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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T/SIA 010《软件项目管理标准》拟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1部分:软件项目管理标准体系； 

——第2部分:软件开发项目管理指南； 

——第3部分:敏捷开发项目管理指南； 

——第5部分: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指南； 

——第7部分:软件项目管理培训机构审核管理规范； 

——第8部分:软件项目管理办公室实践指南； 

——第9部分:软件委托开发项目管理指南； 

——第10部分:软件项目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指南； 

——第11部分:软件项目管理能力评估标准。 

本部分为T/SIA 010的第5部分。 

本文件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项目管理专业委员会、维纳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湖南省软件

行业协会、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

山东省软件行业协会、吉林省软件行业协会、黑龙江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河北省软件集成电路信息服务协会、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

山西软件行业协会、广东软件行业协会、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云南省软件行业协会、陕西省软件行业

协会、江西省软件行业协会、厦门市软件行业协会、青岛市软件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宝国、陈信祥、强茂山、付晓宇、李白休、周密、鹿麟、龙飞、姚宝敬、孙

建生、李智勇、肖庆新、丁荣贵、于兆鹏、肖杨、秦志光、骆庆中、陈俊、蔡伟强、白春玲、高晓飞、

高寿柏、王小号、李巡生、董先权、夏秀燕、刘玲、吕彦伟、尹宏、王忠、张建、高宏伟、王义南、张

然。 

本文件代替T/SIA 010.5—2021《软件项目管理  第5部分:软件项目经理能力评价指南》，与T/SIA 

010.5—202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本文件的文件名更改为《软件项目管理  第5部分: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指南》； 

b）本文件对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要素模型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理论知识”“实务

经验”2大类4小类调整为“知识”“能力”“经验”3大类7小类，并对评价要素的说明进行了相应的修

改； 

c）本文件对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级别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注册软件项目管理师”、“注

册软件高级项目管理师”两个级别调整为“初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 、“中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

人士”和“高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三个级别，并对各级别的能力要求进行了修改； 

d）增加“附录A（资料性附录）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评价要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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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管理 

第5部分: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的能力评价要素及级别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3691-2009 项目管理 术语 

GB/T 41831-2022 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能力评价要求 

GB/Z 31102-2014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指南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GB/T 11457、GB/T 19000和GB/T 2369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要素 

4.1 综述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主要面向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该类人员的能

力评价应满足与软件项目管理相关的知识、能力和经验等三个维度的要素。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要素如图1所示。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IA 010.5—2023 

2 

 

图 1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要素图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要素的定义见附录A。 

4.2 知识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应掌握项目管理和软件工程的专业领域知识，以及特定组织环境

中应具备的其他专业知识，如战略、运营、产品等方面的知识。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和软件工

程知识领域的分类和内容应符合附录A中知识部分的规定。 

4.3 能力 

在本文件中的能力可以分三类，分别是环境能力、个人能力和实践能力： 

a）环境能力：个人与环境互动时的方法、工具和技术，引导个人、组织和社会愿意启

动和支持项目、项目群组和项目组合； 

b）个人能力：成功参与或领导一个项目、项目群组或项目组合所需的个人和人际关系

相关的能力； 

c）实践能力：能够将知识、技能、工具等运用到实际工作的能力，并逐步提升项目管

理水平的能力。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指标的分类和定义见附录A中能力部分的规定。 

4.4 经验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需要具备充分的实践经验来理解和验证知识、技能和行为，并逐

步提升项目管理能力。 

5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分级及核心能力要求 

5.1 概述 

本文件的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要求共设三级，分别为：初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

士、中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和高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 

5.2 初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
能力评价要素

知识

项目管理知识

软件工程知识

能力

环境能力

个人能力

实践能力

经验

工作年限

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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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基本要求 

能够胜任项目中一个或多个软件项目管理专业领域的管理工作。 

5.2.2 知识 

5.2.2.1 在项目管理知识方面的要求 

a）对于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框架应达到知道和领会的程度要求； 

b）在以下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应达到知道和领会的程度要求：策划和立项管理、成本管

理、资源管理、沟通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采购管理、风险管理、问题管理、知识管理、

变更管理、汇报、收益管理、组织变革管理、敏捷项目管理； 

c）在以下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应达到应用和分析的程度要求：范围管理、进度管理、质

量管理。 

5.2.2.2 在软件工程知识方面的要求 

a）对于软件工程知识体系框架应达到知道和领会的程度要求； 

b）在以下软件工程知识领域应达到知道和领会的程度要求：软件设计、软件构造、软

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工具与方法； 

c）在以下软件工程知识领域应达到应用和分析的程度要求：软件需求、软件工程过程、

软件质量。 

5.2.3 能力 

在能力方面应达到以下的要求： 

a）环境能力：无； 

b）个人能力：诚信与可靠、人际沟通、团队合作、结果导向； 

c）实践能力：能够理解和使用知识要求中的工具。 

5.2.4 经验 

初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对经验无要求。 

5.3 中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 

5.3.1 基本要求 

能够负责项目或项目群组的管理工作。 

5.3.2 知识 

5.3.2.1 在项目管理知识方面的要求 

a）在以下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应达到知道和领会的程度要求：成本管理、采购管理、知

识管理、变更管理、汇报、收益管理、组织变革管理、敏捷项目管理； 

b）在以下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应达到应用和分析的程度要求：策划和立项管理、范围管

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资源管理、沟通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风险管理、问题管理。 

5.3.2.2 在软件工程知识方面的要求 

a）熟悉计算机、软件、软件工程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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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以下软件工程知识领域应达到应用和分析的程度要求：软件需求、软件设计、软

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工

具与方法、软件质量。 

5.3.3 能力 

在能力方面应达到以下的要求： 

a）环境能力：遵循的要求、标准与规则； 

b）个人能力：自我反思与管理、诚信与可靠、人际沟通、结果导向、团队合作； 

c）实践能力：能够理解知识要求中的理论原理，并能够熟练使用其中的工具。 

5.3.4 经验 

对经验的要求： 

a）3年及以上软件及信息服务项目管理领域工作经验； 

b）2年及以上软件工程领域工作经验； 

c）参与过至少3个一般项目或1个项目群组或1个项目组合，或者，管理过至少1个一般

项目。 

5.4 高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 

5.4.1 基本要求 

能够负责项目、项目群组和项目组合的管理工作。 

5.4.2 知识 

5.4.2.1 在项目管理知识方面的要求  

a）在以下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应达到应用和分析的程度要求：策划和立项管理、范围管

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采购管理、知识管理、变更管理、汇报、收益管理、组织变革管

理、敏捷项目管理； 

b）在以下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应达到整合和评价的程度要求：质量管理、资源管理、沟

通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风险管理、问题管理。 

5.4.2.2 在软件工程知识方面的要求  

在以下软件工程知识领域应达到整合和评价的程度要求：软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构

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工具与

方法、软件质量。 

5.4.3 能力 

在能力方面应达到以下的要求： 

a）环境能力：遵循的要求、标准与规则，权力与利益； 

b）个人能力：自我反思与管理、诚信与可靠、人际沟通、关系与参与度、领导力、团

队合作、冲突与危机、谋略、谈判、结果导向； 

c）实践能力：能够融会贯通知识的要求，并能够灵活运用于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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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经验 

对经验的要求： 

a）8年及以上软件及信息服务项目管理领域工作经验； 

b）5年及以上软件工程领域工作经验； 

c）管理过至少1个项目群组或1个项目组合，且，参与过至少4个一般项目。 

6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 

6.1 综述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能力评价从知识、能力和经验这三条不同的维度分别进行。 

6.2 评价方法 

6.2.1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宜使用以下形式：  

a) 笔试：组织统一考试； 

b) 现场考试：现场的技能与能力展示； 

c) 评审：对提交的知识、技能、行为和经验等证明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6.2.2 分级评价方式 

按照不同级别： 

a）初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和中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采取笔试进行评定； 

b）高级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采取现场考试和评审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定。 

6.3 能力评价结果及应用 

能力评价的结果可作为人员的选拔、岗位晋升依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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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评价要素 

A.1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评价要素见表 A.1。 

表 A.1 软件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评价要素 

序号 一层要素 二层要素 三层要素 要素说明 

1 知识 项目管理 策划和立项管

理 

策划和立项管理的目的是为如何实现项目目标定义项

目的级别层次及属性（项目、项目群组、项目组

合）、需求、可交付成果、产出、效益和约束条件

等。 

2 范围管理 范围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组织或客户既定的目标，创建

交付物、产出和成果。范围管理只允许正式批准的工

作纳入项目，且项目范围管理应该是项目计划的组成

部分。 

3 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的目的是使工作能够及时进行，并将延误减

少到可接受的水平。进度计划是项目计划的一个组成

部分，并在项目经理的指导下制定。 

4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的目的是提高项目产出符合用途和目的的可

能性。质量管理包括用验收标准和验证方法确定质量

要求，使用的标准和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包括内部

的、外部的、中期的、最终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可交

付成果。质量管理应该是项目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记录质量要求和标准，以证明项目如何符合质量要

求和标准。 

5 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的目的是建立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使用的

成本控制，以确保在批准的预算内交付项目。成本管

理应该是项目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6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的目的是确定在质量和最佳使用方面交付项

目范围所需的资源。资源管理应该是项目计划的一个

组成部分。 

7 沟通管理 沟通管理的目的是使利益相关者能够有效互动，并有

助于项目成果的成功交付和收益的成功实现。 

8 利益相关方管

理 

使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收益和关注得到充分的识别、

理解和解决，从而实现项目目标。 

9 采购管理 采购管理的目的是采购产品和服务，作为为项目提供

资源的一部分，这些产品和服务符合质量要求，并且

在需要时可以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交付。 

10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目的是增加实现项目目标的可能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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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层要素 二层要素 三层要素 要素说明 

的风险和解决每个风险的方案应成为项目计划的一个

组成部分。 

11 问题管理 问题管理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确保不会对项目目标的

实现产生负面影响。所有人员应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确

定并解决问题。应建立将问题升级到适当管理层的方

法，以处理团队无法解决的问题。 

12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对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的知识进

行收集、存储、分享、运用、维护的过程，包括进行

信息和文档管理和经验教训学习等；信息和文档管理

的目的是使从事工作和作出决定的人能够获得相关和

可靠的信息；经验教训学习的目的是从经验中获益，

避免重复错误，并传播改进的做法，使当前和未来的

项目团队受益。 

13 变更管理 变更管理的目的是控制项目和可交付成果的变更，这

些变更是已经正式批准的接受或拒绝的变更。 

14 汇报 汇报的目的是提供项目的现状、预测和分析。汇报应

与当前的、可能更新的项目文件保持一致，并通过对

项目管理信息的分析来确定。 

15 收益管理 收益管理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和客户从项目成果中实现

项目的预期利益。如果收益的重新分配在项目范围

内，则收益管理应是项目计划的一个综合部分。 

16 组织变革管理 组织变革管理的目的是实现项目的预期结果。 

17 敏捷项目管理 敏捷项目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需求变更的成本，其

目标是用最短的时间交付最大的业务价值。 

18 软件工程 软件需求 涉及软件需求的引出、分析、规格说明及确认。 

19 软件设计 包括分析软件需求、描述软件体系结构（即软件如何

分解并组织到各部件之中），以及这些部件之间的接

口。 

20 软件构造 通过编码、验证、单元测试、综合测试和调试的组

合，创造可工作的、有意义的软件的详细过程。 

21 软件测试 对程序进行动态验证，针对期望的行为，在有限的测

试用例集合上进行测试。 

22 软件维护 为软件提供好的成本/效益的支持所必需的全部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在交付前执行的活动，以及交付后执行

的活动。交付前执行的活动包括交付后运行的规划、

可维护性规划和转移活动的后勤决策的规划。交付后

活动包括软件修改、培训和帮助桌面的操作或接口。 

23 软件配置管理 是一个支持性的软件生存周期过程，包括软件配置过

程管理和规划、软件配置标识、软件配置控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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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层要素 二层要素 三层要素 要素说明 

配置状态记述（SCSA）、软件配置审核和软件发布管

理与交付等。 

24 软件工程管理 能被定义为结合软件工程特点实施各种管理活动（规

划、协调、策略、监督、控制和报告），以确保软件

的开发与维护是系统的、规范化的和可量化的。 

25 软件工程过程 是指对软件工程过程进行定义、分析与评价等，包括

过程实现与变更、过程界定、过程评估、过程与产品

测量等。 

26 软件工程工具

与方法 

软件工程工具是在计算机上使用的工具，用于辅助软

件生存周期过程。软件工程方法是将软件工程活动结

构化，目标是使活动系统化并且最终更可能获得成

功。 

27 软件质量 质量就是“符合用户需求”，软件质量在软件工程中

无所不在，本知识域将涉及静态技术，而动态技术包

含在软件测试知识域中。 

28 能力 环境能力 战略 理解战略和战略管理过程，并转化为项目管理要素。 

29 治理、结构和

流程 

理解已经建立的组织的结构、系统和流程，并使其相

互协调，使其能为项目提供支持且影响项目的组织、

实施和管理方式等。 

30 遵循的要求、

标准和规则 

解释和平衡组织外部（如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度等）

和内部（如组织持续改进项目管理能力的要求）约束

的能力。 

31 权利与利益 认识和理解利益相关方非正式的利益（这些非正式的

利益不同于主要来源于组织战略、标准和法规等的明

确正式的利益），利用相关技术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

求，从而成功交付项目。 

32 文化与价值 识别并整合组织内外文化方面因素对项目方法、目

标、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33 个人能力 自我反思与自

我管理 

通过反思自己的情感、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对自己的

影响来实现自我控制和指导。 

34 诚信与可靠 使个人能做出较为稳定的承诺，并在项目中采取一致

的行为。 

35 人际沟通 在不同项目背景、不同对象、不同文化条件下，将信

息准确、持续地传递给项目利益相关方。 

36 关系与参与度 建立并维持人际关系，理解与他人打交道是合作、委

托承诺和绩效的基础，吸引他人积极地参与到项目

中。 

37 领导力 领导他人，并为他人提供方向和激励，以提高个人和

团队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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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层要素 二层要素 三层要素 要素说明 

38 团队合作 选择合适的队员，建立团队、支持团队、引导驱动团

队并高效的管理团队。 

39 冲突与危机 遇到潜在的和当前的冲突与危机时，能够采取有效的

缓解或解决方法。 

40 谋略 通过系统地持续地搜集、分析、形成可行的方案，来

有效地处理和解决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41 谈判 通过谈判和他人或团体达成令各方都满意的协议。 

42 结果导向 专注于商定的结果并为之努力使项目获得成功。 

43 实践能力 能够将知识、技能、工具等运用到实际工作的能力，

并逐步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的能力。 

44 经验 工作年限 项目管理领域

工作年限 

在项目管理领域累积的工作年限。 

45 软件工程领域

工作年限 

在软件工程领域累积的工作年限。 

46 项目经验 项目规模 参与或管理项目的规模大小。 

47 项目复杂度 参与或管理项目的复杂程度。 

48 项目重要性 参与或管理项目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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