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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原生激活应用构建新范式 
 
作者：丁宇，阿里巴巴集团研究员、阿里云智能云原生应用平台总经理 
 
11 月 5 日，2022 杭州·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研究员、阿里云智能云原生应用平台
总经理丁宇在云原生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提出云原生激活应用构建新范式，并表
示 Serverless 将引领下一代应用架构。阿里云将坚定推进核心产品全面 Serverless
化，帮助客户最大限度的减轻运维工作，更好的实现敏捷创新。 
 

 
 
云计算时代，企业上云后，应用构建依然面临很多挑战，如何保障系统资源的弹性、
降本增效；如何做到应用敏捷开发，实现业务快速迭代；如何保障系统的稳定以及
业务的连续性，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看到，云原生已经变成非常流行的技术趋势，从上云到用云，云原生能够从 PaaS
层面帮助企业解决应用构建的一系列问题。具体有三大范式正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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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范式是全面容器化。 
 
因为容器形成了运维的标准，成为企业上云用云的新界面，也变成开发者和应用系
统交互的新界面，有利于构建高弹性、可伸缩的系统，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当下所
有的负载都在容器化，包括耳熟能详的微服务、在线应用到整个数据库、大数据、
AI、中间件等，所有的工作负载都在容器化。 
 
通过容器，我们可以享受到运维标准化、弹性架构带来的好处，也带来了软件可以
无处不在的部署交付，标准化的管理运维。 
 
• 第二个范式是整个行业应用的核心技术互联网化。 
 
我们正在用互联网的技术、互联网的架构思想来重构应用系统，从而带来了很多好
处：分布式可扩展，支撑业务敏捷迭代，构建弹性架构，从容应对流量高峰。 
 
举例来说，准备一场促销活动、一场跨年晚会，都可能有不可预期的流量高峰，数
字化系统需要应对不确定的流量，必须要用互联网架构来实现；此外保障系统高可
用、高可靠，保障业务的连续性，也是互联网技术能够带给企业的红利。 
 
• 第三个范式是应用的 Serverless 化。 
 
从技术角度来看，能够实现技术组件分层解耦，让应用可以做到全托管免运维，提
升系统的可运维性，降低成本。通过极致弹性，能够把所有的组件覆盖，在云上构
建应用变得非常简单。 
 
以前构建应用，需要买 ECS 实例，搭建开源软件体系然后维护它，流量大了扩容，
流量小了缩容，整个过程很复杂繁琐。用了 Serverless 服务以后，这些问题都简化
了，从半托管到全托管，所有的服务 API 化，无限容量充分弹性，可以组装使用，
能够感受到生产力大幅度的改变。也会在软件开发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优化，升级研
发模式，让开发者更多的聚焦在业务上，加速迭代。 
 
以上这三个范式代表着云原生非常主流的演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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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容器化：容器服务进入智能化时代 
 
Gartner 预测，到 2022 年，超过 75%的全球组织会在他们的生产环境中运行容器
化的应用，而这一数据在 2020 年才不到 30%。我们看到，容器技术已经跨越鸿沟，
从早期的互联网行业到现在的千行百业，都在生产系统中使用。 
 
虽然 ACK 大幅降低了 K8s 的门槛，但管理和运维一个大规模、分布式的集群依然充
满挑战，比方说，如何调度应用，在保障稳定的同时，提升资源利用率；如何对应
用进行成本规划、分析优化；当集群出现问题后，如何及时的定位和修复。 
 
智能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智能化是容器平台发展的必然趋势。阿里云基于过去 10
年的大规模容器实战经验，通过数据化手段和智能化算法，推动容器服务 ACK 走向
智能化。其中有三个升级： 
 
第一个升级，智能化的混部调度，新一代调度系统 Koordinator，帮助用户提升整
体资源利用率，智能化混部调度助力识货 App 节省 20%资源成本。 
 
第二个升级，智能化的成本治理，容器服务 FinOps 套件，帮助用户实现上云成本
可见、可控、可优化，中华保险基于容器 FinOps 套件实现资源闲置率从 30%降低
到 10%。 
 
第三个升级，智能化的运维体验，容器服务 AIOps 套件，帮助用户实现数据驱动诊
断决策，助力故障防御定位，自动化诊断可以覆盖 90%以上的问题，得物 App 基于
容器 AIOps 套件定位问题时间从周缩短到小时。 
 
这些能力升级，会进一步降低容器技术的使用门槛，让 ACK 做到普惠化，服务更广
泛的客户群体。 
 

2. 核心技术互联网化 
 
互联网中间件产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开源全兼容，完全没有厂商锁定，像微服务、消息、服务注册发现、网
关等，都是跟开源完全兼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