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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概述



配置管理是通过执行版本控制、变更控制等规程，保证信息系统项目所有配置项的完整性和可跟踪

性的管理过程。

配置管理能够确保项目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致性、可追溯性和稳定性，降低因变更引发的风险，

提高项目成功率。

定义

重要性

配置管理定义与重要性



    

配置管理在项目管理中的作用

变更控制

通过严格的变更申请、审批、实施、验

证流程，确保项目变更的有序进行，防

止因随意变更导致的项目混乱。

版本管理

对项目中的各类文档、代码等进行版本

控制，便于追踪历史版本，保证开发团

队使用正确的版本进行开发工作。

配置审计

定期对项目的配置情况进行审计，检

查配置项的实际状态与预期状态是否

一致，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整。



配置项识别

明确项目中的哪些元素需要纳入配置管理范畴，如需

求文档、设计文档、源代码等。

配置库建立

设立专门的配置库来存储和管理配置项，确保配置项

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配置管理关键要素与原则



配置状态记录

记录配置项的状态信息，包括版本、变更历史等，便于跟踪

和管理。

配置管理关键要素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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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原则

能够追踪到配置项的来源、变更过程和最终状态，为问题排查

和审计提供有力支持。

01

完整性原则

确保所有重要的配置项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不遗漏任何关键元

素。

02

一致性原则

确保配置项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避免因版本不匹配导致的

问题。

配置管理关键要素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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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流程详解



识别配置项

包括项目计划、需求文档、设

计文档、源代码、测试用例等

关键项目资产。

确定配置项属性

如名称、标识符、版本、状态

、负责人等，确保各项属性清

晰明确。

建立基线

选定某一时刻的配置项作为基

线，为后续变更提供参照。

识别配置项与建立基线



变更申请

项目成员提出变更申请，明确变更内容、原因、影响范围及风险

评估。

变更审批

项目经理或相关负责人对变更申请进行审批，确保变更合理、可

行且符合项目目标。

变更实施

经审批后，项目成员按照变更申请中制定的方案实施变更，如遇

问题需及时向相关负责人反馈。

变更申请、审批及实施流程



通过配置管理系统监控配置项的

状态，确保各项配置处于受控状

态。

状态监控

定期生成配置状态报告，汇总配

置项的变化情况，为项目团队提

供决策支持。

报告机制

配置状态监控与报告机制



定期对配置项进行审核，确保其与项

目需求、计划等保持一致，及时发现

并纠正配置错误。

采用自动化测试、人工检查等手段对

变更后的配置项进行验证，确保其质

量符合预期要求。同时，建立经验教

训总结机制，为后续项目提供参考。

配置审核及验证方法论述

验证方法

配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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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配置管理工具应用



一种集中式版本控制系统，易于管理

，适用于小型团队协作开发。支持版

本回滚和分支管理，但性能在大型项

目中可能受限。

SVN

一种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适用于大

型项目和跨地域团队协作。具有强大

的分支管理功能，性能优异，但学习

曲线较陡峭。

Git

除了版本控制，还提供了强大的项目

管理和问题跟踪功能。适用于复杂项

目管理，但成本相对较高。

Jira

根据项目需求、团队规模和成本预算

等因素，综合比较各工具的优缺点，

选择最适合的配置管理工具。

对比分析

主流配置管理工具介绍及比较



明确项目对配置管理工具的具体需求，

如版本控制、问题跟踪、协作开发等。

项目需求 团队规模与技能

成本预算 建议

考虑团队规模和成员技能水平，选择

易于上手且能满足团队需求的工具。

根据项目预算，权衡工具的成本与收

益，选择性价比高的配置管理工具。

在选型过程中，可邀请团队成员参与

评估与测试，确保所选工具符合实际

需求和操作习惯。

工具选型依据与建议



实施策略

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包括工具安装、配置、培

训等环节。

分阶段推进，先在小范围内试点，再逐步推广至

整个团队。

工具实施策略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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