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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的趋势解读



基于ITIL的运维理解--ITSM

ITSM是ITIL
的服务化描述



基于DevOps的运维理解



ITIL的运维化
是ITISM

DevOps的运
维化是ITOM

基于ITOM的运维理解



运维阶段论

职能化/服务化是内看运维、价值化/产品化是外看运维
服务化和价值化是ITIL和DevOps思路的对应

产品化是行业的实践抽象

职能化 产品化价值化服务化



ITOM产品化特征

沉淀IT运营的价值，自
动化的价值、数据驱
动DevOps的价值

IT运营价值

运维产品的可扩展性
去适配行业的特点

行业

互联网的最佳实践—自动化
实践和数据化实践，甚至是
IT架构实践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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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的革命？

他们到底在革谁的命？

谁在革命？



运维机会的识别

危 机 驱 动 下
的运维机会

成 本 驱 动 下
的运维机会

转 型 驱 动 下
的运维机会

细 分 驱 动 下
的运维机会

运维的风口---从IT到”I”T



运维的新解读--IT运营



运维--IT运营的干活

一切都是因用户而

起

技术特性

产品特性

辅助产品更好的服

务用户

用户

技术

功能 产品运营

运维确保技术更好的

服务用户

IT运营

给用户带
来价值



技术运营的维度

功能/特性

满意度

易用性

可用性

可靠性

移动性

一致性

速度

容错性

产品 获取 体验

服务成本

渠道成本

资源成本

成本

业务价值

价值是通往价值路径上，你做了什么



运维的16字要诀（愿景）

1价值
导向

2平台
支撑

4数据
驱动

3服务
透明



运维的整体架构之一体两翼

1、标准化应用服务组件
2、标准化应用部署及管理
3、标准化配置管理
4、标准化协议 1、分布式关系存储

2、分布式文件存储
3、分布式cache服务
4、统一调度中心1、进一步人工或自动梳理业务

访问路径，彻底的去状态。
2、从服务降级、柔性可用、过
载保护、双中心调度、立体监
控等多个层面给业务提供优化

自
动
化
运
维

数
据
化
运
维



运维阶段性工作（KPI）



运维实践之标准化



标准化之运维标准化

详细见互联网运维杂谈的【谈谈运维标准化】

硬件标
准化

01

OS标准
化

02

配置标
准化

03

容器标
准化

06

协议标
准化

07

调度标
准化

08

应用包
标准化

04

部署标
准化

05



标准化之配置标准化



标准化之容器标准化

网络层：Netty

业务线程池: jws.pool

插件: PlayPlugin
onApplicat ionStart()
onApplicat ionStop()

Enhance(Applicat ionClass)

Web功能

Http，Https，WSController，TCPController
M VC  Controller @With @Before, @After, @Finally, @Cacth

模板Template Groovy
Request, Response, Route, Cookie, Session, UploadFile, 

Chunked, Etag，Validat ion，stat icFile, stat icDir
Timeout, Gzip, ACL

模块: M odules
docviewer
testrunner

jws.cache

类加载： jws.classloader，Enhancer

jws.data jws.db
支持多源

jws.jobs jws.Logger 分布式mysql存储
jws.dal

分布式缓存架构
jws.dal.cache

文件（图片）存储
jws.fastdfs

异步HTTP客户端
jws.http

日志架构
accesslog

stat log
ds-accesslog

ds-stat log
cache-stat log

异步队列
jws.mq

Worker
jws.mq.Worker

TCP服务
jws.tcpserver

TCP服务配置中心
jws.tcpload

Websocket客户端
jws.websocket

启动加载
jws.init

配置监控
jws.config

同步服务客户端
jws.syncclient

第三方组件

async-http-client-1.7.6.jar， c3p0-0.9.1.2.jar， mysql-connector- java-5.1.14.jar
netty-3.3.1.Final.jar， gson-2.2.2.jar， groovy-all-1.7.10.jar
spymemcached-2.8.0.jar，log4j-1.2.16.jar， junit-4.8.1.jar

插件化的java容
器框架



关于标准化的观点

运维标准化标准化没有边界

标准化以可运
维性为目标

标准化以简化运维
平台建设为度量

标准化意味着运维
理解的精确度

标准化是层次的

让人和系统更有效率和效力的做事



运维实践之服务化



为什么需要公共服务化

每个组件的可用性
<1，乘积的放大效
应

多组件带来
质量下降

业务的快速
响应

简化运维管理，提高
可运维性

运维管理的
需要

公共服务让业务的试
错成本越来越低



互联网通用业务架构
逻辑服务器

用户

web服务器

负
载
均
衡
层

cache服务器

文件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聊聊康威定律

设计系统的组织,最终产生的设计等同于组织之内、之间的沟
通结构。



什么是架构失控

负载均衡

LVS
F5
Haproxy+keepalive
Nginx+keepalive

接入层

Nginx
Tomcat
Resin
Jetty
自研

Cache服务器

Memcache
Redis

文件服务器

Localstorage
Ftp
Mfs
Fastdfs
Tfs

逻辑层

私有程序
Tomcat
Resin
Apache

存储服务器

Mysql
Mongodb
Cassandra
Redis

架构中的点和线构成的失控

服务间调用：配置、DNS、LVS、链路…



架构失控的统计学阐释

组件越多，意味着出问题概率越高，可用性越低(A<B)



公共组件服务化的目标

可运
维性

服务透
明

可管理
性

自服务

容错性、位置透明、名字服务

可视化管理，一切可配置，场景化

服务最终自助化管理，产品化的要求可监控
性

服务的数据采集和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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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UC的公共服务化上的努力

Mysql高
可用—

UCMHA

01

Cache
高可用
—浮云

02

图片高
可用—
图片云

03

游戏包
存储—
阿里云

06
统一调
度—

HTTPSF
框架

07
统一服务
抽象—名
字服务中

心

08

分布式
消息队
列—飞
鸽系统

04

消息发
送系统

—
飞雁

05

平台服务化就是PAAS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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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之UCM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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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Mysql高可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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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之UCMHA

手工处理
10分钟以上

自动处理
30秒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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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之分布式Cache

Proxy

Proxy
接收业务请求，协议解析

DS DSDS

APIMgr

APP

Admin

DataServer
存储数据

Manager
收集Proxy、DataServer信息
、触发运维操作

接口服务器
确保集群与运维平台之间的信
息同步

运维平台
整个FooYun的集中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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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之分布式Cache

无缝兼容MC

可扩展支持Redis或其
它协议

缓存模式

持久化模式

多集群、多应用

故障自动转移

多集群、多应用

集中式管理

自动化部署

FooYun
特性

无缝兼容MC

缓存模式

持久化模式

动态扩容

动态缩减 自动化部署

复制迁移

灵活高效

轻松运维



公共化服务的总结

组件及服务
PAAS公共架构团队

强有力的领导

架构与运维深度融合

持续的目标认同及滚动

一致的方向理解

【如何化解产品和技术之间的矛盾】



运维实践之名字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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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务调用方式

配置文件

LVS

Hardcode

DNS

技术架构运行时应该剔除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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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务调用的问题

服务访问安全
性差

安全

运维变更质量
不可控

依赖的服务质
量是靠人来保

证

质量

服务变更成本
高

故障处理成本
高

成本

故障变更效率
低

服务变更效率
低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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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服务的概念视图

DNS名称

IP地址1 IP地址2 IP地址3 IP地址4 ….. IP地址n

DNS是到IP的映射，端口怎么办？IP故障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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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服务的概念视图

服务名01

和应用名统一，比如说
portal_web

实例名04

一个具体实例的简写，
比如说
port_web_ucgc_9021

接口名02

给对应的接口取一个接
口名称缩写，比如说
login_web

实例05

对应的IP+port的集合，
比如1.1.1.1:9020
2.2.2.2:9030
www.a.com:9080

接口地
址03

对应的接口名下的具体
http 服 务 的 URI ， 如
/login /register等等

1

1..N

11

1…N1 11

1

1..N

完成服务及接口
级到IP+PORT的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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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名字服务中心解决的核心问题

服务注册

能够完成服务的人工或
者自动注册

服务发现

服务调用端能够对被调
用端做自动的服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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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名字服务的特性（高级）

名字服务中心要成为名
字中心、业务调度中心
、鉴权中心、状态数据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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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服务中心的业界方案

01
02

03
04

05

SmartStack

Serf

NSQ

Eureka

SkyName

06

07
08

SkyDns

Spotify

腾讯L5模式

【技术篇】细看名字服务中心



名字服务的两层定义

应用级别 对应的是IP+PORT，粗粒度

服务级别 对应是API级别，细粒度



名字服务的两层拓扑结果

应用级别 对应的是IP+PORT，粗粒度，
动态定义 架构视图

服务级别 对应是API级别，细粒度
动态定义 故障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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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服务中心原理

无中心化的高可
用设计



基于名字服务的业务调度

Sfservice是服务名、
sfApi是接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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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化之名字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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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机柜交换机掉电

故障秒级切换



名字服务中心的想象力

01业务拓扑

03性能管理

02
基 于 拓 扑 的 故
障定位

04 数 据 成 本 低 的
APM实现



关于名字服务中心的一点认识

名字服务中心

如果说”组件及
服务”解决的是
点的问题，它
解决的就是线
和面的问题组件的运维是

内看，和名字
服务可以外看

服务注册和服
务发现 深度挖掘其中的数

据价值

名字服务+调
度框架的完
美组合



运维实践之无状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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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无状态

一次业务访问流能够很好的容忍其经过的硬件及软件故障，
从而提供高可用的服务。

——fault	tolerance

——high	availability



业务的故障类型

网络故障

01

机房故障

02

服务故障

04

机器故障

03

故障类型

故障很多，需要高可用方法论



55

腾讯海量互联网运维经验

https://www.usenix.org/legacy/event/lisa07/tech/full_papers/hamilton/hamilton_html/

不仅是技术
的挑战，更
是方法论的

挑战

9个技术手段 4个意识 2个技术价值观

SET模型
全网调度
灰度升级
过载保护
立体监控
自动部署
柔性可用
数据银行
云中生长

大系统做小
先抗住再优化
边重构边生活

干干净净

有损服务
动态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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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运营之全网调度

确保服务有IDC、链路级、机房级、机器级等多种调度能力

异地部署 就近访问 GSLB（全局
DNS+HTTPDNS)

逻辑层容灾 数据层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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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运营之灰度升级

产品发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重大变更不能一次触及全网

特性灰度 对象灰度 逐步升级

机器级灰度 业务级别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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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运营之过载保护

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量力而为 动态调节 负载均衡

轻重分离 及早拒绝



海量运营之立体化监控

基础网络(外网、内网)

IDC   

Web层(tomcat、JVM)

中间层（weblogic／WS）

GSLB

CDN(自建/外包(国内、海外
)   

数据层(oracle／mysql／redis)

F5/REDWARE

用户访问

Proxy

W: 业务分析系统
R: 返回码监控
S: 测速系统

N: 网络质量监控
B: 基础监控

A: 自动化测试
M: 接口间调用
L: 容量管理
Q: 代理

P: 组件监控
F: 设备特性监控

C: CDN监控
S: 存储监控

故障定位工具

OS/服务器

G

N

L

S R

A P

S

M

M

L

C

N

L

L

B

A

B

B

W

Q

B

B

PA



服务降级

在故障发生的时候

，非核心服务关闭

，保护核心服务

双中心同时提供服务，

IDC无状态。单机房故

障，另一个机房完全平

滑接管业务。

利用如意门和天雷提

供全网、最优、实时

、容错的用户访问调

度。

通过建立端到端的运维

数据集成、分析、、监

控体系，提高故障发现

和定位能力

根据服务的重要性、不同

属性进行服务解耦分离，

方便后续的服务精细化控

制，比如说过载保护、服

务降级等等。

双中心 统一调度 过载保护 业务分离 立体化监控

某业务的优化实例

当用户请求超过服务能力

的时候，服务启动保护机

制，避免雪崩。

完全的技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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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中心优化原则---服务分离前

61

消息组件

游戏包

账号组件

支付/U点

国际应用发行 支付/U点

交易平台

国际游戏业务

九游门户

用户平台 SDK 客户端账号组件

游戏直播 游戏发行系统 会员

九游开放平台 公联盟会/KK语音 社区公会

游戏大厅 推广系统 游戏包采集系统

论坛

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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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中心优化原则---服务分离后

62

消息组件

游戏包

账号组件

国际应用发行

支付/U点 交易平台

国际游戏业务

九游门户

用户平台

用户平台
SDK

客户端账号组
件

论坛

发号

游戏直播 游戏发行系统

会员 九游开放平台

公联盟会/KK
语音社区公会

推广系统
游戏包采
集系统基础服务：提供用户基础数

据的输出，更新等

特点：和基础数据紧密结合
，一起部署。

基础平台：用户的基础账号
信息

特点：数据量小，和用户基
数相关，更新少。

九游客户端

基础应用：游戏平台的核心业务
，用户使用这个业务的最原始需
求。

特点：必不可少，比如说游戏包
下载，支付、游戏下载入口等等
。

扩展应用：为了增加游戏平台粘性而推出
的服务。

特点：比如说想会员、公会、论坛。

所有双中心都
是以服务分离
和解耦为前提



运维平台实践之DevOps运维平台



运维平台在运维体系中的位置

价值

体系
• 质量／成本／

效率／安全

服务

体系

• 性能优化／体
验优化／安全
／成本优
化。。。

过程

体系

• 持续交付平台
• 数据平台
• 安全平台

平台

体系

• 标准化体系
• 规范体系
• 方法论体系

工具平台导向

业务优化导向



DevOps新技术元素周期表

新技术层出不穷，
肿么办？



运维平台的能力抽象

抽象是产品化的必要能力



运维平台概念模型

基础设施层

通用能力层

平台能力层

运营能力层

OpenStack CloudStack 物理服务器VMware

名字服务 缓存即服务 LB即服务GSLB服务 存储即服务

持续交付平台 IT运营分析平台 安全平台智能监控平台

成本优化能力 质量优化能力 效率提升能力业务服务优化能力

队列即服务

API Adapter Layer

配置即服务 数据即服务 引擎即服务 资源即服务 作业即服务 应用部署服务

故障自愈能力 用户体验优化能力 连续服务能力性能优化能力

运维的平台能力分层建设

IaaS，基础即
服务

PaaS，平台即
服务

OaaS，运维即
服务



运维平台能力闭环

平台能力和角色相关，角色之间且关联

应用服务层

组件服务层

OS层

基础

设施层

应用运维工程师
如产品1/产品2

公共组件运维工程师
如DBA

系统管理员 SA／云平台管理员

服务器／网络／机房管理员



运维平台实践之CMDB



请默念三遍

A

业务化

B

场景化



CMDB和资产的区别



以应用为中心的CMDB对象视图

应用

应用包和
配置信息

Crontab
配置

集群
配置

拓扑
关系

应用包及其配
置包信息管理

应用关联的环
境信息管理

应用所对应的
集群信息

应用关联的设
备信息

应用的场景化
调度流程

应用关联的应
用关系

应用关联的权
限信息

应用关联的
crontab信息

业务01
应用02
集群03
设备04



信息存储层 信息存储层

CMDB引擎层

模型层

展现层 任务中心 通知中心 状态中心

对象引擎 引用引擎 CI引擎

物理资源模型 逻辑资源模型

资源/资源关系模型 资源/应用关系模型

CMDB系统的功能架构



CMDB系统的实现



CMDB建设经验

配置及服务
CAAS

配置项边界识
别决定系统的
复杂度

资源服务的业
务维度关联

CMDB不是一个
DB

CMDB可以为业务提供服务

CMDB 的 场
景化驱动



运维平台实践之持续交付



什么是持续交付

运维持续交付是一种全面的工程实践，用最小的成本，最快
的速度实现运维服务化能力端到端、面向用户的价值交付。

Continuous	delivery	is	a	set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o	reduce	
the	cost,	time,	and	risk	of	delivering	incremental	changes	to	
users.



持续交付的端到端模型

业务交付层

（服务编排）

应用交付层

（代码部署）

作业交付层

（作业管理）

成
熟
度
不
断
提
升

场
景
化
不
断
增
强

业
务
化
不
断
明
显

自
动
化
不
断
提
高



什么是作业管理层？



持续交付的分层能力

基于角色+对象的能力分层



持续交付之持续部署

为
什
么
总
是
持
续
集
成



持续部署的运维目标

82

1、运维角色完全撤出部署事务，变成审核者。

2、平台必须由研发+测试+运维共同建设、运维最好主导。

3、运维角色转变的第一步。



持续部署的业务目标

83

包/配置、服务、环境等资
源生命周期管理(发布、测

试、部署、优化)

一键化业务变更能力(灰度、
部署、启动、停止、下线

等能力)

业务、服务管理(业务/服务
拓扑视图管理) 持续反馈(用户侧、服务侧)

持续部署平台



基于事件的包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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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Inst
all Make

Stop

Install

AfterInst
all

Start



持续部署平台功能展示

可视化整个应用的部署能力



持续部署平台效果

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开发

测试

生产

开发 测试 生产

Total 209.0	 1,777.0	 1,344.0	

12月份 138.0	 1,058.0	 641.0	

11月份 51.0	 472.0	 437.0	

10月份 20.0	 247.0	 266.0	

游戏运维服务化平台_部署次数

Total

12月份

11月份

10月份 2000次
/M

98%

全栈(4)1分钟



持续集成最佳实践

构建实践

• 自动化构建
• 构建脚本从IDE分
离

• 集中放置源代码

• 标准的目录结构
• 针对所有环境构
建

• 使用统一集成构
建服务器

• 执行快速构建

• 分阶段构建

数据库构建

• 自动化数据库集
成

• 本地数据库沙盒
• DBA成为开发团
队的一员

持续测试

• 自动化单元测试
• 自动化组件测试

• 自动化系统测试

• 自动化功能测试
• 让组件测试可重
复

• 先执行较快的测
试

• 讲测试进行快慢
分组

持续审查

• 降低代码复杂性
• 持续进行设计审
查

• 减少重复的代码

• 判断代码覆盖率
• 持续评估代码复
用率

持续部署

• 随时随地发布可
工作软件

• 为库中资产打上
标签

• 得到干净的环境

• 执行所有的测试

• 创建构建反馈报
告

• 回滚构建的过程
能力

• 灰度部署的能力

持续集成工具平台（作业自动化）

持续反馈

• 反馈软件的服务
状态

• 使用持续的反馈
机制



持续交付的功能架构



持续交付场景化视角

业务上线业务下线

应用上线

业务扩容
业务缩容

应用下线

应用升级

基于场景的能力分层



一个运维场景的细分

服务器初
始化

应用环境
安装

自动化测
试

配置管理
系统

包部署系
统

自动化测
试系统

资源申请

CMDB

DNS变更

DNS系统

LVS变更

LVS管理
系统

自动化测
试

自动化测
试系统

开启监控

监控系统

服务上线

CMDB

服务
上线

真正的调度是一个流程引擎+执行器组合



持续交付能力成熟度



自动化之其他运维系统

92



关于自动化的一点观点

自动化及服务
AAAS自底向上

自顶向下

识别边界

API及服务

自动化、自动化再自动化

全流程驱动

所有敲命令完成的运维管理都应该转换成鼠标动作



运维实践之数据可视化



为什么需要数据

爱德华.戴明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



技术数据的本质

数据的技术本质

指标 事件



数据的分层体系



数据化之监控平台实现



可视化价值之用户速度看板



可视化价值之容量管理



可视化价值之业务可用性



可视化价值之质量管理

多因素



可视化价值之质量与可用性区别

1 质量，面向用户的度量；可用性，包含面向系统的度量

2 质量，业务部门关注；可用性，技术部门关注

3 质量，多因素；可用性，时间因素

4 质量，模型复杂；可用性，模型简单

5 质量好，可用性好；可用性好，质量不一定好



数据的场景驱动--如何关联

基于业务
拓扑视图

的整合
（宏观）

基于访问
流的整合
（微观）

离散的数据没有任何意义



可视化价值之端到端分析



可视化价值之访问流管理



数据化运维平台展示(可视化1)



数据化运维平台展示(可视化2)



关于数据的一点观点

数据及服务
DAAS注意数据边界

采集一切
分析一切

识别场景

业务价值看板

先数据、后监控

可视化



运维实践之运维能力模型



运维团队能力模型

• 面向业务部门的用户需求管理
• 以事务为典型特征，比如说变更、资源

分配等等

• 关注运维的优化点在用户侧的
• 价值体现，并建立持续的驱动机制

• 面向问题的能力驱动，
以临时性解决问题为目标价值驱动

优化驱动
用户驱动

事务驱动
需求驱动

问题
驱动

一流的运维规划+一流的运维执行



运维团队多样化

多维、复合能力培养;明确的KPI要求

技术研究
各种可能应用的现网的前沿技术研
究

运维研发
面向自己专业运维管理平台的研发

业务运维
运维之本：运维基础支撑、运维优化、
运维规划等等



运维团队多样性

团队Leader

核心骨干

项目+高级业务运维人员

雏鹰人才（新人）

团队梯队+团队搭配



运维个人能力模型

全栈技术能力要求
无边界的沟通能力

业务理解能力
服务意识

激情和热爱
0

0.5

1

1.5

2

2.5

3

3.5

4
运维业务知识

操作系统

硬件技术

网络技术

应用软件

数据库

存储技术

工程建设

项目管理

时间管理能力

T1 B-标准等

T2 B-标准等

T3 B-标准等

T4 B-标准等



运维的四力模型



竖井式职能组织架构的转变

以应用运维和运维研发为核心

网
络
运
维
组

服
务
器
运
维
组

存
储
运
维
组

系
统
管
理
组

IT

运
维
组

F5
管
理
员

DNS

管
理
员

产品2运维组

产品1运维组



运维的组织范例（腾讯）

运维部

业务运维
（事业群）

应用运维

前端运维

逻辑层运维

数据库运维 运维研发

自动化

数据分析

基础架构部
（公司级）

网络平台部
（公司级）

安全中心
（公司级）

运营中心
（事业群级）

产品数据

分析

业务安全



苦逼中寻求美感

02

05

04

03

01 改变之美

想象力之美

全局之美

技术之美

极致之美



高性能运维组织特征



什么是IT性能

一种面向用户的IT价值流的能力表现，以延时和吞吐率能力

为核心效率度量，从而达到该价值流的效率最大化及后续的
持续优化。



IT性能有多重要

Firms with highperforming
IT organizations were 
twice as likely to exceed 
their profitability, market 
share and productivity 
goals.”

High-performing IT organizations experience 60 times fewer failures and recover from failure
168 times faster than their lower-performing peers. They also deploy 30 times more frequently with 

200 times shorter lead times.



团队的几种面向

@JezHumble的Lean Enterprise



IT性能组织的指标设定

01 lead time for
changes

03 time to restore

service

02 release frequency

04 change fail rate



运维内在驱动指标

效率的驱动会影响质量和成本

A B C D



IT性能组织的影响因素

构建面向IT性能型的运维组织

建立开发和运维
之间的互信 1 团队的多样性 2

标准化运维过程 3 持续交付 4

端到端监控 5 自适应架构 6



运维实践之DevOps



ITIL VS DevOps

1 ITIL流程导向，而非技术导向，DevOps反之

2 ITIL强调对内服务输出，DevOps强调对外价值输出

3 ITIL强调规范，DevOps强调敏捷

4 ITIL甚少关注文化，DevOps是一种文化

5 ITIL把D当着服务对象，DevOps把D当着合作对象



IT服务视角的变化

Dev Ops

从ITIL

到D
evO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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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与Ops的冲突



软件交付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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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是Dev用D的能力延伸到Ops(Ops-Friendly)，而Ops则把
O的能力传递到Dev(Dev-Friendly)，确保高质量、持续、快速

向用户的交付价值。

一句话描述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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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与Ops的冲突解决方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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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与Ops的冲突解决方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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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与Ops的冲突解决方案（技术）



DevOps最佳实践（PuppetLabs）

DevOps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Automaete，Automate，Automate01

02

03

04

05

Break down culture barriers

Pick one source of truth and make it so

Lear the tools

Foster DevOps skills within your team

06 Develop and use metrics

07 Encourage late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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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运维理解

互
联
网
运
维
杂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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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维科技公司介绍

深圳

广州

优维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主要聚焦互联网公司以及需“互联
网+”转型的公司提供一站式运维服务，通过交付运维价值经验
平台，帮助企业的IT能力互联网化。优维人将带着“DevOps管
理专家”的使命，提供全栈的互联网化运维能力！

——互联网运维体系构建

——互联网运维最佳实践咨询服务

——互联网全栈运维平台交付（自动化＋数据化）

公司规模20人，深圳研发中心15人，广州研发中心5人，其中腾讯T3高级工程师 7人 ，其中专家工程师 2人
；阿里P7高级工程师 4人，其中运维专家 1人。运维研发比例高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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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维科技团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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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维的咨询服务能力

平台服务

• DevOps平台级咨询
服务

• DevOps平台的实施
指导服务

流程再造

• 流程规范／优化／再
造

• 运维交付流程优化

组织优化

• 运维组织结构优化
• 运维组织目标管理

业务运维

• 运维标准／规范／规
划咨询

• 技术架构优化
• DevOps／精益运维

咨询

提供全面的／专家级互联网运维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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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相关书籍



QQ：29956914
微信：waynewang
电话：18682215876

优维，互联网运维践行者

http://www.easyops.cn

深圳.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