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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突破

DevOps转型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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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 DevOps 的发展趋势



业界 DevOps 的发展趋势



推进 DevOps 转型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 为什么要DevOps转型？
• 如何说服领导进行转型？

转型启动

方案设计

项目试点

整体推广

• 采购和引入工具是否足够？
• DevOps体系非常庞大，实施

难度较大，应该从何处做起？

• 项目紧急，没空做转型？
• 投入很大，效果不明显？
• 团队成员不支持怎么办？

• 试点成果规模化的路径？
• 质量下降，效果大打折扣？
• 推广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应用底层规律，理解问题实质并解决问题

查理 · 芒格

『如果你只是孤立地记住一些事物，试

图把它们硬凑起来，那你无法真正理解

任何事情……你必须依靠模型组成的框

架来安排你的经验。』

进化论

概率论

复利效应

黄金思维圈安全空间

系统思考

二八法则

约束理论

临界

知识



为什么要 DevOps 转型？

进化论 想要在变化的世界里生存得更好，你得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快速响应

• 传统的软件工程方法
- 系统的应用工程方法
- 基于预测性
- 重管控、结构化
- 有时避免或拒绝合理变更

图片来源：《 DevOps is not enough 》 @ufried

• VUCA新常态下，IT的目标
- 最大化业务产出
- 强调适应性
- 快速交付价值
- 灵活响应变化



如何说服领导进行转型？



采购和引入工具是否足够？

系统思考
系统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回路网状关系
进行更深入的系统思考，需要从系统的互动关系入手



DevOps的系统化思考

《DevOps Master Whitepaper: Success	with	Enterprise	DevOps	》 《 Why, What, and How of Continuous Delivery 》

全局打通敏捷开发 & 高效运维

精益方法 | 敏捷开发 | 持续交付 | 自动化运维



DevOps的系统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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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用指导原则、最佳实践
Scrum | 故事地图 | 精益看板 | 微服务架构 云原生应用架构 | 端到端流水线

跨职能团队 | 配置管理 | 持续集成 | 自动化测试 | 自动化基础设施



DevOps的系统化思考

端到端工具链相互联通和整合
管理维度：需求管理 | 计划管理 | 看板工具 | 任务跟踪 | 度量分析

工程维度：代码托管 | 依赖管理 | 构建管理 | 代码质量 | 持续集成 | 自动化测试

基础设施：企业云平台 | 部署平台 | 容器管理 | 日志平台 | 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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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uild

1. Build

4. Code Review

5. Merge To
Master

2. UT 3. Sonar

8. Build
Docker Image

7. UT 9. Deploy To
Test Env

10. Smoke Test

11. System Test

12. Deploy To
Product Env 10%

13. Deploy To
Product Env 100%



DevOps体系非常庞大，应该从何处做起？

二八法则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找到实现高绩效的突破口
把80%的资源，用到能产出关键效益的20%的工作上



DevOps体系非常庞大，应该从何处做起？

高效能团队的显著特征：尽可能自动化一切工作
• 配置管理
• 自动化测试
• 自动化部署
• 变更审批流程
结果：高效能团队在创新和快速反馈上能投入更多时间



DevOps体系非常庞大，应该从何处做起？

约束理论
明确过程中影响绩效的瓶颈，努力去解决它们
聚焦于瓶颈的改善，达到系统各环节同步、整体改善的目标



DevOps体系非常庞大，应该从何处做起？



项目紧急，没空做转型？

复利效应
做事情A，会导致结果B，而结果B又会加强A，不断循环
需要长期坚持，会达到临界点，实现跨越式发展

Reference： The History of DevOps And what you need to do about it @Damon Edwards 



投入很大，效果不明显或团队不支持？

黄金思维圈
深入思考Why，抓住问题的关键
抓住Why的本质，激发How的创意

《第五项修炼》：每个人不能只囿于自己的岗位，觉得只做好分内之职就可以了，
要对职位之间相互关联产生的结果负有一定责任



投入很大，效果不明显或团队不支持？

概率论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选择不断投入成功概率最大的事情中
从长期来看，一直投入最大赔率的事情，终会有回报

= 12.5



试点成果规模化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
• 首先是从组织级认识到DevOps的重要

性，并开始立项做相关的准备
• 然后在工作组级开始启动相关建设，当

在团队级通过采用一些实践取得成功后，
再把这些成果扩展到工作组级

• 最终向组织级做规模化的推广

第二种路径
• 首先从团队级别做小范围的改进和建设，

然后让领导层清晰的了解我们在做
DevOps的尝试

• 直到在团队级通过采用一些实践取得成
功后，再把这些成果扩展到工作组级

• 在获得管理层的支持后，最终向组织级
做规模化的推广



质量下降，效果大打折扣？

安全空间
小概率事件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构建安全空间，保证复利效应持续起作用

方案一：增强分级测试验证，减少出错概率

• 在追求速度提升的同时，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 如果在内建质量上投入不足，会造成更多的故障

方案二：提升系统的反脆弱性，增强容错能力

• 改进交付流水线的效率，能够快速进行故障恢复
• 主动发现弱点：『避免失败的最好办法是经常失败』

if it hurts, 
do it more often



推广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变革推进小组

变革Sponsor
变革推进小组
变革实施团队

研发工具链

研发工具链团队

测试服务平台

测试平台团队

发布部署平台

运维平台团队

跨 职 能 产 品 团 队

IT value chainDev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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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职 能 产 品 团 队

跨 职 能 产 品 团 队

跨 职 能 产 品 团 队

• Overall Goal

• T-shaped

• Co-located



Q & A







Thanks
DevOps时代 高效运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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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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