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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过程的比较分析以及 CMM的特点和 对于提高高校能力的作用，对 

CMM移植到高校管理中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IHI_EMM框架模型，并对其中的TM—IHI_EMM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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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才的培养，因培养周期长，过程复杂，人才培养过 

程质量难以把握，如何在高校扩招后，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成为各级管理部门十分重视的问题。因此在人才培养的整 

个过程中加以质量控制成为各高校的一项重大工程。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 型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oft— 

wa_r~，cMM)可以实现不断改进软件企业的软件开发过程，保 

证产品质量，降低开发和维护成本，按期完成任务，提高产品 

生产率。⋯基于 CMM的高校能力成熟度模型(Institutions of 

Higher I船ming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mLCMM)能有效改进 

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优化教育教学成本与资源，保证人才 

培养质量。 

一

CMM概述 

1987年，为支持美国国防部对软件承包商能力进行客观 

评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简称sⅡ)提出 

了软件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框架》，在美国的一些大的软件企 

业进行了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模型的评估实践。在此框架 

基础上，经不断修改和完善，SEI于 1993年2月发表了“软件 

能力成熟度模型 1．1版”。CMM一直致力 于软件开发过程 

的管理及工程能力的提高与评估。L2 

CMM将软件过程的成熟度分为5个等级，如图 1所示。 

y--囤 5 
回 4 

囱 3 
． 竺丝I 2 豳  

5个等级的软件机构的主要特征如下：(1)初始级(Ini— 

ti~a)：工作无序，管理无章，开发项目成效不稳，产品的性能 

和质量依赖于个人能力和行为。(2)可重复级(Repeatable)： 

建立了基本的管理制度和规程，初步实现标准化，变更均依 

法进行，做到基线化。新项目的计划和管理基于过去的实践 

经验，具有重复以前成功项目的环境和条件。(3)已定义级 

(Detlned)：开发过程实现了标准化，文档化，建立了完善的培 

训制度和专家评审制度，项目的质量、进度和费用均可控制， 

全部技术活动和管理活动稳定实施。(4)已管理级(Man— 

aged)：建立了产品和过程定量的质量目标，建立了过程数据 

库 ，实现了项 目产品和过程的控制 ，可预测过程和产品质量 

趋势，预测偏差及时纠正。(5)优化级(Optlmi~i,~)：集中精力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改进过程，具有依据有效的过程统计数 

据，分析得出最佳方法的能力。L3 CMM包括的5个等级，共 

计 18个关键过程域，52个目标，300多个关键实践，它为那 

些想改进软件过程能力的软件机构描述了一种改进的途径， 

描述了具有某个成熟度级别软件机构所具有的主要特征。 

其目的是帮助软件企业对软件工程过程进行管理和改进，增 

强开发和改进努力，从而按时地、不超预算地开发出高质量 

的软件。软件企业和组织通过采用 CMM进行提高自身软件 

过程的成熟度。 

二 移植到高校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CMM作为软件开发的管理工具和理念能有效地加强软 

件开发管理，提高软件质量，其对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和加强高校管理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的共性 

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都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其生产 

和培养过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首先，两种过程的结果即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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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品和人才均是抽象的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是高度脑力 

劳动的结果，既是艺术也是工程。其次，生产软件的组织与 

培养人才的高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为知识密集型组织， 

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成员。再次，软件开发过程与人才培 

养过程管理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过程的逐步改进和提高以 

达到内涵式的发展。 

(二)CMM的特点及其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 

CMM可以实现不断改进软件企业的软件开发过程，保 

证产品质量，降低开发和维护成本，按期完成任务，提高产品 

生产率。将 CMM应用于高校管理建立 IHLCMM模型，主要 

是由CMM模型本身具有的特点及其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决 

定。 

1、CMM是一个基于过程的改进模型，能有效促进高校 

的管理过程。CMM的核心是一种持续的过程改进理念，其 

主要特色是具有阶段性的框架，分阶段地引进和稳步改进成 

功的管理实践。高校管理的目标是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促成学校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管理“过程”，通过引进 

CMM不断对高校各关键问题的分阶段策划、实施与评价，从 

而实现管理能力的螺旋式上升，促使高校持续稳定改进管理 

过程，达到稳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2、CMM是一个质量管理的模型，能有效加强高校的质 

量管理过程。CMM强调通过对过程的质量管理达到提高效 

率、降低风险和提升质量的目标，而不是事后评价。质量是 

管理的生命线，高校管理也必须提高质量意识。高校在管理 

中吸纳 CMM的思想可有效加强各教学环节的过程质量管 

理，从而达到减少教学中的失误，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 

3、CMM是一种改进管理的基准，为高校的管理提供了 

改进的基准。CMM可以作为高校基准管理的标杆用来支持 

工作评价活动的开展、验证改进的成效。高校管理中采用 

CMM作为管理过程的基准，它能帮助高校明晰高校建设的 

战略目标，正视高校管理的现状，从而在远景和现状之间产 

生创造性张力。它将会持续地给师生员工与管理团队以激 

励，使现状逐渐逼近目标。 

4、CMM是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的模型，为高校的规范 

化、制度化管理提供了依据。组织管理规范化是 CMM的核 

心。为减少由于组织工作的灵活性和随机性带来的风险， 

CMM将组织工作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随着我国高等教 

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呈现出规模大、层次多、内部分工细的发 

展趋势，这就需要建立高度统一的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体 

系。引入 CMM能较好地控制和管理各项管理活动，减少工 

作的随意性带来的问题，有利于高校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 

使高校管理可以不过分依赖于管理者的责任心和工作经验， 

使高校管理工作规范化。通过制定学校管理工作的计划标 

准、工作范围、工作责任、文档规范，使管理过程制度化。 

5、CMM是一个 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型 ，为高校的人性化 

管理指明了方向。CMM建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高校 

管理由于其所面向的对象和管理对象所受教育等多方面的 

影响，具有 自主性、复杂性、创造性、长期性、示范性等特征。 

这就要求高校管理尤其要注重个性的因素，注重师生的专业 

特长，尊重师生的个性发展，加强师生的优化配置，从而激发 

全体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6、CMM是一个团队合作模型，为高校文化、团队精神的 

建立提供了基本框架。CMM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相结 

合，强调团队精神，强调分工后的协作和过程的相互制约。 

高校的工作特征决定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高校管理寻 

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CMM能因其重视整体能力和团队 

精神而对高校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CMM作为一个应用广泛、知名的过程改进模型， 

其结构虽足够抽象，但易于在软件过程以外的领域实施，其 

对高校管理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使高校按阶段式的成长模 

式来循序改善其管理能力，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 

三 基于 C删 的 IHLCMM模型 

高校管理非常庞杂，涉及到人员、资金、设施设备、教学 

方法与理论、校园文化等各个方面。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也 

非常复杂，生产的产品“人才”也跟软件有所区别，人本身具 

有思维和感情，不像软件产品只要对其增加资金和智力的投 

入，就能产出优秀的作品。人才的培养更加强调人才成长的 

软环境的建设，更加强调师生感情的交流和互动，良好的环 

境对人才的培养形成正促进作用。因此在构建 1HIEMM模 

型时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加强人才培养软件建设的作 

用。通过对人才培养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进行归类，根据各个 

方面的特点，采取cM (能力成熟度家族)的方法构建 IHL． 

CMM框架模型。m㈣ 模型可分为 5个子模型，其构成结 

构与分工如表 1所示： 

表 1 Im．EMM子模型构成及用途 

名称 用途 

教学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TM—IHLCMM) 

师资能力成熟度模型 

(HR—Im M) 

学生管理成熟度模型 

(SM—IHLCMM) 

校园文化建设能力成熟度模型 

(SC—IHLCMM) 

资金设备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FE— I蛐LcMM) 

用于教学过程改进、 

提升教学质量 

用于师资能力维持高成熟度 

用于学生管理过程改进、 

维持高成熟度 

用于校园文化建设过程改进、 

维持高校软环境的高成熟度 

用于资金设备管理过程改进、 

维持高校硬件环境的高成熟度 

IHLCMM框架模型按照人才培养所涉及的主要要素以 

及要素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分为教学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师资能力成熟度模型、学生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校园文化 

建设能力成熟度模型以及资金设备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等 

五个方面的成熟度模型。这五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培养高质 

量人才所需的完整要素。在这五个能力成熟度子模型中每 

个模型均采用5级(初始级、已管理级、已定义级、可预测级、 

优化级)成熟度等级模型，在每级中设置相应的关键过程域 

和关键过程。以教学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关键过程域及 

特点示例如下： 

1、初始级：学校处于混沌无目标状态；工作混乱，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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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无序；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经常改变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 

教学管理无章，缺乏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培养的人才质量 

不稳定，依赖于个别优秀的教学及教学管理人员，一旦个别 

优秀的教学及教学管理人员离开，工作秩序面 目全非，培养 

的人才质量不具有可靠的稳定性。 

2、已管理级 ：管理制度化 ，建立了基本的管理制度和规 

程，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初步实现标准化，管理工作较好地依 

赖和实施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等的变更均依法进 

行，做到基线化管理 ；培养的人才质量稳定可跟踪，过去成功 

的实践经验可以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 目标中重复实 

践 ，达到经验规范管理的 目标。 

3、已定义级 ：教学管理过程，包括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 

均实现标准化，文档化管理；建立了完善的专家评审制度和 

教学及教学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制度；教学及教学管理活动稳 

定实施；人才培养的质量、进度和费用均在预计的可控制范 

围之内；教学及教学管理人员各司其职对各自的岗位和职责 

有明确的理解，达到了制度化规范管理的目标。 

4、可预测级：建立了人才培养质量量化目标，实现了人 

才培养目标和质量的过程可量化管理 ；实现过程的过程数据 

进入过程数据库；已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的过程控制管理 ；可 

对人才培养过程及人才培养质量进行预测评估，如有偏差， 

可及时予以纠正，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目标。 

5、优化级：集中精力采用新的教学理论与教学技术与方 

法，改进教学过程 ；拥有能及时识别教学及教学管理过程中 

的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的手段，预防可能出现的缺陷；根据 

有效性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最佳方法，从而达到教学资 

源的最优化配置。极大地保证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升人才培 

养的质量。 

该模型主要从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建设、教学运行管 

理、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的设定、教学档案管理、教学改革与 

创新等方面对加强教学管理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具体的 

目标和改进的方向。从 2002年到 2005年我们将 TM—mLC— 

MM在教务的学籍管理中进行了应用，从事务完成的时效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毕业生 

人数由1542人增加到4531人，而完成报送注册材料由原来 

的刚好完成到提前 2—3天以上完成，时效性得以保证和大 

大提高，毕业生出生日期错误率由0．3％下降到 O％，照片错 

误率由O．2％下降到O％，准确性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学籍处 

理漏报率由5％下降到 O％。可见应用 IHLCMM后学籍管理 

工作管理效率和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各种材料和数据做 

到了及时、完整、准确。 

基于CMM的IHLEMM从培养高质量人才所需基本要素 

的视角建立五个能力成熟度子模型，再对每个子模型建立完 

整的成熟度等级和相应的关键过程域和关键过程，从而为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一套完整的过程与方法，为进一步提高 

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 

IHIE3IM涉及到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工程。以上对高校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的表述仅是这个 

模型的基本框架形态。要完善这个模型，还应在具体深入研 

究高校管理过程的基础上设定各个子模型在各个层级上的 

关键过程域和关键实践，在实际应用中不断的加以完善和细 

化。以期切实达到优化高校教学管理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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