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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两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粤质检协〔2023〕

14 号）”，《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标准项目获得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团体标准立项。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赛宝实验室）、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广州掌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软件测评（广州）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

分中心、佛山市佛政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软件应用技术研究院、航天中认软件测评

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山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广州市工贸

技师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中科汇能

科技有限公司、中科华威（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财经大学电子商务学院、广东财贸职业学院、中科数动工程咨询 (广州)有限公司、广州

赛宝联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北京普睿德利科技有限公司、萍乡

学院、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院、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参与编制。

2.目的和意义

由于行业里对软件性能关键指标“并发”的定义理解笼统，且存在错误理解和误区，例

如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并发意味着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同时进行，而忽视了同步和资源争用的问

题，又或者有人过于关注并发操作的速度，而忽略了数据的一致性问题等等，导致了出现性

能项目形同虚设，项目中技术架构混乱，技术细节不对应等情况。因此本标准通过明确软件

并发性能效率的定义，为软件开发和测试团队提供准确的性能指标，帮助他们全面考虑各个

方面的因素，对不同场景和需求做出正确的权衡，确保系统达到预期的并发性能水平。

3.主要起草单位及所作工作

主要参与单位 主要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赛宝实

验室）、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广州

主导方案整体方向、技术指导、标准制定等

工作，另外负责标准相关信息查询，标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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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软件测评（广州）

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分中心、佛

山市佛政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软件应

用技术研究院、航天中认软件测评科技(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中

山大学软件工程学院、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中科汇能科技有限公

司、中科华威（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北京

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财经大学

电子商务学院、广东财贸职业学院、中科数动

工程咨询 (广州)有限公司、广州赛宝联睿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

北京普睿德利科技有限公司、萍乡学院、北京

东方计量测试研究院、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

草和编制说明书编写等工作

二、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制定本标准，为软件并发性能效率提供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评估标准，使得不同软件

在性能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估，不仅可以从而节省时间和资源成本，还可以促进不同软件开发

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助力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三、标准框架和内容的确定

1. 文件框架及依据

制定《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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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适用性

本文件规定了软件并发性能效率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并发分类、系统环境、测试指标和

度量方法、允许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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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多种类型的软件系统，尤其是需要处理多个并发任务或同时服务多个用户

的系统，也适用于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对软件并发性能效率的研究。

2. 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的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包括：

（1）软件并发性能；

（2）并发任务；

（3）并发性能效率；

（4）并发性能效率；

（5）测试环境；

（6）吞吐量；

（7）响应时间。

2）规定并发分类的内容包括：

（1）并发类型；

（2）并发数量计算。

3）规定应用系统环境定义的内容包括；

（1）应用系统环境；

（2）应用体系架构；

（3）硬件环境；

（4）支撑软件环境；

（5）网络环境。

4）规定测试环境的约束包括：

（1）硬件环境识别；

（2）软件环境识别；

（3）数据环境识别；

（4）网络环境识别。

5）规定度量指标及方法包括：

（1）平均响应时间；

（2）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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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务成功率；

（4）资源利用率。

6）规定允许的偏差值。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据查，国内外暂无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的相关标准发布。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

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强制性标准不矛盾，且本标准符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

求。

五、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1.编制原则

1）标准制定原则

（1）内容在与国内其他标准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增加可操作性；

（2）充分体现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在应用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3）考虑未来技术发展条件下，具备可扩展性。

2）标准制定守则

（1）本文件是建立在对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领域相关标准的通用规则上，对软件并

发性能效率定义的并发分类、应用系统环境定义、测试环境约束、度量指标及方法、允许偏

差值等进行详细规定，具有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2）本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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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确保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术语和词汇保持一致，

采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术语及社会普遍理解的词汇，表述力求严谨。

（3）本文件的内容以当前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领域的技术现状为基础，主要体现在

相关技术指标的规定上，随着相关技术发展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具备进一

步充实和更新的条件。

2.主要编制过程

文件起草阶段：

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起草单位组织成立了《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团体标准起

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工作组组织了本标准的前期调研和资料搜集工作，掌握软

件并发性能类标准和标准需求情况，以通过标准化工作规范软件并非性能效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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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列出了重点问题并就技术要求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后，整理数据资料、研

究标准大纲框架、形成了初稿大纲。

2023 年 5 月-2023 年 6 月，按照大纲框架细化各类基础构件和主要条款内容。

2023 年 7 月，项目主要研制单位进行交流，在征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软件并

发性能效率定义》（初稿）。

2023 年 8 月，《软件并发性能效率定义》团体标准正式立项，并不断完善形成征求意

见稿。

六、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本标准填补国内同类标准空白。本标准考虑新兴技术和前沿领域的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软件并发性能产品需求，同时关注行业最佳实践；本标准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有效执行，

同时充分考虑到资源和成本的限制，确保实施的可行性。

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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