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ECUTIVE SUMMARY
自敏捷状态调查开始以来，已有超过40,000名敏捷管
理人员、实践者和顾问参加了该调查。第14届年度敏
捷状态报告为敏捷在企业不同领域的应用以及关于价
值流管理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当你查看调查结果时，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熟悉的趋势，并发现与去年的调查
相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往下读，深入研究这些
数字，发现一些有趣的相关性。

The

文化仍然很重要

采用和规模化敏捷的最大挑
战仍然与组织文化有关。在
前5大挑战中，组织对变化
的抵制、管理支持和赞助不
足、组织文化与敏捷价值观

不一致仍然是最主要的挑战。
今年，领导力参与不足，也

排在前5名。

趋势是什么？

SCRUM和SAFE®

独占鳌头

Scrum是实践最广泛的敏捷方
法/框架，至少75%的受访者
在实践Scrum或包含Scrum的
混合方法。SAFe®再次被选

为应用最多的规模化框架，以
35%占比领先。这比去年增长

了5%。

敏捷增强了适应性和可见性

今年，管理优先级变化的能
力和项目可见性再次成为报
告中由于敏捷实施而得到改
善的前两项能力。其他继续
排在前5名的改进能力是业
务/IT一致性、团队士气、
交付速度/上市时间，以及

团队生产力。

PAGE 2



从这些数字观察到
我们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路线过滤结果，寻找在一般结果中可能不明显的洞察力。我
们根据受访者的公司实施敏捷的时间、公司规模以及受访者自我报告的角色来分析
受访者的回答。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实践敏捷的时间长度
实践敏捷的时间越长，报告的敏捷成熟度越高，上市时间越短，管理优先
级变化的能力也越强。它还与组织内实践敏捷的比例相关。

实践敏捷5年或更长时间，DevOps计划的比例更大，以及对价值流管理更
感兴趣。这些组织也更有可能使用工具。

降低成本

今年26%的受访者将降低
项目成本作为采用敏捷的
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比例
低于第13次年度报告中的
41%，但接近第12次年度

报告中的24%。

敏捷又过去了一年

15%

18%

12%

专注于技术

今年有34%的受访者认为
在部署前确定技术风险的
度量非常有价值，而去年
只有22%。原因可能是通
过适当的实践和工具来实
现这方面能力有了更深的

认识。

合规检查还在不断上升

今年有28%的受访者认为跨控
制点的自动化审计遵从性和治
理非常有价值，高于去年的

10%。这可能是具有强制性合
规性需求的组织更广泛地采用
敏捷的结果，加上对工具的更

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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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项调查的结果与去年相比有10%以上的差异:



公司规模

拥有20,000人以上的公司更有可能已经实践敏捷至少5年了。他
们也更有可能使用工具。

如果公司规模小于1000人，那么报告所有团队都是敏捷的比例
更高。这种规模的公司更有可能将敏捷应用到开发、IT和运营之
外的领域。

未来更加敏捷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正在实施价值流管理(VSM)，或者正在计划
这样做。我们期望组织更多的接受VSM，因为随着理解的增加和工具的应用，更
有能力实现“概念到现金”价值流的统一。

调查结果表明，敏捷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开发、IT和运维。然而，业务敏
捷性需要跨组织的所有领域进行有效的校准和协调的概念不断得到发展。那么未
来会怎样呢?明年，我们希望看到组织报告，敏捷性扩展超越通常的构建、部署
和维护软件相关的领域。当敏捷在组织中进行扩展时，每个人都体验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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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调研

第14次年度敏捷状态调查是在2019年8月至12月之间进行的。这次调查由Digital.ai(以前是
CollabNet VersionOne)赞助，邀请了来自全球软件开发社区各行各业的个人参加。收集、分析了
1121份完整的调查回复，并通过分析将其整理成一份总结报告。Net Research是一家独立的调查
咨询公司。只有14%的受访者是CollabNet VersionOne客户，表明受访者的范围和多样性。

敏捷项目管理工具
• 通用工具的使用和偏好
• 敏捷项目管理工具
• 推荐的敏捷项目管理工具

DEVOPS和价值流管理 
• DevOps 举措
• DevOps转型的重要性 
• 如何衡量Devops转型举措的成功  
• 提升 DevOps 实践
• 价值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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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敏捷的好处



20,001+
人 25%

5,001 - 20,000
人 15%

19%

41%

1,001 - 5,000
人

< 1,000
人

软件组织规模
受访者在组织中从事计划、开发、测试和交
付软件的工作:

5,001+                  人

1,001 - 5,000
人 16%

36%

33%

101  - 1,000
人

<100
人

组织规模
受访者工作的组织：

调研受访者地理位置分布:

调研受访人员分布
第14次年度调查收集了来自不同组织规模、地理位置、角色和行业的反馈。全球调研代表
人数有所增加，今年59%的受访者来自北美以外地区，去年为53%。与去年相比，超过
1,000人的软件组织的百分比有所上升，而1,000人或更少的组织则有所下降。

北美洲

41%

欧洲

31%
亚洲

13%

南美洲

11%

澳大利亚
新西兰

2%

非洲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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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受访人员分布

角色
调研参与者角色：

ScrumMaster 
或内部教练

外部顾问/讲师

开发团队成员:
架构师/开发人员/ QA 
/测试人员/ UI或UX设
计人员

项目/项目集经
理

开发领导:
副总/总监/经理

39%

13%

7%

14%

7%

4%

受访者行业分布：

技术

财务服务

专业服务

政府

保险

工业/制造

通信

医疗和药品

教育

零售

媒体/娱乐

交通

能源

非营利组织

其他

4%

4%

3%

3%

2%

2%

4%

27%

7%

7%

6%

5%

5%

17%

4 3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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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产品负责人

高管

业务分析人员

其他 DevOps

6%

5%



采用敏捷的时长？
受访者所在组织采用敏捷开发方法的时间长度：

团队使用敏捷的占比
82%的受访者表示，并不是他们公司的所有团队都采用了敏捷实践，
这表明企业采用敏捷还有增长空间。

5%
44%

不到一半的团队
使用敏捷

33%
超过一半的团队

使用敏捷

18%
全部使用敏捷

组织实践敏捷的领域
敏捷实践并不局限于软件组织。今年的调查中增加了一个新问题，即组织的哪些领域采用了敏
捷原则和实践。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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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1 year

1-2 years

3-5 years

5+ years
2018 2017 20162019

37%
软件开发

26%
IT 12%

运营 7%
市场

6%
HR

5%
销售/

销售运营

未使用敏捷

95%

公司的敏捷经验和敏捷实施

公司经验

多少公司采用敏捷？
95%的受访者报告他们的组织

采用了敏捷开发方法。

27%

23%

10%

27%

34%

23%

10%

29%

34%

26%

9%

28%

32%

25%

15%



分布式敏捷团队
虽然面对面的合作对于敏捷实践来说是期望的，但调查回答者指出，组织正在支持分布式团队和团
队成员。没有证据表明同一地点办公增加的趋势，因为更多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继续支持和鼓
励跨地理边界和时区的团队协作。目前的全球卫生危机可能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导致作为“新常
态”的分布式团队的进一步增加。

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
组织的敏捷团队中，同一
团队的成员并不都在同一
地点工作(即在不同地点工
作)。

71%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的组织在跨地理边界
协作的多团队中实践敏
捷。71%

采用敏捷的原因
加速软件交付和增强管理优先级的能力仍然是采用敏捷的首要原因。受访者表示，今年采用的原因在降
低项目成本上有所降低(今年26%，去年为41%)，在降低项目风险有所增加(今年37%，去年为28%)。

加速软件交付

增强管理优先级的能力

提高产能

改善业务/IT的协作 

增强软件质量

增强交付的可预测性

降低项目风险

改善项目的可视化程度

改善团队士气

降低项目成本 

改善研发纪律

更好管理分布式团队

增强软件可维护性

71%

63%

51%

47%

42%

39%

37%

36%

31%

26%

23%

21%

18%

敏捷成熟度
绝大多数受访者(84%)表示，
他们的组织在敏捷实践方面
的能力还没有达到高水平，
这表明通过培训支持和指导
可以持续改进。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5%
整个组织的敏
捷实践具有高
水平的能力

54%

20%
在部分领域
尝试敏捷

6%
考虑使用敏捷 4%

无敏捷活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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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1%

使用敏捷实践，
但仍然成熟中

敏捷实践正在
实现更大的适

应性



管理优先级的能力

项目的可视化

业务/IT协作

交付速度/上市时间

团队士气

团队产能增加

项目风险降低

项目的可预测性

软件质量

研发纪律

管理分布式团队

软件可维护性

项目成本降低

70%

65%

65%

60%

59%

58%

51%

50%

46%

44%

41%

35%

26%

58%
Scrum

ScrumBan

8%
Scrum/XP
hybrid 9% 10%

其它/混合/多
种方法

7%
看板

4%
迭代开发

1%
精益创业

1%
极限编程(XP)

3%
不清楚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由于四舍五入，总数超过100%

敏捷的好处
采用敏捷的好处
我们持续看到采用敏捷给公司实现了许多好处。报告的前5个好处是速度和适应性。
这与采用敏捷的最主要原因是一致的。

敏捷方法与实践
运用的敏捷方法论
Scrum和相关变体仍然是受访者组织中使用的最常见的敏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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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每日站会

运用的敏捷技术
受访者表示，敏捷技术和实践方面显著的变化是，更多的组织使用的产品路线图(今年49%，去
年的45%)，发布计划下降了(今年51%，去年的57%)。

每日站会

回顾会

冲刺/迭代计划会

冲刺/迭代评审

短迭代

看板

计划扑克/团队估算

专职客户/产品负责人

发布计划

产品路线图

频繁发布

公共工作区

85%

81%

79%

77%

64%

63%

60%

54%

51%

51%

49%

48%

42%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用户故事地图

敏捷投资组合规划

敏捷/精益UX设计

37%

33%

24%

排名前5的敏捷实践

81%

回顾会

79%

冲刺/迭代计划会

77%

冲刺/迭代评审会

64%

短迭代

单个团队（集成开发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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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的敏捷工程实践
今年工程实践的总体排名与去年基本相同。自动化验收测试增加了3%，而结对编程、测试驱动
开发和行为驱动开发各减少了3%。

单元测试

编码规范

持续集成

重构

持续交付

自动化验收测试

持续部署

结对编程

测试驱动开发

代码集体所有

可持续的速率

涌现式设计

67%

58%

55%

43%

41%

36%

31%

30%

29%

23%

19%

36%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外包开发项目中的敏捷
50%的受访者使用敏捷实践来管理外包开发项目。4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24
个月内在外包开发项目中更多的使用敏捷。

使用敏捷管理外包开发项目 计划在外包项目中更多使用敏捷

50% 42%

行为驱动开发 (BDD)

13%

PAGE 12



敏捷成功和度量

如何衡量成功……敏捷转型
当被问及组织如何衡量敏捷转型的成功时，排名靠前的衡量标准与过去几年的报告一致。成果—
—客户满意度和业务价值——比按时交付和生产力等产出更重要。

46%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业务价值交付

客户/用户满意度

速率

预算VS实际成本

每迭代计划VS实际故事

计划VS实际的发布日期

生产缺陷

周期时间

迭代燃尽图

燃起图

持续缺陷情况

WIP (在制品)

发布燃尽图

缺陷解决情况

客户留存

估算准确

累计流图

挣值

收入/销售的影响

产品利用率

持续测试通过/失败情况

发布中的范围变更

每迭代/每周个人小时数

45%

37%

31%

31%

24%

25%

28%

26%

12%

12%

12%

11%

11%

9%

8%

22%

20%

20%

18%

15%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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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客户/

用户满意度
业务价值 48 %

按时交付 45 %
质量

4 4 %
业务目标达成

4 0 %
生产力 37%

组织文化

/士气

35%
流程改进

33%
可预测性

29%
项目可
见性 15%

产品范围

如何衡量成功……单个敏捷项目
与敏捷转型一样，在今年的调查中，业务价值交付和客户/用户满意度仍然是衡量单个项目成
功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54%



Recipes for Agile Governance in the Enterprise

35%

16%

Scaled Agile Framework® (SAFe®)

Scrum of Scrums

Disciplined Agile Delivery (DAD)

Large Scale Scrum (LeSS)

Enterprise Scrum

Lean Management

Agile Portfolio Management (APM)

在采用和规模化敏捷时遇到的挑战
采用和规模化敏捷实践的三大挑战/障碍表明，在许多组织中，内部文化仍然是成功的障碍。

组织对变革的抗拒

领导参与不足

跨团队的实践和流程不一致

与敏捷价值观相悖的组织文化

管理支持和赞助不足

缺乏敏捷方法的技能/经验

培训和教育不足

业务/客户/产品负责人可用性不足

传统开发方法不出不在

破碎的工具和项目相关的数据/度量

过少的协作和知识共享

监管合规和政府问题

48%

46%

45%

44%

43%

41%

36%

30%

29%

22%

16%

39%

28%

Don’t Know/Other

4% 4%

4%

4%

3%

3%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规模化敏捷
规规模化的方法和途径
SAFe敏捷框架仍然是受访者最常用的规模化方法(今年为35%，去年为30%)。在所有回复的百分比
中，SAFe®以19%的优势领先于紧随其后的Scrum of Scrums。

Nex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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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USE

FUTURE PLANS  
TO USE

2019 2018 2019 2018
看板工具 76% 75% 10% 9%

任务墙 66% 70% 10% 10%

缺陷跟踪 63% 67% 15% 12%

电子表格 64% 66% 7% 6%

敏捷项目管理工具 65% 65% 13% 12%

Wiki 60% 62% 14% 12%

自动构建工具 55% 59% 24% 20%

单元测试工具 55% 54% 20% 17%

持续集成工具 54% 51% 26% 26%

线框图 49% 51% 15% 13%

产品路线图 51% 50% 28% 27%

传统项目管理工具 44% 46% 8% 6%

需求管理工具 46% 44% 18% 17%

发布/部署自动化工具 45% 44% 31% 29%

自动化验收工具 37% 39% 32% 25%

静态分析 38% 38% 19% 14%

项目及项目组合管理工具l 39% 36% 26% 24%

用户故事地图工具 30% 29% 27% 21%

时间卡 30% 29% 12% 9%

索引卡 26% 28% 14% 9%

重构工具l 26% 22% 26% 18%

客户想法管理工具 19% 18% 24% 18%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敏捷项目管理工具
通用工具使用和偏好
更多受访者表示在使用看板工具(76%，去年为75%)，并表示计划在未来使用：用户故事地图工具
(今年为27%，去年为21%)，静态分析工具(今年为19%，去年为14%)，自动化构建工具(今年为
24%，去年为20%)，客户想法管理工具(今年为24%，去年为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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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项目管理工具使用情况
受访者提到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管理敏捷项目.

JIRA
Excel

MS Project
Google Docs HP QC/ALM

VersionOne
In-house/home-grown

LeanKit Rational Team Concert
TeamForge

Pivotal Tracker

Target Process

Bugzilla Axosoft
Hansoft

67%

19%

12%

12%

23%

40%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1%

1%

9%

8%

8%

5%

3%

3%

2%

2%

2%

2%

1%

5%

CA Agile Central

HP Agile Manager MS Azure DevOps

MS TFS
Atlassian JIRA  

Microsoft Excel  

Microsoft Azure DevOps

Google Docs  

VersionOne

Other  

Microsoft Project

HP Quality Center/ALM  

In-house/home-grown  

Atlassian JIRA Align  

CA Agile Central

IBM Rational Team Concert
Bugzilla  

CollabNet TeamForge  

HP Agile Manager  

Pivotal Tracker

LeanKit  

Hansoft  

Axosoft  

Targe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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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57%

39%

48%

45%

46%

45%

76%

54%

54%

51%

50%

32%

23%

35%

21%

26%

30%

30%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Atlassian JIRA  

VersionOne  

Atlassian JIRA Align

LeanKit  

Target Process  

Microsoft Azure DevOps

Google Docs  

CA Agile Central  

CollabNet TeamForge

Axosoft  

Hansoft  

Bugzilla

IBM Rational Team Concert
Pivotal Tracker  

Microsoft Project  

HP Agile Manager  

Microsoft Excel

HP Quality Center/ALM  

In-house/home-grown

推荐的敏捷项目管理工具
受访者被问及是否会根据他们的经验推荐他们正在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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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举措
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在自己
的组织中有DevOps举措，或正在计
划在未来12个月内实施一些举措(去年
这一比例为73%)。

DEVOPS & 价值流管理

13%

21%
55%

无DEVOPS举措

计划DEVOPS举措

不知道

DEVOPS举措正在
进行中

43%
非常重要

26%
重要

20%
有些重要

10%
不重要

DEVOPS转型重要性
90%的受访者表示DevOps转型在
他们的组织中重要。

如何衡量成功……使用DEVOPS转型举措
受访者指出，DevOps转型成功最关键的衡量标准仍然是持续改善质量和更快地交付软件。

*受访者可以同时选择多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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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加速交付

速度 62%
改善质量

48%
降低风险 43%

提高客户
满意度 交付对齐业

务目标

39% 39%
降低IT成

本 27%
确保合规

/治理

34%
提高对用
户价值流
的可视性

11%



在交付周期内,度量
业务价值流中的周
期时间、等待时间

和瓶颈的能力

从业务举措到开
发、测试和部署
的端到端的可跟

踪性

在部署之前识别
和度量技术风险

跨控制点的自动
化审计、遵从性

和治理报告

*受访者能够做多选

www.stateofagile.com
#StateOfAgile

© 2020 Digital.ai | Digital.ai is a trademark of Digital.ai Software, Inc. CollabNet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CollabNet, Inc.  
VersionOn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VersionOne Inc. State of Agile is a trademark of VersionOne Inc.

PAGE 19

39% 34% 34% 28%

7%
已实施
未拓展

19%
正在实施

15%
计划在未来的
12个月实施

23%
感兴趣

但近期没有
计划实施

7%
不感兴趣

15%
不确定

78%

提升DEVOPS实践
被问及哪些能力对于改进组织中的DevOps实践最有价值时，39%的人表示拥有能够识别业务价值流
中断的指标，而34%的人表示从业务举措到部署的可追溯性是最有价值的。

采用价值流管理
价值流管理(VSM)是人、流程和技术的组合，它通过多样化的企业软件交付流水线(从想法到开发再到
生产)映射、优化、可视化、度量和管理业务价值流(以史诗、故事和工作项的形式)。78%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的组织对VSM有兴趣，正计划推行VSM，或正处于推行VSM的某个阶段。

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是:

14%
扩展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