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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架构可以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和建设，其中企业IT架构是承接企业IT战略、对齐业务架构，以及具体IT项目落地的核
心枢纽。

笔者经常遇到有朋友和客户问什么是云原生？对企业有什么好处？怎样结合云原生进行架构设计？

本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看看企业IT架构的演进、云原生架构的发展、以及云原生架构如何助力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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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IT架构的演进
企业IT架构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技术演变，对企业应用、数据、技术的选型有着深远的影响。企业IT架构主要经历了如图1所示
的集中式架构、SOA、微服务架构及云原生架构的演变。

图1 企业IT架构的技术演变

（1）集中式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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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架构又称单体架构，在互联网和云计算并未大规模兴起时，这个架构十分流行。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Web应用的B/S架
构逐渐取代了基于桌面应用的C/S架构。B/S架构的后端系统大多采用集中式架构。

（2）SOA

SOA是分布式架构的代表，阐述了对于复杂的企业IT系统应按照不同的、可重用的粒度划分，将功能相关的一组功能提供者组织
在一起为客户提供服务，目的是解决企业内部不同IT资源之间无法互通而导致的信息孤岛问题。

（3）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严格意义上讲是对SOA的进一步抽象总结，突出将服务划分成更细粒度的微服务。各个微服务之间是松耦合的，彼
此可以独立升级、部署、扩展和重新启动，并通过标准协议和接口保持互通。

（4）云原生架构

云计算改变了传统IT行业的消费和服务模式。云原生架构将充分发挥云计算的技术红利，最大化剥离非业务代码，并提供大量的
非功能性需求，让云计算变得标准、简单高效、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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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架构

云原生的概念由Paul Fremantle于2010年在一篇博客中提出。

2015年，Matt Stine在《迁移到云原生应用架构》中推广了云原生概念，提出了符合云原生架构的几个特征：“12要素”、微服
务、自服务、基于API协作、抗脆弱性。2015年，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CNCF）成立，其
把云原生定义为容器化封装+自动化管理+面向微服务；2018年，CNCF对云原生的定义增加了Service Mesh和声明式API。

不同的组织对云原生的定义有所不同，即使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对其定义也不同，目前云原生还没有标准定义。

云原生从字面上看是Cloud + Native，即云计算+土生土长，也就是让我们的业务“土生土长在云上”。

首先，从Cloud的角度来理解，云本质可以看作一种提供稳定计算存储资源的对象，而云资源的一些基本属性，如虚拟化、弹性
扩展、高可用等赋予了云原生“云”的含义。

然后，从Native的角度来理解，就是需要让我们的应用在最初的时候就基于云的特点来设计，云原生应用和传统在云上运行的应
用有所不同，传统业务属于“外来人口”，而在上云“落户”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部署到云上就万事大吉了，设计模式、架构思
想、研发体系、组织文化等都需要按照云原生来进行变革。

比如，云是一种分布式架构，我们的应用也要基于分布式架构，而微服务、Service Mesh或者Serverless这种将服务或函数拆分
成一个个模块的松耦合系统提供了这样的机制。

同时，这位“土著居民”的生命周期，从设计、开发、部署到运维都应该是基于云的理念来实现的，需要容器或者DevOps来实
现。另外，针对多种云端，云原生应用也可以进行很好的连接。



云原生技术和产品体系分为两个层面，如图2所示。

图2 云原生技术和产品体系

其一是Cloud Hosting部分，即生长于云，也就是将系统和应用部署在云上，比如通过云计算的计算、存储、网络等服务，围绕
基础设施的成本和性能、应用架构的稳定性、开发运维的效率等，让系统更加易于运维、成本最小化性能发挥到极致。

其二是Cloud Native部分，即云原生技术和产品，需要基于云原生的相关技术对业务和系统进行改造，这些技术和产品包括容器
服务、微服务治理、Service Mesh、Serverless、DevOps、数据库、消息、中间件等开放标准的原生产品服务，让系统更加弹
性、可靠、松耦合、易于管理和观测，充分发挥云计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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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云原生架构助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蓬勃发展给云计算带来巨大的机会，同时促使云原生作为云计算的服务新界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进而赋予企业新

的增长机遇。就像集装箱加速贸易全球化进程一样，云原生技术正在助力云计算普及和企业数字化转型。

全面使用云计算服务和云原生技术落地系统架构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释放云计算技术红利的新方式，云原生架构如果结合企业架构的特点，从方法和理论、工具集、技术最佳实践角度出发，重

塑和升级整个企业架构，改变企业的IT根基，则能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图3所示为云原生架构与企业架构相结合的基本框架。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个企业架构以典型的框架为基本内容，如战略规
划、规范原则、业务需求、组织结构等，从而驱动业务架构和IT架构。



图3 云原生架构与企业架构相结合的基本框架

云原生架构主要对应IT架构部分，包括应用架构、数据架构及技术架构。而云原生IT架构核心与云原生技术和产品、云原生关键
设计点、云原生典型技术能力、云原生技术最佳实践紧密相连，进而通过云原生架构治理完成整个闭环。其中，一些需要特别关

注的设计细节如下所述。

（1）云原生技术和产品：涉及云原生特色的技术和产品，如容器、微服务、Service Mesh、Serverless、DevOps等。

（2）云原生关键设计点：体现云原生架构设计方面的核心能力，包括服务化、可扩展性、无服务器能力、监控能力、高可用能
力等。

（3）云原生典型技术能力：包括云原生典型的技术细节，如流量调度、配置管理、服务治理、日志监控、安全生产、异步通信
等。

（4）云原生技术最佳实践：包括云原生特有的一些最佳实践，如高可用性、可扩展性、性能优化、容灾、秒杀、压测等。

（5）云原生架构治理：涉及架构持续演进迭代，如相关运营指标、决策权机制、组织架构优化、基于云原生的架构迭代目标、
选取云原生技术、架构评审和风险控制等。

企业管理者或者企业架构师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来设计数字化转型架构，会极大提升企业整体架构的建设效率。我们有理由相

信，结合企业架构和云原生技术，将极大地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本文节选自《数字化转型架构：方法论与云原生实践》，作者王思轩

▼

《数字化转型架构：方法论与云原生实践》一书进一步地详细阐述了文中提到的企业IT架构演进历程、基于云原生的企业架构框
架细节、云原生的核心技术、设计原则及参考实践等。欢迎阅读此书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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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程师、院校师生选择阅读！

本书提出数字化转型架构方法论，将企业总体架构规划与具体落地的云原生技术架构结合在一起，构建企业在业务层面、应用层

面、数据层面、技术层面及管理层面的全面立体化架构体系。

本书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和本质出发，引出企业架构和云原生架构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同时介绍企业架构的经典理

论，进而引出企业云原生架构方法体系，然后详细讲解业务架构、应用架构、数据架构、技术架构、架构治理、组织架构、架构

师的自我成长及相关参考实践，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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