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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数据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从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政策加

持层面加码推进。



数字化转型是一道生存题

据麦肯锡调查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产品和服务数字化的进程进一步提

速，全球数字化进程整体提前了7年，其中，亚太地区提前了10年。

剧变的时代

剧变的市场

大趋势

大环境

大变革

个性需求
预测+
决策

敏捷交付 产业生态



连接

数据

智能

连接：万物互联，跨越边界，业务协同

• 打破传统企业边界

• 信息应该自动产生并记录

• 纵向和横向的完全贯通

数据：数据驱动和数据思维

• 数据支撑业务协同和管理

• 数据驱动运营

• 数据驱动智能化

智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

• 数据是基础的基础

• 指定规则幵执行

• 自动的优化和调整规则

通过连接解决业务协同，在业务协同中产生和积累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分析和

洞察，进一步驱动业务和运营。同时对大数据持续积累最终支持更高级别的自我学习，

推动业务运营的智能化，形成闭环持续优化改进。

数字化转型三大核心



云原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路径

云原生软硬一体化，融合了构建最优的云系统架构。

容器、微服务、DevOps等云原生技术，提升了开发环境的发布效率，

降低了部署的难度，提升整体IT建设的效率与可靠性。

云原生架构下的数据平台，具备高性能数据分析能力，多种工具利用

有利于多种业务之间的数据共享，结合AI，实现数据处理得智能化。

产业
赋能

开发
效率

资源
协同

云原生是产业数字化主要的应用架构和手段，促进产业资源高效协同、提升产

业应用开发效率、通过数据处理和AI为产业赋能，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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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正在重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技术平台，是构建现在企

业应用的基础技术架构。

企业发展由平台技术推动向应用服务推动转变

云原生技术标准和体系来源于开源，

开源生态，解除了企业的紧箍咒

• 让开发快速持续发布（效率）

• 让服务按需求自适应（成本）

• 让系统更具弹性、可用性（安全）

2021年40%

2025年95%



云原生(Cloud Native)是Matt Stine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系列Cloud技术、企业管理方法的集合，包括DevOps、

持续交付（Continuous Delivery）、微服务（MicroServices）、敏捷基础设施（Agile Infrastructure）、康威定律

（Conways Law）等，以及根据商业能力对公司迚行重组。

技术部分：微服务，服务网格(ServiceMesh)，无服务器(Serverless)，敏捷基础设施(Docker+K8s) 

管理部分：持续交付，DevOps，康威定律，重组，敏捷方法论

什么是云原生

DevOps 持续交付

微服务 容器技术

云原生

发挥利用云计算的能力，构建和运行应用。价值本质在加速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云原生整体知识框架和成熟度



云原生基础设施资源

云原生平台
（数据中心操作系统）

云原生应用

API

驱动（插件）

Cloud Native

• 一直在线，随时改变

• 采用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分布式应用

• 数据中心（不再是机器）是运行环境

• 对上提供一组功能与接口赋能云原生应用的构建

• 对下根据云原生应用的需求管理数据中心技术设

施资源

云原生模式 云原生技术

云原生架构对应用开发方式全方位重构

敏捷IT：传统IT运维和运维体系的改变

影子IT：全员分析，业务部门要具备提供分析和报表，IT隐藏在业务部门

技术业务融合：越来越多的企业自研，应用由应用部门自己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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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平台→云原生技术平台（容器PaaS+技术服务能力）

• 共性业务能力下沉→构建数字中台能力

• ESB集成转变为OpenAPI能力开放平台

• 传统IT部门转为后台基础IT能力中心，最大化保留遗留资产

• 基于垂直业务场景构建上层敏捷业务单元(运营+业务+IT）

构建统一的运营服务能力平台

技术架构演进 组织架构演进

数字化转型下技术重构和组织重构



容器K8S

devops 服务发现

分布式
存储

代理/网
关

云原生架构师 ： 整体云原生架构设计，拉通开发与运维。

云原生开发工程师 ：基于云原生平台进行开发，开发还应当协同运维对应用上线后的 运维负

责，通过代码实现对基础设施 的调用和应用的自动化运维。

云原生平台工程师 ：设在基础设施部门（运维部门、数据中心部门） 负责构建云原生平台，

包括容器基础设施、K8s、服务网格等。不同于传统运维， 需要有开发基础，了解应用开发，

能够用开发的方式做运维。

技术岗位职能的变化（例举）



云原生平台能力构建

面向高层及管理

层：

云原生架构规划

咨询和培训

面向IT及业务部

门：

云原生架构师培

训

面向IT或数据中心

管理层：

云原生技术工程

师培训

面向技术部门全

体成员：

云原生实操技能

培训

能力审视和重构：组织、人员技能及IT成熟度审视，重新构建能力

云原生是一个技术体系和整套管理方法，对传统IT系统和架构是一次极大的破坏和颠覆。

在企业内部有效实施云原生，首先要做好组织重构，同时需要结合IT的成熟度，结合业务

需求，根据不同条件采用不同的推进方案。但都绕不开的，就是云原生人才培养和人才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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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技术体系概述 —— 微服务、容器、服务网格及其它

第一天：云原生入门与容器技术基础

1.云原生概述

什么是云原生

通过成功案例看IT架构演进——从传统架构到云原生架构

云原生架构的优势、问题和解决思路

容器技术原理及优势

Docker环境安装及使用入门

Docker的原理及配置详解

编写Dockerfile将微服务打包到容器镜像

Dockerfile编写常见问题及最佳实践

调试Docker容器中的微服务程序

Docker之外 —— 容器技术的最新发展、未来方向及对用户的影响

2.容器技术基础

1.1

1.2

1.3

2.1

2.2

2.3

2.4

2.5

3.1

3.2

3.3

3.4

3.5

常用工作负载控制器一览

K8s 架构及原理

K8s 部署方案：从单节点集群到生产级部署

K8s中的namespace和Kubectl的context设置

多容器Pod

Deployment控制器详解：创建、升级、回滚及扩/缩容

DaemonSet

Job/CronJob

 Service及其实现原理

Service 网络瓶颈分析

通过Pod的生命周期回调和健康状态探测提高Service可用性

使用Ingress对外暴露服务

Ingress Controller部署方案对比

1.Kubernetes（K8s）架构及部署

2.K8s 中的工作负载管理基础

3.Service与Ingress

第二天：Kubernetes基础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2.4

3.1

3.2

4.1

4.2

4.3

4.4

应用逐步往K8s迁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网络问题

 K8s的网络模型

典型的K8s网络方案：Calico、Flannel及其他

K8s对Pod的调度

实现虚机/物理机与K8s容器IP直通 —— 需求、问题及解决方法

实现Pod的固定IP和浮动IP

Pod的多网口方案及实现

K8s 中使用存储的几种模式和应用场景

PV、PVC详解

Storage Class及存储动态供给

 IaaS环境与物理服务器环境搭建K8s的异同

使用ConfigMap保存和管理应用的配置信息

使用Secret保存和管理应用的敏感信息

基于StatefulSet部署和管理有状态服务

Headless Service与Stateful Set的协同

K8s自身调度器和工作负载控制器的不足及K8s扩展开发

1.K8s 的网络

2.K8s的存储

第三天：Kubernetes进阶

3.K8s中的应用配置管理

4.K8s 中的工作负载管理进阶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2.6

服务网格的原理及价值

Istio部署与应用

服务网关在Istio中的实现

蓝绿、滚动、金丝雀、ABTest发布

第四天:服务网格 及 将云原生能力延伸到边缘

边缘计算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要把云原生能力延伸到边缘

 KubeEdge概述

KubeEdge的云端组件架构与云边协同原理

KubeEdge的边缘组件架构与边缘自治原理

KubeEdge中的设备管理与编程

 K3s简介

1.Istio服务网格

调用链跟踪和应用流量可视化

2.将云原生能力延伸到边缘

1.1

1.2

1.3

2.1

2.2

2.3

2.4

2.5

2.6

 K8s和Jenkins环境准备

微服务架构应用的DevOps流程设计

编译构建并推送镜像仓库

第五天:DevOps

3.原生DevOps流水线平台Argo/Tekton简介

基于容器实现自动化代码扫描

基于容器实现高效的自动化测试

滚动及灰度发布微服务

DevOps起源：开发满足业务诉求与运维追求稳定之间的矛盾

1.DevOps与云原生

2.基于K8s和Jenkins实现云原生应用的CI/CD

DevOps打通开发与运维，形成闭环，提升效能

DevOps与云原生的“化学反应

云原生技术工程师能力提升课程方案



云原生技术学习群，扫码入群，获取最新云原生

学习信息：

1、技能实操课程；

2、企业内训课程；

3、云原生技术工程师课程；

4、云原生架构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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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用实训

点用实训是CIO时代旗下专注数字化实操人才培养的独立品牌。点用实训依托CIO时代16年新技术领域培训积

累的师资力量，课程研发能力以及与3000多位CIO学员的深度互动，洞察行业技术趋势和产业技术应用趋势，

聚焦数字化转型新技术，致力于推广新技术应用实践，培养新技术实用人才，助力企业新技术应用落地。

点用实训
新技术工程师

培训项目

大数据分析
工程师

人工智能算法
工程师

云原生应用开发
工程师

云计算平台运维
工程师

人工智能应用
工程师

大数据平台
工程师



关于CIO时代

CIO时代成立于2003年，是由当时北大CIO论坛会长姚乐先生带领

北大CIO论坛骨干创建，也是北大科技园当时在北大校内征集并孵化

的机构。从2005年北大CIO班开班到2015年，CIO时代一直作为北大

CIO班的唯一合作办学单位。CIO时代主要从事CIO培训和各种新技术

应用专题培训。目前，CIO时代与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统

计信息中心、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信息中心、国家烟草专卖局信息中

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等合作有各行业CIO班和

信息化领导干部培训班。

CIO时代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全球战略合作合

作伙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网络教育学院”的联合发起单位。

CIO时代与国际信息科学考试学会（EXIN）进行了国际互认合作，

CIO时代认证培训也得到了EXIN正式认可。

CIO时代与北京大学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同成立北大软件

数字化人才培训中心，由CIO时代姚乐博士担任主任。



刘胜文 • CIO时代研究院院长助理

• 北大软件培训中心主任助理

• 点用实训联合创始人

TKS!     欢迎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