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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企业云化演进的阶段分析



过去十年

• 概念探索期（2006～2010年）

    1、KVM于2007年进入Linux内核

    2、LXC于2008年发布第一版

    3、HyperV于2008年发布

    4、VMware于2009年推出Vsphere
    5、CloudStack于2010年开源

    6、OpenStack于2010年由NASA和Rackspace发起



过去十年

• 技术落地期（2010～2015年）

• 云计算获得了飞速发展

• 私有云方兴未艾

• 混合云风起云涌

• 云-端融合的新趋势

• OpenStack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

• 软件定义成为共识



未来十年

• 技术深入期（2016～ 2025）
• 开源技术生态将成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要
力量，云计算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期

• 以提供云设施为主转为支撑云应用为主

• 企业是云化的主角，行业云将成为云计算
的主战场

• “人-机-物”融合、万物互联的时代到来



未来十年

• 技术深入期（2016～ 2025）
• 软件+服务市场占比将提升，硬件比例下降

• 各应用间数据打通的紧迫程度和迁移的风
险和难度仍是私有云发展的阻碍

• 安全性取代可控性成为企业选择私有云的
主要原因

• 未来，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在云领域的投入



企业云化演进的阶段分析

• 云化1.0：分散---集中---集成



企业云化演进的阶段分析

• 云化1.0的思考：
• 对于企业的价值，主要集中表现在4个方面：

• 1、通过软硬件资源统一规划，实现了高效管理和资源整合。

• 2、基于虚拟化技术，通过云平台的智能调度和均衡算法，可
以统筹均衡，按需分配，提高资源整体利用率，实现资源价值
的最大化。

• 3、云上资源的互联互通，也为未来大数据和应用的集成打下
基础。

• 4、云上的数据统一管理，为实现数据备份、容灾也提供了基
础，更加适合管理和扩展的需求。



企业云化演进的阶段分析
• 云化2.0：绿色运营---数据智能---开放架构



企业云化2.0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绿色运营

环保正逐渐成为企业IT的重要课题。在未来几年，在成本压
力、法规遵从、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下，企业IT必定走向节能
减排的行列。－来源于Forrester



某数据中心的用电量统计及相应的PUE



业界的探索

• 集装箱式数据中心

• 微软海底数据中心

• Facebook北极圈数据中心

• 阿里千岛湖水冷数据中心

• 阿里浸没液冷服务器集群



企业级Paas云平台

• 传统企业PaaS平台设计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 云化的关键点是什么？上云时需要如何改造？

• 一种平台是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传统企业PaaS平台设计需要什
么样的功能？

• 总的原则：根据业务需求和企业的使用场景来确定。

• 上云的次序：先外围后核心；先新后旧；先小后大

• 功能：支持界面个性化；支持运行、开发的中间件；支持开
源的工具和软件；支持多租户的saas引擎；支持多种服务开
通能力；支持多种服务接入能力；统一监控管理；统一计费
；统一用户、权限分配等



云化的关键点是什么？上云时需
要如何改造？

• 5大关键点：

• 系统弹性伸缩；

• 应用集群化部署；

• 应用与数据分离；

• 数据分布式部署；

• 数据平台化

• 如何改造：对应用进行梳理，将不同的应用分类，底层采取
相应集群支撑，比如计算密集型、IO密集型等，同时综合考
虑波峰波谷与业务特性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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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架构

• 兼容并蓄、软件定义、拥抱开源、联合创新



架构角度的再思考

突出问题：产品堆积，缺乏架构设计



那些踩过的架构坑

• 1、虚拟机的跨平台迁移

• 案例：VSphere平台虚机跨平台迁移至KVM环境中

（驱动、快照、网络、磁盘文件、磁盘格式）

• 2、延时对服务器集群部署的影响

• 案例：数据库rac的节点驱逐、OSD的死掉

• 3、虚拟化大流量网络

• 案例：巨型帧的开启



• 4、分布式存储的双活与容灾

跨数据中心的分布式存储双活还不成熟，多活还不靠谱

异地容灾，我们看到OpenStack虽然也有单站点（
Smaug+Cinder）和跨站点(Smaug+Swift)的备份和恢复
方案，但离企业真正的业务双活和异地容灾还相距甚远。

分布式的容灾副本、延时、一致性问题

• 5、虚拟机上跑数据库

（规模、IO性能、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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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O的思考
• Oracle的“不能”

– RAC无法无限扩展

– 分库分表，对IOE架构的成本考验

– 大数据离线计算并不是Oracle所长

– 某些场景下也许有更适合的数据库，比如互联网应用

• 两个极端

– 成本论

– 简单的否定国外产品和技术

• 行业环境

– PC服务器处理能力增强（CPU/内存），分布式架构日趋成熟

– Flash技术出现、SSD技术快速成熟，解决IOPS瓶颈等问题



管理角度的再思考

• 突出问题：基础资源的动态管理

• 不可忽视的CMDB:(自动采集，动态更新）

• 裸机、虚拟机、容器的管理

（涉及资源调度和编排）



运维角度的再思考

• 突出问题：自动化、标准化、数据备份安全

• 模板的使用

• 人为误操作 （事件流程）

• 全链路分析

• 备份的问题

• 数据安全  



开发角度的再思考

• 开发和运维者的关系

• 企业文化和流程再造

• DevOps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安全角度的再思考

• 信息安全和自主可控带来深远的影响，自主可控的
IT产品是信息安全的基础，大型企业云需要全面的
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和服务。

• 针对虚拟机逃逸、多租户数据保护等云计算环境下
产生的新型安全问题，需要加强对云计算平台的关
键核心安全技术的研究，强化云计算环境下的安全
风险应对。



安全典型事件的思考和启示

• 经典网络隔离：VPC之争，多租户的隔离  
• 炉石传说：数据库由于供电意外中断的原
因而产生故障，导致数据损坏，最后将所
有游戏数据回档至事故发生的4天前状态

• AWS 宕机事件：复杂的依赖性都必须会引
发级联效应，需要提升关键性服务的冗余
水平

• 北邮机房之火：物理安全不容忽视



企业云化的总结

• 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系统都是伪系统、
耍流氓！

• 搭建完善的企业云IT架构系统，需要从多维
度进行考量，绝非一蹴而就可以解决的事
情。

• 一种架构或一个云产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都是有各自适用的场景！



企业云化的未来展望



基础设施云计算进入商业应用关键阶段

• 企业用户正在逐步接受云服
务，面向企业的应用云计算
进入成熟阶段。云服务为企
业提供打包的应用服务和IT
基础设施服务，直接改变企
业信息化投资模式、运维模
式。

• 云计算高可用性、容器技术
、云端融合将是云计算未来
发展的重要方向，逐步形成
PaaS平台、SaaS应用群、
用户的生态圈，实现各方的
共赢。



行业趋势：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上升到国家层面

•    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世界经济
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
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
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
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
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
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
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
间。



即使你什么错都没有，就错在你太老了！

   企业在这个时代的焦虑和尴尬，无疑来自于我们正在经历的
各种商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过去不再成立，未来看不清晰。比
“被征服”更为可怕的，是“不知道会被谁征服”。 



时不我待，加强合作，提升能力

• IaaS公有云的机会已结束

• 高质量、低成本、长期稳定运行是取胜法宝

• 技术能力是关键，解决问题是根本

• 面向行业的垂直领域服务还处在探索阶段，我们要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企业未来=云计算+大数据+商业智能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