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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促使应用架构走向微服务化

业务不断创新 应用迭代频率加快

传统业务互联网化发展 服务弹性需求提升

保障用户体验 服务连续性需求迫切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传统行业企业面临了更多来自业务创新发展、业务互联网化等方面
的切实需求，仅仅实现基础设施上“云”，早已无法满足企业高速发展的诉求。因此，传统行
业企业期望借鉴互联网应用的成功实践经验，采用微服务架构对应用系统进行更深层次的“云
化”改造，构建更加适用于云环境下的应用服务，以充分发挥“云”弹性、高可用等优势。



业务不断创新，应用迭代频率加快

为满足市场中井喷式的创新业务需求，应用需要以远超以往数倍的速度进行开发迭代
上线。微服务架构下微服务间耦合度降低，各微服务可实现独立开发部署，由此业务
应用实现快速迭代，缩短业务功能上线时间，从而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前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

• 买断制
• 很难满足用户需求
• 更新速度以年计

• 订阅制
• 用户需求实时反馈
• 更新速度大概一个月一次

应用微服务架构



传统业务互联网化发展，服务弹性需求提升

随着传统行业业务互联网化，大流量、高并发的业务场景大幅增加，对业务应用自身的弹性
扩缩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微服务架构下，每个微服务应用可以根据相应业务负载不同，
进行独立扩缩容，能够以较低地成本，迅速地满足业务弹性的需求。

硬件整体扩容

大流量高并发场景

节日抢票

活动秒杀
根据业务需求进行服务级别的扩容

服务集群



用户体验驱使服务连续性需求迫切
随着时代和市场的发展，用户对服务的要求已经从功能性迈入服务性。不再单纯考虑功能是否
符合需求，而是考虑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用户的体验如何。微服务架构通过对应用进行业务
领域拆分，实现服务间松耦合，大幅降低服务间依赖程度，提升了整体服务的可用性，保证提
供服务时的连续性。

提高客户满意度

降低获客成本

增长客户留存率

增加企业收入

抢占市场份额

微服务间松耦合
降低依赖程度

稳定性和服务连续性上升



云原生时代的微服务架构
在云原生时代，微服务架构与云原生理念的高度契合使其成为了
云原生应用系统架构的主流设计模式。特点如下：

服务间松耦合

去中心化管理

轻量级通信

规范化API交互

组件服务化

降低业务模块关联程度，每个
服务只专注于一个业务模块

每个服务有独立的开发到部
署的流程，不依赖其他服务

服务间通信与语言和平台
无关，保证技术栈的独立

标准化的微服务接口
建立便捷的交互方式

将公共组件服务化，降
低升级时对应用的影响



企业微服务化转型的优势和挑战

优势
✓服务从开发到部署效率加快
✓弹性伸缩快速提高服务能力
✓技术栈自由带给业务更多可能性

挑战
➢运维难度大幅提升
➢增加攻击风险，深埋安全隐患
➢系统架构与组织架构不匹配造成沟通障碍



微服务应用在国内市场采纳率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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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纳率来看，微服务应用企业采纳率持续提升。截
止到2021年，54.81%的企业已经采用微服务架构进
行应用系统开发，相较2019年的28.9%的采用率，近
两年使用微服务架构的企业及应用增长了将近一倍。

从技术框架来看，用户对云原生技术的认知和使
用进入新的阶段，技术生态也在快速的更迭。在
已使用微服务架构的企业中，采用侵入式微服务
框架的占比为25.40%，非侵入式的占比为24.02%，
两者同时使用的占比为38.57%。



微服务生态发展日趋成熟

微服务1.0

微服务 2.0

微服务3.0？

Java+Spring Cloud
侵入式服务治理框架

非侵入式服务治理框架
服务网格+Sidecar+多语言

微服务作为云原生的核心技术理念之一，历经
十余年发展逐步从Java生态体系的侵入式服务
治理演进到Sidecar模式的服务网格治理，其开
源的平台框架呈现多样化发展。

微服务1.0时代，Spring Cloud以其Java语言为
基础和组件生态丰富的优势，成为当时最主流
的分布式微服务解决方案。虽然整个一站式解
决方案使用简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微服务2.0时代，Service Mesh作为新一代服务
通信架构，给微服务带来新的活力。通过将服
务流量单独接管，使业务逻辑和通信流量隔离，
实现多语言架构，使开发过程更加自由。

未来的微服务3.0时代，目标可能着重在与容器
技术的进一步适配，相应的摒弃一些冗余机制。



联盟生态开放创新，繁荣共享

云原生产业联盟由国内行业顶尖的云原生相关平台提供商、行业解决
方案与服务提供商、以及各行业云原生典型用户于2017年联合成立。
在2019-2021年期间，联盟针对微服务平台的分级和微服务拆分规范
做了一定的工作，为企业在微服务应用拆分和平台治理方面提供了有
力的参考依据。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NCF）致力于培育和维护一个厂商中立的开
源生态系统，来推广云原生技术，代表性技术包括容器，服务网
格，微服务，不可变基础设施和声明式API。可以说CNCF为微服
务架构的推进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TARS基金会是Linux基金会以腾讯的TARS微服务平台为基础成立。
主要是为了吸引上下游的微服务开源项目，专注于微服务的生态
构建，并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在构建分布式应用时的问题。



微服务架构应用全生命周期概览



微服务架构中的服务治理

•服务网关是整个微服务架

构的中转站，负责请求的

限流、限频、鉴权、转发、

合成和协议转换等处理。

服务网关

•服务发现与注册组件

负责记录系统内的微

服务实例的元数据并

统一管理，简化管理

运维过程。
服务注册与发

现

•配置中心对于将业务微服

务化后在服务配置方面的

维护难度提升提供了解决

方案，实现了配置与业务

应用的分离。

服务配置

•微服务架构下的应用是高

动态和分布式环境并存的，

相比于单体应用，微服务

应用更容易出现故障，熔

断降级是维持微服务系统

可用性的重要功能。

熔断降级

•在微服务架构中，为了保

证整体服务的高可用性，

处理高并发请求，负载均

衡是必不可少的功能。

负载均衡

•服务观测的相关组件负责

对整个微服务的运行状态

进行观测，负责微服务内

部的监控记录，及时发现

资源或服务的异常。

服务观测

•应用微服务化后，认证鉴

权过程更为复杂，除了外

部请求的场景，还多出了

服务间调用等认证鉴权场

景，通过安全组件对流量

进行认证鉴权必不可少。

认证鉴权

在单体应用拆分为多个微服务后，运维复杂度大幅提升。通过应用服务治理的组件可以节
约微服务架构下运维的工作时间，减轻运维人员的工作量。微服务治理的核心是对其服务
流量访问的治理，将微服务的流量整合为一个网络，通过网络对其进行管理、监控等操作。



微服务改造前的必要步骤-应用拆分分析
对现有的业务进行拆分分析是业务微服务化的起点，也是重中之重。在微服务拆分启动前，
需要进行多维度分析以确定应用系统的微服务化是否必要。

评估可运维性 评估拆分效果

确定适用范围

从业务驱动力、技术
基础、组织架构以及
人才储备等方面考察
和评估应用系统是否
适合采用微服务架
构 。

设计组织架构

确定微服务架构适
用性后，根据康威
定律和逆康威定律
对组织架构进行调
整和设计。

设计实施路径

在领域驱动设计模型思
想基础上进行，对单体
架构应用进行改造重构
可遵循逐步演进的原则，
最终构建高内聚、低耦
合的微服务架构应用 。

规范开发流程

从服务定义，服务
接口、源码、部署、
文档等方面对开发
流程进行标准化规
范。

从 IT基础设施、服
务治理能力、部署、
监控、性能以及安
全等方面考量微服
务拆分后的可运维
性。

微服务拆分效果收
益评估应从是否达
到预期目的出发，
建议分为事前、事
中以及事后三个阶
段来开展评估



应用微服务架构后的实际效益

经过与行业中应用微服务架构较为突出的企业交流和调研，总结出了应用
微服务架构后对企业影响最突出的效益：

运营、管理成本大幅降低
整体系统稳定性、灵活性

大幅增加

开发、部署效率成倍提升，

资源需求降低

单个服务逻辑清晰，开发

维护难度降低



微服务架构的未来趋势

下一代服务网格

网格中应用

Serverless降

低心智负担

非业务能力

下沉降低迁

移难度

应用系统网

格化为流量

精细化治理

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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