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本書的目標讀者

本書的目標對象包括以下類型的讀者。

在組織內負責推動敏捷開發的人員

 y 與之前的作法相比，覺得只有名稱改變，沒有突破

 y 看不到提升產品價值或縮短交付時間等實際成果

 y 沒有發現阻礙敏捷開發的問題

團隊開發經驗尚淺的新手工程師

 y 參與業務開發的時間還不長

 y 不瞭解實踐衍生的背景與使用目的

負責開發現場或團隊的技術主管、資深工程師

 y 不清楚有哪些實踐方法

 y 不知道如何選擇、導入適合狀況的實踐

 y 雖然正在進行實踐，卻無法證明作法是否適當

本書的閱讀方法

本書的第 1章將說明與敏捷實踐有關的基本概念。第 2∼ 4章將介紹技術實

踐及其應用。接著第 5∼ 6章要講解牽涉到其他團隊及利害關係人的廣泛實

踐。先從頭開始大致看過一遍，就能掌握在開發現場導入實踐的流程。如果目

前已經發生令你困擾的問題，也可以直接從相關章節開始閱讀。希望這本書對

各位讀者而言，能成為導入敏捷開發技術實踐並擴大應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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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詳細介紹每一章的內容。

第 1章 推動敏捷開發的實踐

這一章將介紹敏捷開發的目標與實踐的關係，以及有助於理解實踐的思考 

方法。

第 2章 可以應用在「實作」的實踐

這一章將介紹實作方針、分支策略、程式碼審查、建立測試階段所需的規則，

以及讓團隊成員之間密切溝通的技術實踐。

第 3章 可以應用在「CI/CD」的實踐

這一章將介紹在整個開發流程中持續整合與自動化以維持、改善產品品質的 

方法。

第 4章 可以應用在「運作」的實踐

這一章將介紹讓系統穩定運作並持續進行敏捷開發的相關技術實踐。

第 5章 可以應用在「達成共識」的實踐

這一章將介紹讓開發團隊內外人員取得共識的實踐，以及在開發過程中重新審

視計畫的實踐。

第 6章 可以應用在「團隊合作」的實踐

這一章將介紹適合交付客戶價值的團隊組成方法、讓團隊之間順利溝通的實

踐、納入利害關係人並取得共識的實踐。

結語

最後將介紹一些網站與資料來源，你可以從中找到本書沒有介紹的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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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はじめに冒頭1 はじめに冒頭2
貴賓狗團隊的例行會議

最後我想耽誤

大家一點時間

團隊成立了三個

月，你們對這個

團隊的開發工作

有什麼感想？

嘗試各種新的開

發手法與技術很

有趣對吧？

恭
俱

優
生

欣
守

行
世

Scrum、自省、團隊
建立工作坊⋯⋯

不過⋯

總覺得每種嘗試都

沒有把握

可是，我們不曉得

問題出在哪⋯

嗯，其實我也

覺得團隊默契

不夠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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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じめに冒頭1 はじめに冒頭2

聽說最近成功升級

出貨系統的吉娃娃

團隊，好像也採用

了敏捷開發

他們是如何進行

的呢？

如果是那個團隊，

我知道有一個人可

以請教！

暱稱「老手」！

聽說這個人是吉 
娃娃團隊的核心 
人物，負責各種 
開發手法與技術⋯

我也聽過那個人

的名號！

如果他願意幫助

我們，我有很多

問題想請教他

我先傳個訊息

給他！

此時

老手

轟

哈 啾

啊

隆

隆

轟

xiii



はじめに冒頭 1章冒頭1ページ目 1章冒頭2ページ目

1.3節冒頭 1.4節冒頭

推動敏捷開發的實踐

第 1章

從今天開始老手會

加入這個團隊

我們不曉得現在採

取的敏捷開發是否

真的有效果

雖然恭俱你採用了 
各式各樣的新方法，

但是這樣就是敏捷 
開發了嗎？

別激動

確實我也不清楚

其中的差別，好

像只是名稱不同

而已

就是以短週期進行

開發啦！或不斷調

整改變之類的⋯

敏捷開發是

什麼啊？

聽說你們在開發上遇到

一些問題⋯請多指教！

哎
哟

2



はじめに冒頭 1章冒頭1ページ目 1章冒頭2ページ目

1.3節冒頭 1.4節冒頭

你們已經進行了

哪些實踐？

我們可以嘗試更多不同

的實踐對吧！

比方說，測試驅動開發、

群體程式設計之類的！

不是只要進行實踐

就可以了嗎？

呵呵

我們就從這個部分

開始說明吧！

嘗試各種實踐

是沒問題啦⋯

但是目標很重

要喔！

Scrum、 
自省、晨會⋯

團隊環境看起

來沒問題，我

明白了

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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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的「左翼」與「右翼」

簡而言之，敏捷開發是「踏出一小步，根據經驗中學到的知識，不斷改進的

開發方法」。我們很難在開發初期就完美規劃出產品，必須實際向使用者提

供價值，再從中學習，隨時調整產品方向。

那麼，如何實現這種開發呢？要進行敏捷開發，不僅需要管理團隊，還得改

善開發流程與工具。這裡將廣為人知的機制與實踐整理成下圖，說明「敏捷

開發的『左翼』與『右翼』」 1-1 （圖 1-1）。在這張圖中，歸納了實現敏捷

開發目標的兩種手法，包括與「改善團隊環境」有關的左翼（涉及流程與團

隊管理的實踐），以及與「技術 /工具」有關的右翼（技術實踐）。這張圖

不是要表達「成員或團隊必須選擇左邊或右邊其中一條道路」，而是團隊成

員要視狀況同時兼顧兩者以達到敏捷開發的目標。在此分類方法中，技術實

踐是邁向敏捷開發目標的關鍵之一。如果想在不降低生產力的狀態下持續開

發，增加功能，向使用者傳遞價值，絕對不能缺少技術實踐。

圖 1-1 敏捷開發的「左翼」與「右翼」

共同合作達成目標的
「團隊環境」

商業價值
顧客滿意度、創造市場

Scrum、專案引導
可視化、透明化
自我組織團隊
自省
持續迭代
晨會
創造充滿活力的工作現場

敏捷開發的左翼

快速且步步為營的
「開發環境」

極限程式設計的工程實踐
持續整合（CI）
持續交付（CD）
　自動化 「構建」
　自動化 「回歸測試」
　自動化 「部署」
Ticket、版本管理
測試驅動開發、重構

敏捷開發的右翼

敏捷開發的目標

現状

1 - 1 進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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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技術實踐讓文化紮根

上面的圖 1-1列舉了幾種技術實踐。光是本書介紹的技術實踐就包括以下幾

種，其實世上還有更多技術實踐存在。

 y 持續整合

 y 持續交付

 y 版本管理

 y 測試驅動開發

 y 重構

對開發人員來說，導入技術實踐不僅可以改善產品與開發流程，也能獲得新

的想法與知識，是一個有趣且有意義的工作，還可以輕易想像採用技術實踐

後的狀態，讓工作變得容易處理。

不過，過程中也可能遇到與現有開發流程衝突而難以導入，或即使導入也無

法發揮技術實踐效果的情況。只增加開發規則，反而可能降低實際產生商業

價值的速度，造成負面影響。技術實踐有其產生背景，並非所有情況都適

用，也不見得有效。有時也可能出現以下把導入技術實踐變成目的的情況。

 y 使用專案管理工具，不論多小的任務都想管理

 y 想為所有原始碼準備測試碼

想避免上述情況，就得重新審視按照敏捷開發目標導入技術實踐的方法。導

入技術實踐直到產生效果的流程應如下所示：

1. 思考本章介紹的基本想法

2. 意識到導入技術實踐的目的

3. 即使感到不安或懷疑也要認真實驗

推動敏捷開發的實踐

第 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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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冒頭1ページ目 2章冒頭2ページ目 2.1節冒頭 2.2節冒頭 2.3節冒頭

2.4節冒頭 2.5節冒頭 2.6節冒頭 2.7節冒頭

恭俱，可以拜託你負責整合 
多件優惠活動的橫幅廣告 
顯示實作嗎？

晨會⋯

好的，沒問題

橫幅廣告的顯示控制

最好在前端處理，

簡單簡單！

我在審查程式碼時， 
看了你負責的部分， 
似乎有些問題， 
可以討論一下嗎？

什麼！

完工！

咔
噠
咔
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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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在實作之前，先讓團隊成員瞭解目前已知的狀況及花點時間溝通就能明

白的事情。

將使用者故事拆解成任務

團隊會從優先順序較高的使用者故事開始著手開發。此時，並不是直接由

（任務）負責人員管理使用者故事，而是拆解成幾個小時到半天，最長一天

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務。如果團隊成員在進行各個任務時，可以瞭解該做什

麼，就能順利進行開發（圖 2-1）。

圖 2-1 使用者故事與拆解任務

ID 使用者故事 （任務）負責人員

1 修改商品清單頁面的樣式問題 欣守

2 在電子報顯示橫幅廣告 優生

3 在管理畫面增加確認對話視窗 老手

4 刪除已經結束的活動程式碼 行世

ToDo
Doing
（WIP 
上限 2）

Review
（WIP 
上限 2）

Done

1. 修改商品清單頁
面的樣式問題

2. 在電子報顯示橫
幅廣告

3. 在管理畫面增加
確認對話視窗

4. 刪除已經結束的
活動程式碼

測試

測試

測試

修改 
設計

調查樣式 
跑掉的原因

バナー画像の
アップロード
上傳橫幅 
廣告的圖片

修改確認對話
視窗的設計

建置對話視窗
的顯示邏輯

刪除活動的
程式碼

重構

設計橫幅
廣告的 
點擊記錄

建置橫幅
廣告的 
顯示邏輯

修改電子 
郵件範本

傳送 
測試

2 - 1 實作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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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冒頭1ページ目 2章冒頭2ページ目 2.1節冒頭 2.2節冒頭 2.3節冒頭

2.4節冒頭 2.5節冒頭 2.6節冒頭 2.7節冒頭

改過的部分又相衝了！

修改原始碼再合併 
真的很麻煩！

發生很多次

了嗎？

是啊！ 
最近我才花了半天的 
時間修改這個程式碼⋯

如果一直發生問題， 
最好重新思考你的分支 
策略喔！

可是，似乎無法改變目前

以功能為單位所建立的分

支啊⋯

縮短分支的生存週期並逐步

合併，應該可以降低發生相

衝的機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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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應用在「實作」的實踐

第 2章

52

如果是網路應用程式這種不需要傳送，卻要頻繁發布的情況，git-flow 的

發布步驟就比較繁瑣。頻繁發布可以降低一次發現大量嚴重錯誤的風險，

即使有錯誤，也能及早修正並重新發布。GitHub Flow 的詳細說明請參考

「GitHub Flow」 2-9 。

累積頻繁的小規模提交來進行開發 
 主幹開發

「主幹開發（Trunk Based Development）」 2-10  是不建立分支，直接在

唯一的主分支上累積頻繁的小規模提交來進行開發的分支策略（圖 2-13）。 

圖 2-13 主幹開發

主分支保持可以隨時執行、發布的狀態，以一天一次、
數次的小單位來提交（commit）、推送（push）

共用一個主分支

開發流程

主幹開發（Trunk Based Development）的重點如下：

 y 不建立特性分支

 y 以一天一次到多次的小單位進行提交、推送

 y 尚未完成的功能可以設定成「隱藏顯示」或「禁止執行」，在預設狀態下

不執行該功能

 y 主分支隨時保持通過測試、可執行、可發布的狀態

 y 如果測試失敗或現有功能無法執行就立刻修復



2 - 2 分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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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始碼的修正分成小單位，頻繁合併到主分支，主分支就能保持最新進

度。對最新版本的主分支持續進行自動化測試，一旦出現問題，立即回饋給

開發人員，保持隨時可執行、可發布的狀態。

儘管如此，隨著開發人數增加，如果每個人都直接向主分支推送，就容易出

現設計、命名規則不一致或主分支無法運作的情況。因此，還有一個方法是

建立短週期（約二∼三天）分支，透過拉取請求進行程式碼審查，再合併到

主分支，當作主幹開發的應用（圖 2-14）。這張圖與 GitHub Flow類似，但

是在主幹開發中，分支的週期短，功能尚未完成時，就開始合併。與直接在

主分支累積提交相比，大部分的團隊比較能接受這種方法。

圖 2-14 大型團隊的主幹開發

建立短週期（約二～三天）分支，主分支保持可以隨時執行、
發布的狀態並進行合併

共用一個主分支

開發流程

如果採取的分支策略是讓特性分支長期存續，每次進行重大功能開發或發布

時，通常都需要「讓運作穩定的閉鎖期間」。一旦在特性分支上的開發時間

拉長，偏離主分支時，原始碼就容易發生衝突，處理成本也會增加。此時，

如果試圖整理現有方式並進行大規模修改，發生衝突的機率會更高。因此，

即使在特性分支中發現設計或實作上有瑕疵的原始碼，大多無法徹底修正，

或者為了避免衝突而不得不進行不完美的修正。這樣會增加維護性差的原始

碼，使得程式碼庫（Code Base）膨脹到無法維護，形成龐大的技術負債。

採用主幹開發的優點恰好與此相反，其優點如下：



可以應用在「實作」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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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縮短合併所需的時間

修正的差異變小，比較容易進行程式碼審查 
頻繁進行小規模整合，原始碼比較不易發生衝突

 y 發生問題時，比較容易進行調查

頻繁自動測試主分支可以及早發現問題 
最近的修正很可能是引發問題的原因，因此能縮小調查範圍

 y 驗證組合變簡單 
可以將操作驗證的對象集中到主分支上

跨多個服務的操作驗證也可以在主分支之間進行

儘管主幹開發看起來盡是優點，但是除了要準備自動化測試外，還必須在保

持運作狀態下，小規模整合開發中的功能。

使用拉取請求在一個主分支上進行開發的團隊，可以算是採用了主幹開發的

分支策略嗎？我們現在處理的使用者故事很複雜，不曉得能不能把拉取請求

分成更小⋯⋯。

把使用者故事對應的修正拆解成多個小修正，並隨時合併到主分支，就算是

主幹開發。分支或拉取請求的生存週期最長不要超過二∼三天。

不曉得與目前的分支策略有何差別 

如果是主幹開發，什麼時候要進行程式碼審查？目前我們的團隊規定在合併

拉取請求之前進行程式碼審查。 

如果和圖 2-14「大型團隊的主幹開發」介紹的一樣，使用短週期分支與拉
取請求的話，可以在傳送拉取請求時進行程式碼審查。另一種方法是，採用

2.5小節介紹的結對程式設計或群體程式設計，邊進行程式碼審查邊開發。

何時進行程式碼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