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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内容



故事背景

700+ 60% 产品技术 杭州 深圳 北京

有赞是一个商家服务公司，
我们通过产品和服务，
帮助互联网时代的生意人管店、管货、管客、管钱，让生意更好做。



1.DevOPS?



敏捷，不要跟更多的角色沟通

大家乐于干更底层的事情借机拓
展自己的能力

大家都是愿意接受告警信息并且能做
出迅速响应的

运维就是抗机器、接网络、装系统的

使用公有云之后这个角色就
不需要了

业务研发是万能的

肯定能搞定系统的事情

我们以为的
DevOPS



于是

技术团队过百
人了，一个运
维都没有

给每个人开账
户登录生产环
境，所有线上
问题自己解决，
包括系统部署

鼓励大家学习
Linux运维相关
技能，每个人
都有sudo权限

招人的时候考
核非常全面，
对于Linux的要
求是硬性的

一天发布几百
次，每个人随
时发布，随时
修复问题

线上直接调试，
快速还原场景，
快速解决用户
bug



线上环境乱七八糟，

各种版本，

各种路径，

各种依赖。。。

数据库的表被

清空了。。。
积累了两年的
BBS附件，

因为发布被删
光了。。。。

业务上线了，

配套的监控，

好不容易上线了

监控响应不及时。。。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在自动化工具上得不
到统一。。

结果



成立运维团队，
全面负责基础环
境搭建和维护

收回sudo权限，
制定Linux线上
环境使用标准

每个核心业务都
有专门的运维同
学负责（告警会
第一时间响应）

推动故障等级和
制度的标准化

强制具体的业务
制定稳定性指标，
而不是提高大家
的意识

严格的职能限制，
线上必须听运维
的，即使看起来
不合理

填坑



• 70%的工作其实不是研发过程，而是软件维护

• 70%的人看到告警之后不会马上采取行动

• 70%的运维同学天然对故障和告警敏感

• 没有完整工具链的支持，DevOPS就是瞎扯

• OPSDev 可能比 DevOPS更符合国情

• 现在还推崇DevOPS是因为系统不够复杂或者团队巨牛逼

总结



正在挖另外一
个坑：SRE

继续剥离开发
的运维职责

术业有专攻、
谋定而后动

微服务是另外
一个巨大的坑，
一定会碰到
DevOPS一样的

问题

未来



2.自研底层系统？



我们以为

很简单，一个月两个
月就可以搞定某个系
统

现成的系统或者对应的东
西都有挺多的缺陷，代码
也写得烂

不能完美的和已有的
系统进行结合，还是
需要一点开发

好像还有几个我们需
要的特性没有被满足

开源文档不全，
代码难懂，
社区不活跃，
说不定哪天烂尾了



于是

组织一个至少2人团
队进行研发

需求调研、架构设
计、技术评审，开
始一二三期往前走

专注于解决对标物
没有解决的问题，
让自己更牛逼

停止类似软件的引
入以减少后期切换
的成本

过程里不停的和兄
弟团队沟通需求，
接受建议



结果

越做越发现，好像没那么简单

做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需求

为了让自己更牛逼，做了挺多无用的功能

虽然理想很伟大，三四个月过去了，还在做基础功能

兄弟团队开始表现出不信任，系统里用各种方法绕过对这个需求的依赖

发现人力不够，要求加人，要求招聘



填坑

重新确定核心需求点

招募更好的工程师，
加速产品迭代

适当放开大家使用同
类产品，并制定好切

换策略
放弃高大上的想法，
回归先现在的业务满

足需求

加班加点急速填坑，
辛辛苦苦，还被埋怨



总结

 基于一个成熟产品去研发，最保险，见效快，更从容

 团队技能树不具备对应的产品要求，千万不要自研

 直接面向开源去做自研，不仅代码质量好，文档也会更好

 自研有很大风险，但能提升团队的技术追求和欲望

 成熟开源软件不解决的问题，通常都是不重要的问题



3.过程改进



目标

让横向协作更高效

比如跨团队，

跨项目，

跨业务单元

对于管理决策有数据支
持，不能只拍脑袋

对于常规工作提供最基
本的可参考实现路径

对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提
供实践方法和理论指导

保证生产过程有更多的
数据留存

作为观察者，为整个软
件生产过程提供可执行
建议



过程

项目制是一个好方法，
建立柔性PM体系

（1:100)

普及工具，帮助团队
使用工具来提高效率

从需求方着手，重点
解决他们的问题

人人都是PM，专职PM
负责指导，提升意识

和技能

通过故障来推动改进，
建立故障制度



结果



4.团队构建



几点经验

• 用极致的方法找到和你的团队味道一样的人

• 找到你的团队贡献最大的10%的人，并赋予他们权利

• 不要试图讨好你的团队，作为leader应该做正确事

• 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增加岗位，否则只要增加角色就够了

• 周会是用来同步信息的，不是用来讨论具体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