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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件复用是在软件开发中避免重复劳动的解决方案。
通过软件复用，可以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近20多年来。
向对象技术、软件构件技术出现并逐步成为主流技术，为软件复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持。
软件复用研究及实践成为热点，被视为解决软件危机、提高软件生产效率和质量的现实可行的途径。
　　软件复用通常可分为产品复用和过程复用两条途径。
基于构件的复用是产品复用的主要形式，也是当前复用研究及实践的主流。
软件构件技术被视为实现成功复用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为什么要复用　　通常情况下，应用软件系统的开发过程包含以下几个阶段：需求分析、设
计、编码、测试、维护等。
当每个应用系统的每个部分都是从头开发时，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就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复劳动，如：用
户需求获取的重复、需求分析和设计的重复、编码的重复、测试的重复和文档工作的重复等。
　　探讨应用系统的本质，可以发现其中通常包含三类成分：　　①通用基本构件，是特定于计算机
系统的构成成分，如基本的数据结构、用户界面元素等，它们可以存在于各种应用系统中；　　②领
域共性构件，是应用系统所属领域的共性构成成分，它们存在于该领域的各个应用系统中；　　③应
用专用构件，是每个应用系统的特有构成成分。
应用系统开发中的重复劳动主要在于前两类构成成分的重复开发。
基于此分类，可以看到，通过凝结共性，通用基本构件和领域共性构件将具有良好的可复用性，由此
可以将特定软件的开发聚焦在专用构件的开发及各相关构件的集成组装工作中。
　　软件复用是在软件开发中避免重复劳动的解决方案，其出发点是应用系统的开发不再采用一切“
从零开始”的模式，而是以已有的工作为基础，充分利用过去应用系统开发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如
：需求分析，结果、设计方案、源代码、测试计划及测试案例等，从而将开发的重点集中于应用的特
有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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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软件复用中的资产管理和过程管理为核心展开，其中软件资产管理涉及了软件资产的描述
、分类、存储、检索与维护的技术、方法和工具；软件复用过程管理则涉及了建立复用过程的相关指
导原则和依照这些原则建立的一套相关过程的实例，包括角色定义、活动描述和制品模板等。
本书内容理论联系实践，使得读者不仅可以系统化地学习软件资产管理和软件复用过程管理的相关方
法和技术，也能结合本书的案例，掌握如何在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中有效地管理软件资产，以及如何
有效地实行软件复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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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复用的软件资产与过程管理》内容理论联系实践，使得读者不仅可以系统化地学习软件资
产管理和软件复用过程管理的相关方法和技术，也能结合《面向复用的软件资产与过程管理》的案例
，掌握如何在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中有效地管理软件资产，以及如何有效地实行软件复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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