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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企业云化演进的阶段分析



企业信息化之路

 企业信息化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散的过程， 后信息化时代面临着系

统集成整合，优化IT架构，提升IT价值为业务更好服务的新阶段（企业信息化2.0)。

IT投
入 数据处理时代 转型期 信息时代

战术性 战略性

IT规划
重整

转折

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所处的阶段

初始阶段 扩展阶段 控制阶段 整合阶段 数据管理阶段 时间

诺兰（Richard.L.Nolan）信息系统进化的六阶段模型
成熟阶段



信息化面临的问题

业务需求不断的变化、系统不断增加、流程错综复杂、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IT的威望在企业中越
来越低……

 不是没有系统，而是信息孤岛太多；

 不是没有数据，而是信息不一致，难以整合;

 业务需要支持电子商务，但技术异构，难以协同；
 业务变化快，流程不能贯穿多系统，僵化封闭的IT基础设施难以迅速响应！



企业需要高效整合的IT系统要整合的IT系统



云化1.0：分散---集中---集成



云化1.0的成果

  通过软硬件资源统一规划，企业IT实现了高效管理和资源

整合。实现“统一标准、统一采购、统一配置、统一供给”

统一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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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
分配

   云上资源的互联互通，也为企业未来大数据和应用的集成

打下基础。 TOGAF（无边界信息流）

互联
互通

        云上的数据统一管理，为企业数据备份、容灾也提供了
基础，更加适合管理和扩展的需求。

统一
管理



云建设的核心要素与关注点



企业云化2.0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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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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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承载业务灵活变
化、资源水平扩
展需求高、负载
波动明显、事务
弱一致性等特性
的应用，通常采
用微应用方式构
建，在分布式架
构中运行。

承载业务流程固
定、数据模型稳
定、业务逻辑复
杂、负载变化不
大等特性的应用，
通常采用传统单
体应用方式构建，
在集中式架构中
运行。

时代的发展催生新IT需求



云化2.0的4个关键



绿色节能—大势所趋



绿色节能—从成本看

能源成本持续增加，正在占有更多的预算

   案例：以2000个机架的数据中心为例，以每个机架平均功率3kW
计算，其总负荷就将达到6000kW，也就是每小时6000度的耗电量；
如此算来，全年的耗电量将达到52560000kWh，电费支出超过
5200万元。如果再加上为此配套的空调，照明等其他设施的耗电
量，电费将接近1亿。

建造新的数据中心的成本：1000美金每平方尺

碳消耗: 300美金每台服务器



某数据中心的用电量统计及PUE



绿色运营和能源管理

如何做：
1、数据中心建模及准确的资料库，做到心中有数全面掌握
2、服务器部件级健康状态集中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3、 跨品牌、跨型号的服务器能源、功耗的实时监测，迅速响应变化
4、功耗控制、能源策略，最大程度上优化服务器能源消耗
5、发现未充分利用的服务器，依据应用了解服务器功耗特征，使服务器整合有所依据，
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6、采用纯软件解决方案，降低硬件采购成本，降低额外的布线工作，降低总体TCO，兼
顾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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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平均PUE1.3
阿里浸没液冷服务器集群    理论极值1.0

备注：以北京为例，在2014年下半年就出台规
定，禁止新建和扩建PUE值在1.5以上的数据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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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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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简化IT基础架构，为企业客户提供端到端一站式私有云建设服务



云平台系统架构
云平台的主要设计为四层架构：资源封装、资源编排、资源调度、应用服务。同时，
通过平台管理模块提供的安全、监控、告警、分析预测、风险告知等功能对以上四
层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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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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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自
如弹性伸缩。

存在的问题：
1、编排的基础单元是虚拟机模板，模板比较重而且镜像很难修改，编排、分发、
运行、持续集成等都有很大的困难，因此构建在模板上的应用不灵活；
2、基于虚拟机的弹性伸缩相应时间也比较慢，弹性伸缩对业务的响应时间有一个
偏差，这个偏差大约在十几分钟，在某些业务中基本不可接受；
3、很难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私有云集群来同时运行相差极大的两类业务，
因此两个PAAS集群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集群，都是按照业务最高峰配置，存在资
源浪费的现象
4、后续需转型到新一代PAAS平台



数据智能---行到水穷深处，坐看云起时 

一个目标：
挖掘数据价值，驱动企业创新和增强核心竞争力
两个基本点：
1、数据的规划和收集
2、数据的融合和治理
三个关键：
1、对企业的业务发展和价值进行预测
2、利用数据对全价值链的产品生命周期进行优化管理
3、宏观数据和竞争态势的分析感知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企
业利润率下降，对创新和提升效率
更为敏感，大数据正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企业数据智能的构建



开放架构

兼容并蓄、软件定义、拥抱开源、联合创新



开源技术提供创新动力

开源思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边建边学，不断提升信息化自主能力



1、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商业模
式的创新，而企业云的真正核心在于IT治理问题，它本质
上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 

企业云化的反思

3、企业云代表着企业管理+业务模式的变革+技术的创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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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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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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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用户正在深度拥抱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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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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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云的发展是趋势所向

银监会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
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中指出：“要积极开展云计算
架构规划，制定云计算标准，联合建立行业云平台，主
动实施架构转型”。

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了《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
态的意见》，指出云计算是推动信息技术能力实现按需供给、促进信
息技术和数据资源充分利用的全新业态，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
必然趋势。 

Gartner在2017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出于中国监管者对云计算的重视和对公有云的
安全顾虑，行业云的位置在中国更加突出，行业
云将成为中国云计算市场的一项显著趋势”。



企业未来=云计算+大数据+商业智能



结束语

未来已来，预见才能遇见，悟到才能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