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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程序完成之后，软件是否具有可移植性，可维护性，可用性，有效性这四个方面的属性。在这篇论文里从

软件的定义出发，重新确定文档的标准化在一个成功的MIS系统里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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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软件开发的早期，许多人把软件这一术语等同于计算机程序，这种理解在现在看来明显是错误的；自从“软件

工程”这一概念在1968年召开的一个当时被称做“软件危机”的会议上首次被提出之后，人们已经将软件重新定义为：

程序和所有使程序能正确运行所需要的相关文档和配置信息。显然目前人们已经从认识上把文档提高到了和代码一样重

要的地位上，但，仅仅是认识上。  

１ 我们对第一流软件的定义 

   我们经常说要制造第一流的软件，但是究竟什么样的软件才算是第一流的呢？答案是具有可移植性，可维护性，

可用性，有效性这四个属性的软件。其中三个属性即可移植，可维护性，可用性又是和文档息息相关的，而且伴随着软

件开发的高效率和标准化，文档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突显出来。既然文档这么重要，那么无论它的内容如何，我们都首

先要从它的体系结构，它的形式和它的内容上实现标准化。 

２ 文档标准化的三个方面 

   所谓文档体系结构的标准化是指要有一个和程序配套的标准的完整的文档体系。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文档包括需求

分析文档和设计文档这两部分，但是这种旧的文档体系只是基于为了写文档而写文档，而并没有真正满足编写文档的目

的。编写文档的目的在于，不但记录了软件开发的过程，而且对于每个过程的细节都能进行“回放”，不但是对每个相

对独立的开发过程的验证，而且能对每个独立过程进行管理和实现有效性检查。完整的文档体系结构应该包括《可行性

研究报告》、《需求调研》、《需求报告》、《开发计划》、《数据库表设计文档》、《程序设计文档》、《测试手

册》、《实施记录文档》、《程序修改文档》、《用户手册》、《帮助》，缺一不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性在

于验证项目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提出的想法是很超前的，但是目前的技术手段却做不到，或者我

们通过开发后的软件能实现非常科学化的管理，但是目前我们的规章制度却跟不上，而我们又没有通过《可行性研究报

告》去发现这些问题，急着开发出了这个系统，只会造成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导致人力和物力上浪费。《需求调

研》、《需求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在最终软件开发出来之后，作为一个尺度，来验证是否真正实现了我们最初对于系统

的要求。《开发计划》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计划性和预见性，特别是对于开发系统这么一个大

的任务，如果不做出一个好的计划，显然在最开头，就决定了这个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失败的。《数据库表设计文

档》、《程序设计文档》重要性在于在开始编写代码前对于将要开发出的程序有个整体的把握、对系统分析员关于程序

的思路和想法做个记录和作为程序员编写代码的蓝本。《测试手册》、《实施记录文档》、《程序修改文档》的重要性

 



在于软件的雏形开发出来，在用户试用的期间，出现错误或者不符合用户要求或者给用户的使用造成不便的时候，对于

雏形修改的一个记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每当修改一个错误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错误，那么如果

我们前期没有对修改做个记录，我们就不得不重头检查错误，这样只会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在这里我们的思路需

要暂停一下，重新审视一下文档体系结构的前半部分，我们会发现《需求调研》、《需求报告》、《开发计划》、《数

据库表设计文档》、《程序设计文档》其实是写《测试文档》的基础。因为没有了前期的文档，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

个尺子去判定软件的雏形是否符合系统分析员的想法和满足了用户要求呢？这样的一个审视有助于理解，文档体系结构

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相互割裂的局部，从而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文档体系结构标准化在mis系统中的重要意

义。《用户手册》和《帮助》的重要性在于当最终的软件投入使用后，教用户如何使用系统。如果你只把一个软件交付

给用户，而没有教他如何使用这个系统，显然这个系统是没有开发成功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文档形式上的标准化。所谓形式上的标准化是指某个具体文档在某些细节上的标准化，例如注

脚，格式，颜色，封面，图表，字体，开头空几格等等。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些细节部分有什么必要进行统一呢，完全

没有任何意义嘛！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文档的编写者，而是作为一个文档的阅读者，当你看着一篇字体

反复变化或者格式、颜色、注脚完全不统一的文档，会不会有点无所适从和倦怠的感觉呢？这时候你究竟应该继续硬着

头皮看下去呢，还是干脆放弃这篇文档呢？我想即使硬着头皮看完了，也不会知道这篇文档究竟写了什么内容的！ 

   最后我们叙述一下文档内容标准化的意义。有些重要的文档，是需要反复阅读的。例如程序的设计文档，在程序

员编写代码的时候，是需要反复阅读系统分析员写的程序设计文档的。如果作为系统分析员的你，没有在固定的段落叙

述相对应的内容，而是即兴发挥，把关于功能的叙述和关于界面的叙述混在一起，适想程序员又如何能很好的实现你绝

妙的想法和思路呢？再打个比方，如果现在开发的是软件的第二个版本，当用户已经习惯了你前一个版本的文档风格，

这时候你并没有沿袭第一个版本中关于文档内容的规范，而是另开西径，又要用户去哪找他们关心的内容呢？ 

３ 文档标准化是如何在第一流的软件中发挥作用 

   在上面我们讨论了文档标准化的三个方面，即文档体系结构的标准化，文档形式的标准化，文档内容的标准化。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要分析一下，这三个方面是如何在第一流的软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第一流的软件所具有的可移植性是指：不论最初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和开发环境下，开发出的软件经过有限的代

码重新编写或者稍微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移植到不同的操作系统或不同的环境下供用户使用。但是如何修改程序，

修改哪部分的程序，或者配置文件要进行哪些变动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前面开发软件时书写的文档来支持我们了。但

是如果我们的文档体系结构不完整，或者不知道到文档的哪个部分去寻找修改程序的思路，这个时候重复开发、重复劳

动就是再所难免的了！这样的软件即使前面的程序写的再好，我想也不能算是一个一流的软件了。 

   一流的软件所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维护性。它是指在用户需求发生改变或者出现错误的时候能及时的进行修改

或更正。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就先要查阅《需求报告》，看用户新的需求是否和原来的需求有什么冲突，如果没什么

冲突，还需要查阅设计文档，看看是否能对软件原来已经具有功能进行重新组合，找出满足新功能的简便方法，节省人

力、物力。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到《设计报告》和《测试报告》了，看看造成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软件本身的缺

陷呢还是因为前面修改了某些错误后的“负产品”呢，这些做法不但对于软件本身是有益处的，而且对于锻炼我们的编

程小组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文档不具有三个方面的标准化，试想又如何去维护软件呢。 

   一流软件的第三个属性是可用性。软件是程序和所有能使程序正确运行所需要的相关文档和配置信息。我们在这

里不能狭隘的理解软件的可用就是单单指程序的可用，而应该把文档的可用也包括在其中。如果一个文档没有完整的体

系结构，没有形式上的规范，没有内容上的规范，怎么能算做可用的呢，更不要说在它的指导下开发出来的程序是可用

的了。 



４ 结束语 

   MIS系统的开发和管理看来简单，其实是非常庞大的一项工作，而我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些看似无序的工作呢，我认

为只要实现了文档的标准化就可以起到事半工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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