。期间还会讨论积极、消

极和潜在的改进机会。该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可以通过亲自或虚拟的方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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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迭代 

 

在此流程中，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进行会面并讨论在迭代期间吸取的教训。所得教训

将进行记录，并可应用至未来迭代中。 

 

回顾迭代日志 (Retrospect Sprint Log(s)) 

 

回顾迭代日志用于记录回顾迭代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讨论和可行项目。Scrum Master 可以利

用 Scrum 核心团队成员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创建日志。 

 

回顾迭代会议 

 

对于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迭代而言，回顾迭代会议时间限制为 4 小时，并将在回顾迭代流程

期间进行。时长可以根据迭代时间按比例延长或缩短。在此会议期间，Scrum 团队会一起

回顾和思考前次迭代的内容，涉及遵守的流程、所采用的工具、合作和沟通方式以及与项

目相关的其他方面。 

 

投资回报率（ROI） 

 

当用于项目论证时，投资回报率（ROI）评估项目取得的预期净收入。从项目预期营收中

减去预期成本或投资（净利润），然后除以预期成本，即可得到回报率。 

 

风险 

 

风险即可能影响项目目标的单一不确定事件或一组事件，可能有助于成功，也可能导致失

败。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即相关利益方或组织愿意承担不确定性的程度。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即评估和估计已确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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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态度 

 

本质上，相关利益方的风险态度决定了相关利益方可接受的风险程度。这是决定他们何时

采取措施缓解潜在负面风险的关键因素。 

 

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是效用函数类别的一种。风险规避的定义是无论预期的收益或机会是什么，相关

利益方都不愿意接受风险。 

 

风险分解结构 

 

在此结构中，会根据风险类别或共同特性对其进行分组。例如，风险可以划分为财务、技

术或安全性风险。 

 

风险燃尽图（Risk Burndown Chart） 

 

该图表描述了随着时间变化而累积的项目风险严重程度。各种风险的可能性互相叠加，在 

y 轴上显示累积风险。在项目早期即会初步识别和评估风险，以及创建风险燃尽图。 

 

风险清单（Risk Checklists） 

 

风险清单（Risk Checklists）包括在确定风险、确定 Scrum 项目中遇到的常见风险，甚至确定

团队应解决的风险类别时需考虑的关键点。 

 

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包括向适当的相关利益方传达风险管理的前四大步骤中的发现成果，并明确他们

对相关不确定事件的看法。 

 

风险确定 

 

风险确定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步骤，包括使用各种技术来确定所有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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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会议 

 

通过召开 Scrum 核心团队会议，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可以更加轻松地对风险进行优

先排序，并在必要时邀请相关利益方参加会议。 

 

风险缓解 

 

风险缓解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步骤，包括制定合适战略以处理某项风险。 

 

风险中性 

 

风险中性是效用函数类别的一种，代表相关利益方既不规避风险也不寻找风险；任何既定

的决定都不受结果不确定性水平的影响。当两种可行方案会带来同等程度的效益时，保持

风险中性态度的相关利益方不会在意其中一种方案相比另一种是否会承担更大风险。 

 

风险优先排序 

 

风险优先排序确定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步骤，即进行风险优先排序，并用于优先产品待办

列表的特定操作中。 

 

风险提示列表（Risk Prompt Lists） 

 

风险提示列表（Risk Prompt Lists）用于激发对风险的可能起源的想法。各种行业和项目类型

的风险提示列表（Risk Prompt Lists）公开可见。 

 

风险寻求（Risk Seeking） 

 

风险寻求是效用函数类别的一种。其中，如果风险能够产生边际增长或让项目受益，则利

益方愿意接受该风险。 

 

风险阈值（Risk threshold） 

 

风险阈值（Risk threshold）是指相关利益方组织能够接受风险的程度。风险会超出或低于风

险阈值。如果低于此值，则相关利益方或组织更愿意接受风险。 

 

风险承受能力 

 

风险承受能力表示能够承受的风险的程度、数量或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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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的增长（Risk-Based Spike） 

 

基于风险的增长（Risk-Based Spike）基本上是关于研究或原型制作的实验，以便更好地了

解潜在风险。在增长期间，需要进行两到三天的激烈练习（最好在项目开始前期，并在发

展史诗（Epic(s)）或创建优先产品待办列表流程之前），从而帮助团队确定可能影响项目

的不确定性。 

 

范围（Scope） 

 

项目的范围（Scope）是所有产品增量和开发成品所需工作量的总和。 

 

Scrum Guidance Body 

 

The Scrum Guidance Body（SGB）为可选角色。它通常包括一组文件和/或一组专家，他们参

与决定质量、政府法规、安全性和其他关键组织参数的目标。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 

 

Scrum Guidance Body 专业知识指入册规则和法规、开放指南或标准以及最佳实践。 

 

Scrum Guidance Body 会议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定期展开会议，讨论更新 Scrum Guidance Body 建议的潜在需求（例如

回顾会议和其他流程的建议改进，或更新的法规等）。Scrum Guidance Body 根据其他的特

定需求决定会议的召开频率。 

 

Scrum 指导机构成员 

 

Scrum 指导机构（SGB）成员可以包括  Scrum 专家、选定的  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

（Product Owner）和团队成员（所有级别）。但是，SGB 的成员数量应具有限制，从而确

保该机构保持相关性，同时避免成为一项规定。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是 Scrum 核心团队的角色之一。他/她在每日立会、回顾迭代和其他 Scrum 流程

中协助创建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同时管理风险、修改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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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of Scrums 会议 

 

Scrum of Scrums 会议是扩展 Scrum 用于大型项目时的重要元素。通常，每个 Scrum 团队派一

名代表参加此会议，通常为 Scrum Master，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Scrum 团队的其他成员参

与此会议的情况也很常见。此会议通常由 Chief Scrum Master 主持召开，旨在关注不同 Scrum 

团队的协调和整合部分。 

 

Scrum 团队 

 

Scrum 团队是 Scrum 核心团队的角色之一。Scrum 团队致力创建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并为所

有相关利益方和项目创造并实现价值。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 

 

Scrum 团队合作计划规定众多 Scrum 团队如何互相合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最高价

值。 

 

Scrum 团队所得教训 

 

在迭代期间，自组式和授权式 Scrum 团队有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所得教训可帮助团

队提高自己在未来迭代的表现。 

 

Scrum 团队代表 

 

团队根据处理当前问题和情况的能力，指定一名代表出席 Scrum of Scrums（SoS）会议。 

 

Scrumboard 

 

Scrumboard 是 Scrum 团队用于计划和跟踪每个迭代进度的工具。Scrumboard 包含四列，阐明

迭代的估计任务进度：“待开始工作”列，内含尚未开始的任务；“进行中”列，内含已

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任务；“测试中”列，内含已经完成但是正在接受测试流程的任务；

“已完成”列，内含已经完成并顺利通过测试的任务。 

 

自组织 

 

Scrum 相信员工都具有自我驱策能力，能够主动寻求肩负更重要的责任。因此在自组织时，

这些员工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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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型领导 

仆人型领导（Servant Leader）运用倾听、同理心、承诺和洞察力，同时与团队成员分享能

力和权力。仆人型领导是一种通过专注于团队需求来获得成果的管理员的角色。这种风格

是 Scrum Master 角色的化身。 

 

共享资源 

 

从事于项目的所有或部分 Scrum 团队需要共享的资源，包括人员、环境和设备。在大型项

目中，共享资源可能会受到限制，而且所有或部分 Scrum 团队同时需要共享资源。 

 

交付可交付成果 

 

此过程向相关利益方交付或转移验收的可交付成果。正式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记录了成功完成的迭代。 

 

简单计划 

 

简单计划的方式为将项目标记为优先级“1”、“2”、“3”或“高”、“中”和“低”等。

尽管这一计划简单明了，但是相关方倾向于将所有内容都标记为优先级“ 1”或“高”，

这可能会导致问题发生。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 

 

技能要求矩阵（Skills Requirement Matrix），也称为能力框架，可用于评估团队成员的技能差

距和培训要求。技能矩阵反映了团队成员的技能和能力，以及相关成员应用这些技能和能

力的兴趣水平。使用此矩阵，组织可以评估团队成员中存在的任何技能差距，并确定需要

在特定领域或能力中进行进一步培训的员工。 

 

Speed Boat 

 

Speed Boat 是一项可用于展开回顾迭代会议的技术。团队成员扮演一艘快艇上的船员角色。

这艘快艇必须抵达一个岛屿，象征项目愿景。与会人员使用便签纸记录引擎和锚点。引擎

是帮助他们抵达既定岛屿的事项，而锚点则是阻止他们前往岛屿的事项。该练习时间限制

为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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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Sponsor） 

 

发起人是为项目提供资源和支持的个人或组织。发起人也是所有人都对其负有最终责任的

相关利益方。 

 

迭代（Sprint） 

 

迭代（Sprint）是一个时间限制为一到六周的过程，期间 Scrum 团队负责处理并创建迭代交

付成果。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迭代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是指 Scrum 团队将在下一个迭代中执行的任务列表。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 

 

迭代燃尽图（Sprint Burndown Chart）是一张描述了正在进行的迭代中剩余工作量的图表。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 

 

迭代可交付成果（Sprint Deliverables）指在每个迭代结束时完成的产品增量或可交付成果。 

 

迭代计划会议 

 

迭代计划会议于每次迭代初期展开，是创建迭代待办事项流程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时长为

一个月的迭代，此会议的时间限制为八个小时，分为两大部分，即目标定义和任务估计。 

 

迭代评审会议 

 

对于为期一个月的迭代，迭代评审会议时间限制为四个小时，可以根据迭代时长来延长或

缩短时间。在迭代评审会议期间，Scrum 团队向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展示当前迭代

的可交付成果，相关产品负责人可以接受或拒绝可交付成果。 

 

迭代跟踪工具 

 

迭代跟踪工具用于跟踪迭代的进度，并了解 Scrum 团队在完成迭代待办事项的任务时所处

位置，这一点十分重要。有大量工具可用于跟踪迭代中的工作，但最常见的一种是 

Scrumboard，亦称为任务板或进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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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速度 

 

迭代速度是团队完成迭代工作的速度。迭代速度通常采用估计使用的单位，通常为故事点

或理想时间。 

 

相关利益方（Stakeholder(s)） 

 

相关利益方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客户、用户和发起人，他们经常与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 Scrum 团队互动，以提供投入并协助创建项目产品、服务或其他

成果。 

 

相关利益方分析 

 

标准的相关利益方分析用于在项目群和项目组合级别上确认相关利益方。项目群和项目组

合相关利益方的更多详细信息可能在创建和整理项目群和项目组合待办事项流程中确定为

角色。 

 

激荡期 

 

创建团队的第二阶段，期间团队开始尝试完成工作。但是，该阶段可能会出现权力斗争，

且团队成员之间经常会出现混乱或困惑。 

 

故事地图（Story Mapping） 

 

故事地图（Story Mapping）是一种提供产品及其关键组件视觉概述的技术。故事地图的概念

由 Jeff Patton 首先提出（2005 年），通常用于展示产品路线图。故事地图描述了产品开发

迭代顺序，并筹划将要纳入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和后续版本的功能。 

 

可持续步伐（Sustainable Pace） 

 

可持续步伐（ Sustainable Pace）是团队可以工作并轻松维持的速度。可持续步伐

（Sustainable Pace）可以提高员工满意度、稳定性和估计准确性，最终提高客户满意度。 

 

优劣势分析（SWOT Analysis） 

 

优劣势（SWOT）是一种应用于项目计划的结构化方法，帮助评估项目的优势、劣势、机

会和威胁。此类分析帮助确定能够影响项目的内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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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发布的目标客户（Target Customers for Release） 

 

并非每次发布都针对所有相关利益方或用户。相关利益方可以选择向部分用户展示发布。

发布计划规定发布针对的目标客户。 

 

任务估计研讨会 

 

任务估计研讨会允许 Scrum 团队估计完成一项或一组任务所需的工作量以及完成给定迭代

中的任务所需的人力投入和其他资源。 

 

任务清单 

 

这是一个全面的清单，包括 Scrum 团队需努力为当前迭代完成的所有任务以及每个任务的

描述。 

 

任务型领导 

 

任务型领导要求完成任务并遵守截止日期要求。 

 

团队建设计划（Team Building Plan） 

 

由于 Scrum 团队具有跨职能性，因此每个成员都需要积极参与项目的各个方面。Scrum 

Master 应确定团队成员需要面对的潜在突发问题，并在团队建设计划（Team Building Plan）

中尽力解决相关问题，从而维护团队有效运作。 

 

团队日历 

 

团队日历包括团队成员可工作日程的信息，包括员工休假、请假、重要事件和假期等相关

信息。 

 

团队专业知识 

 

团队专门知识即 Scrum 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能够了解迭代待办事项中的用户故事和任务，

从而创建最终可交付成果。团队专业知识用于评估执行项目计划工作所需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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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专业化 

 

在大型项目中可能需要团队专业化。团队专业化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完成特定任

务的需求。第二个方面是对单个团队成员特殊技能的需求。第三个方面是可能会对团队灵

活性有所限制。 

 

技术债 

 

当团队致力于创造项目产品相关的主要可交付成果时，优先级靠后、忽略或未完成的工作

即称为技术债（也称为设计债或代码债）。技术债会累积，并且必须在日后清偿。 

 

X 理论 

 

X 理论型领导者假设员工天生不积极主动，并且会尽可能避免工作，因此必须采取专制管

理风格。 

 

Y 理论 

 

Y 理论型领导者假设员工天生积极主动，并乐于承担更大的责任。Y 理论是一种参与程度

更高的管理风格。 

 

威胁 

 

威胁是能够对项目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每日提出三个问题 

 

每日提出三个问题用于 Scrum Master 主导的每日立会中，期间每名 Scrum 团队成员都需回答

三个特定问题以提供相关信息： 

 

• 自上次会议后，我完成了什么工作？ 

• 在下次会议前，我计划做什么工作？ 

• 我目前面临哪些困难或障碍（如有）？ 

 

时间限制（Time-boxing） 

 

时间限制是指为完成工作设定较短的期限。如果所进行的工作在时间限制结束时仍未完成，

将移至后续的时间限制。时间限制提供了 Scrum 项目所需的结构，该结构具有不确定性、

本质动态且容易频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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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透明度是指所有人都能够观察到任何 Scrum 流程的所有方面。分享所有信息能够建立高度

信任的环境。 

 

未经批准的修改申请 

 

修改申请的常见形式为提交修改申请表。在得到正式批准前，修改申请处于未批准状态。 

 

升级项目群产品订单（Updated Program Product Backlog） 

 

升级项目群产品订单（Updated Program Product Backlog）会进行定期整理，以纳入修改和新

要求。 

 

更新的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员资格 

 

根据 Scrum Guidance Body 会员资格的评估结果，新成员可能会加入 Scrum Guidance Body，而 

Scrum Guidance Body 可能移除现有成员，后者亦可自行退出。 

 

更新的项目实施截止日期 

 

可能需要更新项目实施截止日期，从而反映全新或已修改的用户故事的影响。这些故事需

要调整或引入全新要求。 

 

更新的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事项 

 

可使用新用户故事、新修改强求、新识别的风险、更新的用户故事或现有用户故事的重新

优先排序来更新优先项目群或项目组合待办列表。 

 

用户 

 

用户是直接使用项目产品、服务或其他成果的个人或组织。用户与客户一样，对于任何组

织都可存在内部和外部用户。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和用户可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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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小组会议 

 

用户小组会议由相关利益方（主要是产品的用户或客户）参与。他们会为 Scrum 核心团队

提供有关用户期望的第一手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制定产品的验收标准，并为发展史诗

（Epic(s)）提供宝贵见解。 

 

用户故事 

 

用户故事遵守特定的预定义结构要求，并且是记录要求和所需终端用户功能的简单方式。

用户故事中的要求简洁易懂，能够改善相关利益方间的沟通质量，提高团队的估计能力。 

 

用户故事验收标准 

 

每个用户故事都有相关的验收标准。用户故事具有主观性，因此验收标准为用户故事提供

了必须目标，以便在迭代评审期间考量是否可将用户故事视为“完成”，让团队清楚了解

用户故事的期望内容。 

 

用户故事研讨会 

 

用户故事研讨会是发展史诗（Epic(s)）流程的一部分。Scrum Master 推动这些会议，整个 

Scrum 核心团队都参与其中，偶尔需要其他相关利益方加入。 

 

用户故事写作专长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根据自己与相关利益方的互动、自身商业知识和专业知识以

及团队投入来开发用户故事，形成项目的优先产品待办事项。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衡量相关利益方风险偏好或面对风险的态度的模型。它定义了 

相关利益方的接受风险的水平或意愿程度。 

 

价值流程图（Value Stream Mapping） 

 

价值流程图（Value Stream Mapping）使用流程图来展示完成某项流程所需的信息流，并可通

过帮助明确非增值元素来简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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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供应商包括外部的个人或企业组织，可提供项目组织的核心能力范围内不包含的产品和服

务。 

 

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VOC）） 

 

客户心声（VOC）是指明示或暗示的客户要求，团队在开始设计产品或服务前必须了解这

些要求。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代表客户心声（Voice of the Customer（VOC））。 

 

战情室（War Room） 

 

战情室（War Room）常常用于描述全体 Scrum 团队成员工作的位置。通常而言，战情室的

设计方式满足团队成员自由活动、工作和轻松交流的需求，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位置更

加靠近彼此。 

 

Wideband Delphi 技术 

 

Wideband Delphi 技术是一种基于组的估计技术，能够用于确定涉及的工作量以及完成相关

工作所需的时间。团队中的每名成员以不记名方式来估计每个功能，并将初始估值标绘在

一份图表上。然后团队讨论影响他们估值结果的相关因素，并进行第二轮估计流程。重复

估计流程，直到每名成员的估值相差无异，并且能够取得一致的最终估值。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Working Deliverables） 

 

此成果即获准项目中的最终可交付成果。 

 

 

有效的可交付成果协议（Working Deliverables agreement） 

 

符合验收标准的可交付成果将获得客户或发起人的正式商业签字同意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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