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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绍
I N T RODUCT I ON

• Apache软件基⾦会董事 

• Apache软件基⾦会孵化导师

• Apache本地社群（ALC）北京的发起⼈ 

•华为开源管理中⼼开源技术专家 

•前红帽软件主任⼯程师



•选⽤三个词来描述⼤家眼中开源特征？

•开源的软件开发⽅式有什么优势？

•可以⽤开源的⽅式⽣产企业级软件吗？

做个⼩调查



⽬       录
C O N T E N T S  

•介绍我的开源经历

•开源运作的底层逻辑 

•开源到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在企业内部实践开源的难点以及应对⽅式



在外企的体验—世界是平的

2005年加⼊海纳（IONA）亚太研发中⼼。 

06年加⼊Apache软件基⾦会 （ASF）。 

⼤家未曾谋⾯， 但是依托信息技术搭建的⽹络可以相互协作。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867642/



• 08年春节前，得到裁员通知，开始在家上班。

• 12年 加⼊红帽软件， 继续在家上班。

•远程⼯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

•⾃主⼯作， 相互协作的壁垒是什么？

•需要建⽴起公开透明的协作环境。

•让员⼯有⾃⼰的⽬标，⾃驱⼒， 有激情。

开始体会远程办公的精髓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83585/



开源的管理⽅式 — 开放式组织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94636/

•红帽软件前CEO Jim 对开放式组织的研究。

•⾯向未来的组织管理新范式：

•以开源社群的⽅式运作⽅式管理公司。

•如何评价开放式组织员⼯的绩效 ？

•将开源的优秀实践应⽤到企业软件开发！



企业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e Firm)

罗纳德·哈⾥·科斯
1991年诺⻉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

企业的形成就是⽤“⼀个契约代替⼀系列的契约”，

⽤“⼀个⻓期契约代替⼀些短期契约”。 

“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



基于⽹络形成的第三种⽣产⽅式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基于公共的对等⽣产”

个⼈群体在⼤规模项⽬上成功合作，遵循不同的动机驱
动和社会信号，⽽不是市场价格或管理命令。

作者提出了“⽹络化的信息经济”⼀词，
来描述 Wikipedia， Linux内核这新兴的⽹络经济现象。 

Yochai Benkler
约凯-本克勒
哈佛法学院教授



⾃由软件与开源运动是程序员⾃我觉醒

定义开源打破信息世界的知识壁垒计算机⾰命的英雄



就是为了好玩， Just for Fun！

• 真正热爱⾃⼰所从事的事业！


• 通过挑战智⼒获得乐趣！


• 通过参与开发⼯作获得⼀种被社会需要
的感觉。

为什么⼈们愿意甚⾄渴望在互联⽹上为Linux这样的项⽬⼯作？



驱动⼒ 3.0

驱动⼒ 1.0
基本⽣理需求，⽆需激励

驱动⼒ 2.0
调薪、晋升、奖⾦、表扬、荣誉
罚款、批评，外部奖惩激励

驱动⼒ 3.0
⾃主、专精、⽬标

Daniel H.Pink
丹尼尔.平克

农业社会
⽣物本能
寻求⽣存

⼯业社会
外在动机
奖励与惩罚

信息社会
内在动机
⾃我管理



开源的核⼼要素

降低⼤家获取信息的成本

开放
让⼤家跨越各种界限进⾏协作

协作

让好的点⼦涌现出来

同侪评审Contributor
贡献者

Community
共同体



知识共同体是这样⼀群⼈，他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
同样的问题或者对同⼀话题的热情，通过在不断发展
的基础上相互影响，深化某⼀领域的知识和专业技
术。 

知识共同体（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s

共同体 
Community  

实践 
Practices 

领域 
Domai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b4y1U7fZ



DevOps 



好⽤的软件不是设计出来的， 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



开源让我们打磨软件的时间变短！

Shared
Work

Customers

Open Source Community



红帽软件的企业使命

•成为⽤户、贡献者以及合作伙伴社群的催化剂，
以开源的⽅式创造出更好的科技

• 通过开源打破客户，贡献者以及合作伙伴的合作壁垒
• ⿎励⼤家通过社群的⽅式共创并分享成果

https://www.redhat.com/zh/book-of-red-hat



内源就是应⽤了开源软件开发的最佳实践，在组织内部建⽴起了

⼀种类似开源的⽂化氛围。组织内部使⽤了开放的⽅式开发专有

软件。 这个名词是由 Tim O’Reilly 在2000年的时候定义的。 

内源（InnerSource）是什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ner_source


通过内源打破企业内部协作的壁垒



传统模式（公司） 开放协作模式（社群）

按层级分配项⽬

封闭开发

⼈员被分配到项⽬

⾃由平等参与

公开开发

⼈⼈均可贡献

领导决策

公开+私下讨论
基于层级决定

精英治理

讨论过程公开

基于能⼒决定

预定义流程

规定的流程

规定的⼯作

⾃组织流程

⾃⼰制定流程

⾃⼰寻找项⽬

开放式协作模式的“三原则”



传统型组织与开放式组织的区别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94636/

传统型组织 
  ⾃顶向下

命令和控制 集中式的规划

职级和职位 科层制

升职加薪

设定⽅向

确保完成任务

激励与⿎舞 ⽬的与激情

任⼈唯贤 让思想的⽕花⻜扬

包容性的
决策机制

做什么？

怎么做？

为什么做？

做什么？

怎么做？

为什么做？
社群互动

开放式组织  
  ⾃底向下



社区⼤于代码
community over code

• 公开透明

• 精英之治 （Meritocracy）

• Community 协作

Apache之道



• 使⽤邮件列表进⾏交流

• “没有在邮件列表上发⽣的事情就没有发⽣”

• 通过透明公开的同级评审保证社区贡献的质量并传播技能。  

• 透明原则是给所有⼈⼀个公平的机会来发表⾃⼰的想法和⻅解。

• 开放意味着每个⼈都可以看到代码，可以评论这些代码，可以针对代

码提交issue，并且提供修复或者新的功能。

公开透明



• 是指根据提出的 佳⽅案做决定⽅式

• 才能是选择的唯⼀标准，⽽⾮地位、偏⻅或特权。
• 把权⼒交给哪些具体⼲活的⼈。
• 功绩定义为实现项⽬⽬标所做的有价值的⼯作。
• 通过功绩来赢得相应的职位， 才配其位。

精英之治 Meritocracy



http://ceki.blogspot.com/2008/12/is-apache-meritocracy.html

• ⽤户：软件的使⽤者。

• 贡献者：参与项⽬开发，做项⽬贡献代码或者⽂档的⽤户。

• 提交者： 是指有项⽬代码写权限的开发者，他们有ASF系统账号。

• 项⽬管理委员会(PMC)成员： 拥有项⽬软件产品正式发布的投票权，

以及项⽬提交者，PMC成员的提名选举权。

• ASF会员：ASF的股东，有ASF董事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ASF

项⽬的代码的所有者。

营造任⼈唯贤的氛围，把权⼒交个真正⼲活的⼈

http://ceki.blogspot.com/2008/12/is-apache-meritocracy.html


Community 协作



InnerSource Commons

InnerSource Commons 
2015年成⽴， 联合了70多个公司， 

学术机构，政府组织。  
举办InnerSource Summit， 
编写learning path， 
总结 InnerSource 模式

https://innersourcecommons.or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d4y1o7so/



InnerSource Commons Slack Channel

https://innersourcecommons.org/slack



https://github.com/InnerSourceCommons/InnerSourcePatterns



• 管理层对内源的投⼊犹豫不决 — 可以通过试点的⽅式启动

• 社群发展速度缓慢妨碍内源的推⼴ — 尽职的社群领路⼈

• ⼤家不是很了解内源规则 — ⽂档化你的指导原则

• 难以快速了解项⽬内容 — 标准的基础⽂档

• 项⽬发展路径不透明 — 问题追踪和⽤户案例 

• 集中的沟通⽅式阻碍项⽬发展 — 异步可存档的沟通⼯具

初始阶段的挑战



• 价值挑战 — 如何度量项⽬的商业价值 — 跨团队价值输出

• ⽂化挑战 — 贡献没有被认可 — 对参与者的赞誉， Trusted Committer

• 技术挑战 — 不能满⾜所有⼈的需求 — 通⽤的需求获取

• 技术挑战 — 害怕共担责任 — 服务与库⽅式提供⽀持， 三⼗天保修

• 组织挑战 — 跨团队协作困难 — 采⽤RFC的⽅式进⾏跨团队透明决策

• 组织挑战 — 管理⼤规模的变化 — 代码检视委员会

实施内源⾯临的挑战



• 项⽬易发现的挑战 — 如何寻找合适的项⽬ — 内源展示⻔户， 临⼯市场

• 项⽬易发现的挑战 — 活跃的项⽬难以发现 — 代码仓活跃度评分

• ⾃我教育/发展的挑战 — 不了解内源的 佳实践 — 成熟度模型

• ⾃我教育/发展的挑战 — 不了解内源的 佳实践 — 记录你的指导原则

发展阶段的挑战



• 探讨了开源核⼼要素

• 在企业内部实践开源的要点：

• 开放透明

• 精英治理

• 知识社群建设 

• 通过InnerSource Common来学习内源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