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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团队与需求领域是规模化精益和敏捷开发的关键要素。《精益和敏捷开发⼤型应⽤
指南》的特性团队和需求领域章节对它们进⾏了深⼊分析。这篇简短的论⽂总结了⼀些
关键的思考点，你也可以在《精益和敏捷开发⼤型应⽤实战》中找到它们。

特性团队介绍

如图1所展示的，特性团队，是⻓期存在的、跨职能的、跨组件的，逐个完成端到端客户特
性的团队。

www.featureteamprimer.org 
Copyright (c) 2010 Craig Larman and Bas Vodde  

All Rights Reserved1

团队拥有完成端到端客户为中⼼的特性所需要的的知识和技
能。如果没有，团队就需要学习或获取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特性团队:
- 稳定并⻓期存在
- 跨职能
- 跨组件

客户为中⼼
的特性

潜在可交付
产品增量产品待办列表

图1. 特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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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团队的特征列举如下：

采⽤特性团队时，应⽤现代⼯程实践，特别是持续集成⾄关重要。持续集成促进共享代码拥有权，
这是多个团队同时⼯作在同⼀组件时必不可少的。

有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每⼀位特性团队成员都需要了解整个系统。但并⾮如此，因为：

团队是作为⼀个整体，⽽⾮每⼀位成员个体，都需要具备实现整个以客户为中⼼的特性
所需要的技能。这包含了组件知识以及职能所对应的技能，如测试、交互设计，或编
程。但是在团队内，成员仍有其专注的领域……理想中是多个领域。

特性并⾮是随机分配给特性团队的，需要考虑到团队现有的知识和技能。

在⼀个特性团队组织内，当专业化成为⼀个限制…学习就会发⽣。

特性团队

⻓期存在 - 团队成员“凝聚”在⼀起以获得更⾼绩效；随时间的推
移他们不断承担新特性的开发

跨职能并跨组件 
理想情况下，坐在⼀起 
跨越所有的组件和职能（分析、开发、测试……），共同⼯作
在⼀个完整的以客户为中⼼的特性上

由通⽤型专家组成

在Scrum的定义中，通常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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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团队组织从专业化中获取速度上的优势，只要需求与团队技能相匹
配。

但是当需求与团队技能不匹配时，学习就会“强制”发⽣，来打破过度专
业化的限制。

特性团队平衡了专业化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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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和 图 2 展示了特性团队与传统组件团队的差异点。

特性团队 组件团队

为交付最⼤客户价值⽽优化 a   为交付最多代码⾏数⽽优化

聚焦在⾼价值特性和系统⽣产⼒（价值产
出）

聚焦在实现“简单”低价值特性以提⾼个体
⽣产⼒

负责完整的以客户为中⼼的特性 负责部分的以客户为中⼼的特性

⽤现代的⽅式组织团队 b — 避免康威定律 ⽤传统的⽅式组织团队 — 遵循康威定律 c

促成关注客户的、可⻅的并且更⼩的组织
导致产⽣“虚构”的⼯作及⼀个不断变⼤的

组织

最⼩化团队间依赖以增加灵活性 团队间的依赖导致额外的计划 d

聚焦于多个专业领域 聚焦于单个专业领域

共享产品代码所有权 个⼈/团队代码所有权

共享团队责任 清晰化个体责任

⽀持迭代开发 导致“瀑布”开发

利⽤灵活性；持续并有⼴度地学习
利⽤已有的专业知识；学习新技能的⽔平

低

需要熟练的⼯程实践—效果⼴泛可⻅ 应⽤松散的⼯程实践—效果是局部的

为编写易于维护和测试的代码提供了动机
与⼈们的看法相反，通常导致组件内的低

质量代码

看上去难以实现 看上去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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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的优化⽬标 (从局部⻆度来看) 通常使特性团队感到⼯作缓慢。 
b. 所谓“现代”是相对的，因为特性团队在⼤规模开发领域已有很⻓历史，例如微软和爱⽴信。 
c. ⻢尔⽂·康威在 1968 年注意到这种不合适的结构。事实上，他并不推荐使⽤。 
d. 这种额外的计划常⻅于更多的“发布计划会议” 或 “发布⽕⻋” 和其它管理开销。

表 1. 特性团队 vs. 组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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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总结了特性团队与传统项⽬或特性群体的不同。

⼤多数组件团队的缺点在《精益和敏捷开发⼤型应⽤指南》的“特性团队”⼀章中讨论了，图 
3 总结了⼀些。

特性团队 特性群体或项⽬群体

稳定的团队，合作多年并⼯作在许多特性上 为了⼀个特性或者项⽬临时创建的群体

对于所有⼯作共享团队责任 基于各⾃的专⻓，个⼈对“他们”的部分负责

⾃管理团队 由项⽬经理控制

导致简单的单线组织（不是矩阵！） 导致配有资源池的矩阵组织

团队成员是专职的，100%分配给团队 由于专业化，成员在多个项⽬中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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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1
条⽬ 2
条⽬ 3
条⽬ 4
...

…

系统

组件 C
团队

组件 
A

⼀个以客户为中⼼的特性需要由多个团队完
成。团队间的依赖会导致浪费，例如附加的计
划会议、协调⼯作、团队间的交接以及低价值
交付。
⼯作范围狭窄。

产品
负责⼈

组件 B 
团队

组件 A
团队

组件 
B

组件 
C

条⽬ 1
条⽬ 2
条⽬ 3
条⽬ 4
...

…
团队
“吴”

产品
负责⼈

团队
“蜀”

团队
“魏”

系统

组件 
A

组件 
B

组件
C

每个团队都完成以客户为中⼼的条⽬。团队之
间的依赖关系与共享代码相关。这简化了计
划，但需要频繁集成、现代⼯程实践和额外的
学习。
⼯作范围⼴泛。

组件团队 特性团队

图 2. 特性 vs. 组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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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被忽略的是组件团队的结构加强了顺序开发（“瀑布”或V型），有许多不同⼤⼩⼯作包
的排队，⼤量WIP，许多交接，以及不断增⻓的多任务和部分分派。

选择组件团队还是特性团队？

从价值交付和组织灵活性的⻆度来说，纯粹的特性团队组织是理想的。然⽽，价值和灵活性
并不是组织设计的唯⼀标准，许多组织因⽽采⽤了⼀个混合模型 - 尤其是处于从组件团队到
特型团队的转变中时。注意：混合模型具有两个世界的缺点并可能…很痛苦。

⼀个频繁被⽤来⽀持混合组织的理由是搭建基础设施，构建可重⽤的组件，或清理代码这些
⼯作通常属于组件团队。但是这些活动也可以属于纯粹的特性团队 - ⽆须建⽴永久的组件团
队。如何做到呢？就像对待⼀个以客户为中⼼的特性⼀样，把基础设施、可充⽤组件或清理
代码的⼯作加到产品待办列表中然后交给现有的特性团队。该特性团队临时地（如同产品负
责⼈期待的⼀样）⼯作在其上，完成后再去构建以客户为中⼼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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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件团队的⼀些缺点

待办列表条⽬ 1
待办列表条⽬ 2
...

组件 A
团队

组件 B
团队

组件 C
团队

分析师 系统⼯程师

系统测试⼈员

迭代 1 迭代 2
(可能更晚)

迭代 3-5
(可能推后更多)

⾄少迭代 6
(可能推后)

条⽬ 1

条⽬ 1
需求细节

组件“待办列表”

并⾮所有团队在同⼀个迭
代中开始条⽬ 1 的⼯作；
他们同时开始⼯作在多个
特性的多个任务上

系统测试⼈员不能⽴刻
开始条⽬ 1 的⼯作；
他们同时⼯作在多个特
性的多个任务上

分析⼯作结束前
不可⽤

分析

设计

实现

测试

组件团队导致的是带有交接、排队、以及单⼀专家组的顺序开发周期，⽽不是
没有交接的真正的跨职能团队。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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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到特性团队

不同的组织需要使⽤不同的从组件到特性团队的转变策略。我们有过许多成功过的策略但在
不同的上下⽂中却失败了的经历。⼀个安全但是缓慢的转变策略是在现在的组件团队组织⾥
先建⽴⼀个特性团队。当这个团队表现良好时，再成⽴第⼆个特性团队。就这样以该组织适
合的速度持续进⾏下去。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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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逐步从组件团队转为特性团队

条⽬ 1
条⽬ 2

条⽬ 3

条⽬ 4

…

…

组件 A
团队

组件 B
团队

组件 C
团队

组件 A

组件 B

组件 C

产品
负责⼈

红⾊
特性团队

A的任务
B的任务

A的任务
B的任务

A的任务
C的任务

包含来⾃于组件团队A、B和C的前成
员，以及来⾃于分析、架构和测试组的
成员。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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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领域介绍

特性团队很⽅便扩展，但是当团队的数量超过⼗个，即⼤约⼀百⼈时，就需要额外的结构。
需求领域提供了这个结构并补充了特性团队背后的概念。需求领域是对需求进⾏分类，从⽽
形成产品待办列表的不同视图。

产品负责⼈将每⼀个在同⼀需求类别（即需求领域）的产品待办列表条⽬分组。然后他⽣成
产品待办列表的不同视图，称为领域待办列表。领域待办列表由⼀个专⻔聚焦在产品某个部
分（从客户的视⻆）的领域产品负责⼈进⾏排序。每个需求领域有⼏个特性团队在其中⼯
作，如图5显示。

需求领域是规模化扩展了的特性团队。依据产品架构来扩展特性团队的规模化⽅式叫做开发
领域。表 3 总结了两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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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需求领域

待办列表条⽬ 1

…

...

产品待办列表
待办列表条⽬ 1
待办列表条⽬ 2
...

性能

待办列表条⽬ 3
待办列表条⽬ 4
...

协议

特性
团队

性能领域特性团队

协议领域特性团队

领域产品
负责⼈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特性
团队

领域产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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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领域产品负责⼈不同于为了帮助产品负责⼈⽽与⼀或两个团队⼀起⼯作的辅助型产品
负责⼈。⼀个领域产品负责⼈拥有不同的责任和关注点，⽽且与（可能）⾄少四个⽽⾮仅仅
⼀个团队⼀起⼯作。这避免了专注于⼀个团队活动的局部优化。

结论

特性团队是⼯作在完整的以客户为中⼼特性上的稳定的团队。这些团队解决了组件团队组织
导致的局部优化和额外协调开销的问题。然⽽，特性团队也依旧需要挑战⾃我。

需求领域通过创建以客户为中⼼的视图在规模上扩展了特性团队概念，因⽽创建了⼀种允许
特性团队扩展到任何⼤⼩的结构。

需求领域 开发领域

围绕以客户为中⼼的需求来组织 围绕产品架构来组织

没有⼦系统代码所有权 ⼦系统代码所有权

临时性；会在产品的⽣命周期中发⽣
变化，但不是发⽣在每个迭代

趋向于在产品的⽣命周期中不变

聚焦客户，使⽤客户语⾔ 聚焦架构，使⽤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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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需求领域 vs. 开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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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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