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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原生使组织能够在现代云环境（例如公共云、私有云和混合云）中构建和运行可扩展的应用程序, 更

快地创新并使企业能够更敏捷地对市场作出反应。

凭借弹性计算、自动扩展、计量计费和按使用付费模型等功能，云原生计算可帮助组织摆脱昂贵的永远

在线的基础架构，并将这些节省用于新功能开发。 冗余、容错、松散耦合的服务和云原生架构自动化的

自动恢复导致的弹性增加和停机时间减少也可能导致间接成本节约。

使用容器和微服务构建应用程序的一个巧妙之处在于，云原生应用程序使开发人员可以更轻松地访问和

重用为早期项目创建的组件。 这有几个云原生的优点，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并制作更好的应用程序：

云原生是应用程序开发的未来，具有巨大的业务影响潜力——能够快速有效地将想法转化为生产。云原

生已赋能许多其他技术，例如 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 应用等。

抓住云原生变得特别重要, 你准备好了以下了没:

1. 创建一个更加面向服务的组织。而不是传统的基于功能的结构，围绕特定的服务或能力组织您的团

队。

2. 使用现代和最新的架构。云原生意味着使用微服务和反应速度更快的架构类型。

3. 重新组织您的架构以跟上云原生开发的步伐。业务应该能够以与技术人员相同的速度足够快地生成

需求。

4. 大多数云原生关键基础设施都是开源的，例如 Kubernetes，你知道如何参与开源社区以了解云原

生的最新发展，甚至成为贡献者的一份子吗？

降低开发过程的复杂性：开发人员可以将更多时间花在项目的细节上，而不是构建通用框架上。它

还允许在更短的时间内开发更复杂的应用程序。 

缩短上市时间：更快的交付意味着更快的客户更满意，这也意味着抓住时间敏感机会的潜力。

简化测试：经过审查的微服务出现的问题更少，减轻了管道后期的负载。当开发人员知道服务有效

时，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设计兼容性。 

模块化设计：模块化设计使外观和功能的标准化更容易。拥有多个应用程序或服务的公司可以利用

这一点来降低客户的学习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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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云计算从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载体，转变为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石与枢纽。万千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速换挡，对云计算的使用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计算迎

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相较于传统云计算架构，云原生具备更灵活的资源管理、更敏捷的应用迭代、更高效的模块协同以及更

稳定的业务保障能力，云原生带动技术架构、应用效能、云化效益的全方位提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有效的实践工具和方法论。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云原生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其核心技术开始在大规模生产环境

中深入应用，金融、政府、制造、电信、医疗等行业的云原生用户占比较 2020 年均有显著提升，云原

生化开始从业内的头部企业逐步下沉到中小企业，从领先企业的尝鲜变为主流企业的必备。同时，云原

生技术给企业带来的价值中，提升资源利用率节约成本连续两年排名第一，2021 年已有九成用户认可

该项价值，排名前五的另外四项价值分别是：提升弹性效率、提升交付效率、简化运维系统以及便于现

有系统的功能扩展。云原生已成为企业基于云实现降本增效的最佳实践。

但随着企业用云程度不断加深，云上支出浪费严重，云原生平台自身的成本治理成为企业上云突出诉

求。弹性按需是云原生的资源利用优势，但如果资源配置策略设置不合理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云原

生资源利用的计量方式如果不够灵活，会使得企业难以准确调控用云成本；云边缘、混合多云、云数智

融合等模式在帮助提升工作效率、实现应用灵活部署的同时也带来了异构资源管理的新挑战。因此，企

业在应用云原生架构之后，需要考虑如何管理、优化和使用云原生服务，如何通过降低云原生成本，进

一步提升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效果。云原生成本管理面临问题难定位、路径难选择、成效难持续三大挑

战，资源成本优化是云原生降本的关键路径。

云原生成本管理一是需要掌握成本支出态势，准确定位资源浪费的根源；二是需要选择适合平台架构和

业务特点的资源优化策略，并规避因资源优化导致对业务稳定性的影响；三是实现成本优化后还需要保

证其持久性。资源成本优化从基于账单优化的成本可视、基于资源优化的成本节约以及基于模式优化的

成本运营从三方面帮助降低云原生平台成本。

《云原生成本管理白皮书》将基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腾讯云对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客户诉求的准确

把握、对云原生优化的技术研究与实践经验，提出一套体系化的云原生成本优化方法论和最佳实践路

径，结合行业优秀案例，帮助企业改善用云成本充分发挥云原生的效能和价值，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

供可靠的保障。

一、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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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并非一项单纯的技术，更是一种思想，是技术、企业管理方法的集合，云原生追求的是在包括

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动态环境中构建和运行规模化应用的能力，追求的是业务持续平滑的变更

能力。

Kubernetes 是云原生技术栈的核心，是众多云原生项目的粘合剂。Kubernetes 遵循声明式系统原

则，将其管控的对象都抽象成标准 API，并通过多种控制器完成云原生平台的高度自动化。比如云用

户可以通过定义 Pod 对象，并指定需要运行的容器镜像，以及容器所需的 CPU、内存等计算资源。

该对象被提交至 Kubernetes 以后，Kubernetes 会依据用户请求运行容器进程，并按需求确保该应

用进程的资源配额。

这使得应用可以以较低成本接入到 Kubernetes 平台中来，并依靠 Kubernetes 自动化机制实现低运

维乃至免运维。基于监控平台收集的数据，Kubernetes 可根据应用的实时指标数据，预测应用资源

用量，并通过自动化横向或纵向扩缩容能力，及时调整应用的副本数量以及资源用量，及时回收空闲

资源，提升资源使用率。

提升资源利用率是云原生技术栈的核心目标之一，资源利用率的提升意味着以更少的计算节点用承载

更多的应用实例，极大的降低云用户的资源开销，也契合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号召。

二、云原生成本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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