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点

目标
(What)

方法
(How)

工具
(Tools)

• 针对一系列的效能分析，缺

少建立闭环的有效方法。

• 永远紧盯“短板”，过度改

进，缺少平衡投入产出的合

理依据。

• 大量数据手工录入，占用人力成

本。

• 不同工具间数据孤岛没有被打通，

无法自动生成指标视图。

• 不知该使用哪些指标，照

葫芦画瓢引入“明星指

标”。

• 采集大量数据，却不知如

何服务于商业目标。



研发效能标准

MARI指南Dev lake

框架层：覆盖五大认知域、六大实
践域、数十个过程指标。

工具层：自动集成JIRA、
Gitlab、Merico企业版的开源数
据可视化图形面板。

实践层：基于MARI方法的指标度量、
分析、回顾、改进闭环实施指南。

目标 What

工具 Tools 方法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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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回顾

问题分析挖根因

过程复盘重改进

I：改进

措施具体可落地

小步提升有目标

A：分析
不是简单罗列数据

纵横比较看变化

M：度量

需求驱动度量

关注度量收益

寻找北极星指标

Measure：度量 Analyze：分析 Review：回顾 Improve：改进



层层推进，追问根因 构建闭环，持续改进



1. 无论任何改进活动，首先需结合组织及团队实际需求，面向改进目标通过量化数

据对过程及目标进行刻画，并统一数据及指标的采集方法，即建立度量。

2. 有了量化指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的趋势、分布、关联等信息进行分析，

得到对现状的量化理解。

3. 基于分析结果，对产生“果”（结果）的“因”（影响因子），进行回顾，挖掘

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定位关键问题。

4. 针对关键问题，建立可落地的改进措施，通过调整“因”（影响因子），最终影

响“果”（目标）的达成，并进入下一轮度量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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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需求类别

度量目的

高
层
经
理

项
目
经
理

开
发
人
员

了解

预测

控制

改进

评价

测
试
人
员

E
P
G

Q
A

交付能力

交付成本

交付价值

交付质量

交付效率





• 需求前置时间平均值 Lead time (day)
了解 Lead time 均值。

• 需求前置时间（百分位分布） Requirement Lead Time 
Distribution 
观察需求交付时长的分布，了解 80% 的需求在多少天内交付。

• 需求前置时间（按 Natural Time 分解）
观察需求前置时间是否随着时间越来越短。

• 需求前置时间（按 Epic 分解）
定位交付慢的 Epic。

• 不同阶段需求停留时长（按阶段分解）

定位交付慢的阶段。

• 需求数量（按计划及实际度量）

了解需求吞吐量。

了解 控制 评价 改进 预测

高层经理 需求平均交付周期
是多少天？

与历史及行业
比较，需求交
付周期是否合
理

消除需求交付
周期中的冗余
等待

组织需求吞
吐量。

产品经理
团队的需求吞吐能
力与吞入需求量是
否匹配？

可定位到交付
慢的Epic。

项目经理 80% 的需求在多
少天内可交付？

可定位到交付
慢的阶段。

合理缩短需求
交付时长



1. 度量不是免费的，尽可能自动化

2. 选择适当的，而非“标准的”指标，若发现指标没用，果断舍弃。

3. 务必了解指标意图和针对的商业目标。

4. 设计“北极星指标”，指标数量越多，边际收益递减。

5. 变化趋势的价值高于指标绝对值。



需求前置时间

趋势分析 下钻分析 关联分析

按项目下钻 按阶段下钻 按团队下钻

周（迭代）/月/季度趋势

同比环比分析

需求数量、需求吞吐量

线上故障密度

代码质量（技术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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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人均经办事务数及人均代码当量走势

人均开发当量 人均经办事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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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经办功能类型占比

需求数 缺陷数



People who can’t understand numbers are useless. The 
Gemba where numbers are not visible is also bad. 
However, people who only look at the numbers are the 
worst of all.

——Taiichi Ohno

那些不懂数字的人是糟糕的,

而那些只看数字的人是最最糟糕的。





提问的3个层面：
1. 为什么会发生？从“制造”的角度。

2. 为什么没有发现？从“检验”的角度。

3. 为什么没有从系统上预防事故？从“体系”或“流程”的角度。

反向逻辑：

根因分析完成后，一定要从最后一个“为什么”反向的追溯到“问题的现象”，确认反向逻辑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





【指导原则】
要治标，更要治本。

要聚焦，不要分散。

【指导原则】
小步改进，及时见效。

简化流程，高效产出。

【指导原则】
评估影响，措施具体。

效果评估，数据说话。

改进落地

少

快

稳

有没有时间短、见效快、成本低的改进方法？



注：
分配环节（submit-Assign)
流转环节（Assign-modify)
工程师处理（Assign-Resolve-
Accept/Fail)
测试处理（Accept-Close).







改进效果，用数据说话



1. 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突破。

2. 先定个小目标，循序渐进。

3. 影响大的措施，先试点、再推广。

4. 尽可能工具化，减少重复劳动。

5. 用效果说话，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A



M：度量

需求驱动

关注收益

循序渐进

A：分析

趋势分析

下钻分析

关联分析

R：回顾

挖根本原因

抓关键少数

I：改进

措施具体

小步提升

定期评估

研发效能度量

方向正确 发现瓶颈 挖掘根因 落实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