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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军品研发模式存在的问题

传统军品研制程序分为六个阶段：论证阶段、方案阶段、初

样阶段、试样阶段、状态鉴定、列装定型。这六个阶段必须按照

顺序逐步完成转段评审，评审通过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

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a) 缺乏敏捷性：需求变更困难，变更验证确认流程繁琐。

b) 信息孤岛：项目团队存在部门墙，信息共享困难，通常需

要开会协调。

c) 创新能力不足：各研制阶段工作量大，文件工作多于技术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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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军民融合的大背景下，军品行业各设备研制单位遇到日益复杂市场竞争环境。这些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变革，

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预见的用户需求变更，跨学科的技术以及产品复杂性的提升等方面。传统军工企业“遵循计

划”以瀑布模型为代表的军品研发模式和管理方法已经远远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基于敏捷视角在传统军品研发

模式中加入 Scrum 元素，希望通过在传统军品研发管理活动中引入 Scrum 敏捷开发方法，提高我国军品研发效率，

助力国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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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the equipment development units in the military industry 

have encountered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These complexiti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echnological changes,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unpredictable changes in user 

needs,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 and improved product complexity improvement. Traditional military 

enterprises "follow the plan" m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de and management methods 

represented by the waterfall model are far from enough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Based on this paper, 

Scrum elements are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de from the agile 

perspective, hopingto introduce Scrum agile development method in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ctiviti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m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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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 传统军品研发流程

二、Scrum 敏捷开发方法 

（一）Scrum 核心理论

敏捷性（Agility）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提出，其目的是为了

引言

随着国家军民融合的快速推进，军品市场竞争环境愈演愈烈，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各军品研发制造单位需要快速响应客

户需求变化，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早的提供客户所需的产品，以获取用户的肯定和支持，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然而，“遵循计划”的以瀑布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军品研发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军品用户的要求。为了适应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需要以现有瀑布型开发方式为基础，尝试融入 Scrum 敏捷方法，寻找即满足军品研制程序，又可以快速响应需求变更的研发管理模式，

以提升军品研制质量和研制进度。



006 |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工程科学 | ENGINEERING SCIENCE

应对21世纪制造业快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的需求。美国13所大

公司和美国国会委托里海大学在1991年联合编写了关于制造企业

战略报告：即《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了

“敏捷制造企业”和“敏捷制造”概念。该报告核心思想是：为了

应对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企业需要具备新的技能，即敏捷性 [1]。

2001年，正式提出敏捷开发一词。在美国犹他州，17个软件

行业的专家集聚一堂，他们探索一个团队耦合度高，流程灵活，

可以快速迭代需求的软件开发方法，他们把它称为敏捷。同时成

立了敏捷联盟，并发表《敏捷宣言》[2]。敏捷宣言确定了敏捷四种

核心价值观和十二项基本原则。

敏捷核心价值观：

·互动和交流  高于  工具和流程

·可运行的软件  高于  详细的报告

·合作共赢  高于  合同谈判

·响应变化  高于  按照计划

敏捷十二项基本原则：

a) 尽早和持续交付使客户满意的软件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b) 敏捷掌控变化，即使在开发后期也一样欣然面对需求变化。

c) 持续快速交付可工作的软件，间隔周期越短越好；

d) 各相关方必须合作共赢，每天做到信息互通；

e) 以团队为核心建立管理制度，提供支撑资源，并信任他们；

f) 面对面沟通，是传递信息最高效的手段；

g) 可运行的软件是进度最有效的度量标准；

h) 开发团队与用户要定期保持互动是敏捷持续开发的基础；

i) 坚持不懈追求技术突破和设计质量是敏捷能力的根本；

j) 敏捷追求简洁，极力清除不必要的工作；

k) 自组织团队才能创造出最好的需求、架构和软件；

l) 为提升团队效率，团队需定期反思如何提升效率；

（二）Scrum 三大支柱

Scrum 方法的三大支柱是：透明、 检查和调整， 它们是

Scrum 方法的整体框架。

a) 透明：项目信息对团队成员透明，透明保证团队成员目标

一致，减少错误，降低沟通成本；

b) 检查：Scrum 采用增量开发，每次迭代完成后均需要检查

交付物（包括功能、性能、进度、成本、质量等方面），通过频

繁的检查可以尽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c) 调整：在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就对项目进行调整以

解决问题。通过不断的调整，才能保证项目的成功。

（三）Scrum 核心元素

Scrum 核心元素包括：三种角色、三种工件和五个仪式。角

色：包括 Scrum 教练（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开发团队（Team）。工件：包括产品代办事项列表

（Product  Backog）、迭代代办事项列表（Sprint  Backlog）、

产品增量。仪式：包括 Sprint 、Sprint 计划会议、每日站会、

Sprint 评审会、Sprint 回顾会议 [3]。

Scrum 的整个流程框架是各种角色通过不断的迭代优化，最

终交付用户满意的产品。

（四）Scrum 三种角色

传统的研发项目团队一般分工明确，主要由项目经理、研发

人员、试验人员等组成。但是在 Scrum 中仅有三种角色：Scrum

教练、产品负责人、开发团队。这三种角色构成了 Scrum 的跨

职能团队，团队成员平等互助，同时具备完成项目工作的各项技

能 [4]。三种角色职责如下：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是客户代表，根据用户需

求定义产品功能，确定产品开发方向，制定产品代办事项列表，

并根据需求变化对代办事项列表中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同时，产

品负责人与团队成员及时沟通，并审查每个迭代的交付物 [5]。

Scrum 教练（Scrum  Master）：对开发项目直接管理，领导团

队成员按照 Scrum 流程开展工作，并在实践过程中清除团队遇到的

困难 [6]。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确保团队成员能够胜任工作，并保持高

效的生产率，同时促进团队紧密合作，培养团队成员的综合能力。

开发团队（Scrum  Team）：具体方案的解决者，团队成员一

般5-9人，团队成员都是多面手，能够自行解决各种问题，在项目

迭代过程中，团队成员团结协作，定期交付有价值的交付物。

（五）Scrum 三种工件

Scrum 工件是用来管理项目的基础，通过对产品代办事项列表、

迭代代办事项列表和产品增量的管理，从而交付用户满意的产品。

产品代办事项列表（Product  Backlog）：是从客户价值角度确

定并按优先级排序的产品相关功能清单。产品代办事项列表由产品负

责人负责编制，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不断迭代更新，随着项目的不断

迭代，产品代办事项列表不断完善，从而保持其适应性和竞争力 [7]。

迭代代办事项列表（Sprint Backlog）：是开发团队根据产品

代办事项列表中的优先顺序挑选出当前 Sprint 期间需要完成的产

品功能清单。迭代代办事项列表确定了当期冲刺的目标，开发团

队需要在当期 Sprtint 期间完成迭代代办事项列表中的全部工作。

通常团队成员需每天跟新迭代事项列表任务完成情况，以方便评

估剩余工作量 [8]。

产品增量：是指每个 Sprint 所完成的任务成果，增量交付是

Scrum 的典型特征，每个冲刺均会在上一次冲刺成果的基础上产

生新的增量。增量让用户不断满意。

（六）Scrum 五个仪式

Scrum 仪式可以看作是 Scrum 方法的动作或行为。Sprint

仪式要事先规定好，不能随意更改。Sprint 仪式包括：Sprint、

Sprint 计划会、每日站会、Sprint 评审会、Sprint 回顾会 [9]。

Sprint：典型的迭代周期为2-4周或者最多一个月，一个固定

的周期能够创造出更优美的节奏感。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试全

部都在一个 Sprint 周期内完成，开发团队在这个 Sprint 周期内开

发一个可以发布的产品增量 [10]。

Sprint 计划会：迭代计划会在每个迭代的第一天召开，目的

是选择和估算本次迭代的工作项。产品负责人追条讲解最重要的

产品功能，开发团队选择此次迭代所完成的工作项，并制定详细

的迭代任务，估算工作量，直至本次迭代工作量达到饱和。

每日站会：开发团队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召开，

每日站会不超过15分钟。每日站会团队成员需要回答3个问题：

昨天你做了什么？今天你将要做什么？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吗？

每日站会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具体问题会后再沟通解决。

Sprint 评审会：在 Sprint 将要结束时举行，整个团队成员都

需要参加，不需要过多的准备，不需要正式的演示文档，团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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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只需要花费2小时的准备时间，在会议上演示所完成的迭代工

作。Sprint 评审会由产品负责人最终确认此次迭代工作完成情况，

Sprint 评审会的目的是确认产品满足用户需求。

Spirnt 回顾会：是团队成员后续工作改进提升的基础。回顾

会在 Sprint 评审会结束之后进行，一般15-30分钟，整个团队成

员都需要参加，会议期间总结此次 Sprint 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

目的是思考如何在下一个 Sprint 中做的更好。

三、基于 Scrum 方法的项目管理的应用

（一）基于 Scrum 的团队构建

针对传统军品研发管理现状，敏捷团队更注重团队合作，更

注重自组织以及全能型人才。因此在研发部门内部需成立专职的

团队，在人员数量上按照项目的复杂程度，通常是7±2人。基于

敏捷理论的 Scrum 框架下，敏捷团队划分三个角色：产品负责

人、敏捷教练、开发团队。基于 Scrum 的敏捷团队构成如下：

表1 Scrum 团队构成

项目目标 完成 XX 产品开发

敏捷教练
按 Scrum 管理要求组织迭代计划会、

每日站会、迭代评审会、迭代回顾会

赵 XX

（专职，项目总师）

产品

负责人

与用户对接具体需求，制定产品待办

事项列表，确定产品总体技术方案。

孙 XX

（专职，产品主管）

开发团队
按照产品代办事项列表要求开展具体

工作

王 XX（结构工程师）

李 XX（电气工程师）

周 XX（测试工程师）

（二）基于 Scrum 的敏捷项目生命周期模型

军品研制项目主要分为6个阶段：立项论证、方案阶段、初样

阶段、试样阶段、状态鉴定、列装定型。这是典型的预测型生命

周期模型，研制过程严格按照阶段划分开展工作。这一预测型生

命周期模型无法适应主机研制进度要求，为了加快研制效率，在

现有的研制生命周期模型中需制定一套敏捷生命周期模型。

论证立项

方案阶段

初样阶段

试样阶段

状态鉴定

列装定型

评审

评审

评审

评审

评审

Scrum

Scrum

Scrum

Scrum

Scrum

 > 图2 敏捷生命周期模型

在敏捷生命周期模型中，从项目立项到列装定型的军品研制

流程中增加了5个冲刺阶段。每个冲刺阶段都包括方案审查、设计

更改、文件编制等事项。每个冲刺结束时，项目都经过相关方审

查，审查通过后才能转入下一个研制阶段。

（三）建立每个冲刺的 Scrum 流程

在敏捷生命周期模型中，从立项到列装定型增加了5个冲刺

阶段，每个冲刺需要制定 Scrum 流程，从而指导项目快速迭代，

Scrum 流程图如下。

 > 图3 敏捷研发 Scrum 流程框架

根据军品研制流程，产品研发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可根据项

目具体进展情况制定 Sprint 计划，以此组织团队成员快速高效的

完成项目工作。

进入 Sprint 后，由产品负责人组织项目团队召开 Sprint 计

划会议。会议由产品负责人主持，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详细介绍

此次 Sprint 的工作目标，及详细的产品代办事项列表，并解决团

队成员的疑问。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专长和任务优先级领取相关

任务。

Sprint 期间团队成员每天都需要举行不超过15分钟的每日站

会。会议中每个团队成员都需要回答：昨天你做了什么？今天你

将要做什么？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吗？同时团队成员需制作一个

看板，将每天完成的工作进度在看板上显示，以方便团队成员了

解整个项目进度，评估后续工作量。产品负责人通过审查看板，

可以及时了解项目进展，识别风险并提前制定应对措施。

Sprint 周期结束后，项目团队需召开 Sprint 评审会。开发团

队需对此次 Sprint 的所有工作情况进行展示，产品负责人负责检

查和验收，如果存在问题，需要开发团队及时修正。

Sprint 评审会结束后，Scrum 教练及时组织15-30分钟的

Sprint 回顾会。每个团队成员都需要总结此次 Sprint 中的优缺

点，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Scrum 教练总结整个 Sprint 期间的

优点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Sprint 回顾会议的结束标志着此次 Sprint 迭代工作的完成，

产品进入下一个研制阶段。根据军品研制的具体进度安排和临时

性的需求变更，开发团队等待产品负责人组织下一个 Sprint。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军品研发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用户

快速多变的需求，寻求一套合理高效的研发模式迫在眉睫。Scrum

敏捷方法作为一套快速响应需求变化的新思想，将其融入到军品

研发模式中，从而快速响应用户需求，提高产品研发质量，增加

市场竞争力，为军品研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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