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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云原生定义了云时代应用开发到交付的
最佳路径，让应用完全生于云、长于云，
减轻开发与运维的负担，加快应用开发
速度并简化过程，最大程度发挥云的价
值。企业将业务上云的目的是提高资源
利用率、灵活调用资源，但沿用传统架
构，企业将面临开发运维过程复杂等问
题，非标准化构建的应用也会使厂商间
能力无法共享，导致云的价值无法充分
释放，而云原生恰恰能解决上述问题。

容器是实现云原生的核心技术，具有轻
量、高可迁移性、高弹性等优势。从云
原生与容器的发展历程上看，容器的成
熟为云原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云
原生开源生态的形成，也为容器的迭代
提供了土壤，加速了容器的商用落地，
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据信通院对
云用户的调研数据，仅 10 % 左右的调研
对象未考虑使用容器，容器已得到市场

的认可并广泛投入到业务应用中。数字
经济政策深化，产业数字化进程进一步
推进，容器能够较好赋能企业在不同场
景下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如混合云/多云、
云边及边边协同及在离线混合部署等功
能，未来市场也将进一步扩容。各大云
原生厂商也在不断拓宽自身的开放生态，
多维度打磨自身竞争力，拓宽云原生、
容器产品的市场影响。

本报告旨在明晰云原生与容器的基本概
念，通过对容器行业发展历程的梳理与
行业核心驱动因素的研究，剖析当下中
国云原生厂商容器与产品的竞争与发展
关键。并基于应用、产品及生态三大关
键维度构建厂商竞争力体系，评价主流
厂商的核心竞争优势及综合壁垒，以及
形成对中国市场容器发展情况的客观评
价，为行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建议与启
发。

2021年全球CNCF（云原生计算基金会）会员企业分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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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点

容器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云原生生态，生
态地不断完善也在进一步推动容器的更
迭。在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的
背景下，容器需求将持续提升，云原生
厂商也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报告
将呈现从驱动因素洞察云原生厂商在容
器领域的竞争与发展关键，并推演竞争
格局的逻辑分析过程：

• 驱动因素：现阶段，容器已经获得了
市场的广泛认可，企业投入使用比例
提升，渗透进度良好。整体上，行业
驱动因素主要包含两个层面:（1）需求
端：各类应用场景对容器需求显著，
数字化转型进展顺利、云原生普及度
提高，为容器厂商提供巨大市场空间。
容器在混合云/多云、云边协同、在离
线混合部署等应用场景中扮演重要角
色，此类场景的发展将持续扩大对容
器的需求；（2）供给端：各云服务厂
商共同推进容器商用进度，释放市场
潜力，同时厂商积极拥抱开源与打造
开放生态，为行业整体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云原生生态是容器不断发展的
关键动力，目前厂商积极拥抱技术开
源与产品开放，助力提高中国整体在
云原生生态的影响力，厂商在其中能
较好地打磨产品与拓展市场。

• 行业洞察：“十四五”期间，数字经
济不断推进，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两大建设的持续推进
之下，云原生的发展将持续走强。混
合云/多云、云边协同、在离线混合部
署三大类应用场景将逐步常态化，容
器的需求将显著提高，云服务厂商迎
来良好市场发展环境。在此阶段下，
厂商发展与竞争的核心将在于能否在
相应场景中提供稳定与高性能的产品，
即产品在相应场景的能力，而打磨产

品能力的关键则在于开放生态的建设。
通过在CNCF等主流社区的项目开源，
云服务厂商可以提高自身产品与其他
插件的兼容性以及在社区获取使用反
馈以打磨产品，从而提升产品能力；
拥有被广泛采用开源项目的厂商，其
市场影响力将得到提升，进一步加强
厂商拓展市场的能力。此外，厂商还
能通过打造教育生态与硬件生态提高
自身竞争力。因此，产品能力与生态
能力是考量厂商发展与竞争能力的重
点。另一方面，产品被应用后呈现的
实践案例是提高市场对产品能力认知
的关键，具有大规模与优质实践案例
的厂商将具备更强的市场拓展能力与
竞争力，因此应用能力亦是厂商发展
与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

• 竞争格局：在竞争格局渐趋明晰的过
程中，相关厂商需跨越技术、人才、
资金等壁垒，在容器性能、开放生态、
市场表现三大成功要素上展开角逐。
目前，云原生容器的主要厂商包括华
为云、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京
东云等，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根据
基于应用、产品和生态能力构建的云
原生厂商容器产品竞争力评价模型，
华为云综合竞争力领跑行业，其次是
阿里云和腾讯云，各家企业在细分维
度的表现上内各有千秋。在应用方面，
华为云和阿里云旗鼓相当，在政企数
字化、产业数字化等领域华为云是行
业领跑者，且开始布局卫星等应用场
景；在产品方面，各家产品能力整体
差距较小，华为云在分布式云统一管
控、云边协同和业务混部等性能方面
具备明显的优势；在生态方面，华为
云聚焦生态的打造，积极拓展生态伙
伴，生态繁荣度较其他玩家优势显著。

3



关键发现

云原生指业务应用的设计与构建基于开放、
标准的云的技术体系，是一种全新的软件
开发、发布、运维模式，目的是充分发挥
云的价值。在企业初上云的云化阶段，核
心在于将资源统一与实现资源自动化，业
务应用的构建则仍沿用传统架构，存在着
应用部署发布周期长、开发运维过程复杂
等问题，限制了企业应用迭代速度与业务
创新能力。此外，由于各厂商的基础设施
差异未完全屏蔽，应用无法以标准化的模
式构建，厂商的能力（如商业化增强）难
以实现共享，导致云的价值无法被充分释
放。而云原生则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云原生阶段，凭借基于云原生基础设施
的云原生平台，应用能够以标准化的方式
运行、监控与治理，并可将业务的通用能
力下沉至平台侧，交由云厂商进行管理与
提高，使企业的业务应用具备轻量、敏捷、
高度自动化的特点，应用开发运维过程得
以简化。在云原生平台中，企业通过最大
程度地利用云厂商服务，能够提高资源利
用的效率与灵活度，充分发挥云的价值，
从而更为高效与专注地进行应用开发运维，
进而推进业务应用的发展。此外，云厂商
还能够借助 AI 技术挖掘企业应用数据的
价值，再度赋能企业应用，进一步提高企
业应用迭代速度与业务创新能力。

云原生核心技术解读

• 云原生是充分发挥云价值的最佳路径，让应用“生于云，长于云”，摆脱传统架构的束缚，
而实现云原生的关键是容器。

• 云原生与容器的发展相辅相成，容器的成熟开启云原生时代的大门，而云原生生态的发展也
推进了容器的更迭。

• 容器镜像与编排技术是释放容器价值的关键，容器镜像技术的优化扩充了容器可的发展空间，
而编排技术则是推动容器不断渗透的关键。

云原生的定义

章节一云原生之容器的定义与发展历程

企业 IT 数字化转型的“三阶段两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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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服务器

• 碎片化物理设备管理
• 软件与硬件割裂
• 以“设备”为中心

阶段 2：云化

• 统一云化资源池
• 软件迁移上云
• 以“资源”为中心

阶段 3：云原生化

• 统一云原生基础设施
• 软件云原生架构
• 以“应用”为中心

软件系统

运营支
撑系统

CRM/
ERP

数据库
企业服
务总线

核心业
务系统

企业中间
件平台

其
他

软件系统

运营支
撑系统

CRM/
ERP

云化
数据库

轻量级
服务框架

云化运
维系统

云化中间
件平台

其
他

转变 2：应用自动化

微服务
应用

中间件
应用

AI/大
数据应用

其
他

核心业
务系统

敏捷开
发系统

新型业
务系统

硬件系统

物理
机

交换机 路由器

统一云资源管理

计算池化 网络池化 存储池化物理
机

SAN
设备

NFS
设备

RAID
设备

虚机 虚机 虚机 VPC ELB
块
存储

文件
存储

对象
存储

转变 1：资源自动化

边缘/
IOT应用

云原生平台

云原生应用使能中心

多云/混合云/边云架构

云原生基础设施：以“应用”为中心

应用定义算力 应用定义网络 应用定义存储



云原生五大关键技术的主要作用

服务网格

通过对应用打包和隔离，让应用在不同环境之间轻松

迁移，可以实现秒级部署，同时容器应用易于移植，

一次构建，随处部署。

容器

将应用与通用功能解耦，实现应用轻量

化，使开发者无需关注微服务相关治理

问题，聚焦业务逻辑本身。目前最主要

的开源项目为 Istio

将单体应用拆分多个子应用，每个子应用负

责一组子功能，便于简化与加速应用的迭代

过程，同时也能提高应用可观测性、可容错

性等特性

微服务

部署完成后基础设施不会被修

改。如需更新，则更改镜像构

建新服务以替代旧服务，减少

或杜绝可变基础设施中如配置

漂移、集群配置一致性的问题

不可变基
础设施

减少开发人员工作量，让分布

式系统之间的交付变得简单

声明式 API

云原生
关键技术

云原生的关键技术包括容器、不可变基
础设施、微服务、服务网络、声明式 API
等 ，合理高效的利用这些技术能够构建
容错性好、易于管理和便于观察的松耦
合系统，结合可靠的自动化手段，这些
技术还能使工程师轻松地对系统作出频
繁和可预测的变更操作，有利于企业在
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等新型动态环
境中，开发和运行可弹性扩展的应用。
各技术的定义如下：

• 容器：是一种轻量级、可移植、自包含
的软件打包技术，使应用程序可以在几
乎任何地方以相同的方式运行。开发人
员在自己笔记本上创建并测试好的容器，
无须任何修改就能够在生产系统的虚拟
机、物理服务器或公有云主机上运行；

• 不可变基础设施：是一种基础设施范例，

其中服务器在部署后永远不会被修改。
如果需要以任何方式更新，修复或修改
某些内容，则会根据具有相应更改的公
共镜像构建新服务器以替换旧服务器；

• 微服务：是一种架构风格和设计模式，
提倡将应用分割成一系列细粒度的服务，
每个服务专注于单一业务功能，运行于
独立部署的进程中，服务之间边界清晰；

• 服务网格：是一个专门处理服务通讯的
基础设施层，实践中是一组和应用服务
部署在一起的轻量级的网络代理，并且
对应用服务透明；

• 声明式 API：是一种能够一次处理多个
写操作、具备 Merge 能力的 API，与命
令式 API 对立，无需对请求一个一个实
现。

云原生核心技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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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将应用及其依赖项打包，降低了部
署架构各环节的耦合程度，使应用不受
环境限制，在不同计算环境间快速、可
靠地运行。容器的组成成分包括：应用
程序本身与依赖项，即各种依赖的二进
制文件和库。此外，容器部署的组成成
分中还有容器运行时，这是一种容器隔
离技术的组件，用于保证容器的运行环
境符合预期，如 Docker 容器引擎。

相比于虚拟化部署，容器部署较为关键
的优势在于底层资源占用少、可移植性
高、敏捷度高、弹性高：

• 底层资源占用少：有利于资源充分的
被利用；

• 可移植性高：使开发与运维工作可以
更为高效。开发人员只需要创建或一
次运行环境，打包成容器便可在其他

机器上运行，而运维人员则只需要配
置好标准的运行时环境，服务器便可
以运行任何容器；

• 敏捷度高：轻量级的打包方式使容器
具有更好的性能和更小的规模，可以
快速启动和停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
迭代产品与降低试错成本，如疫情期
间，企业使用容器把握了线上需求的
高速增长；

• 弹性高：容器的扩容可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且由于容器为独立的个体，减
少某一容器节点不影响整个容器系统
的使用。利用弹性优势，企业可以降
低运维成本并实现快速扩容。

目前容器技术仍在不断优化与改进，如
提高隔离性、安全性以及异构性等，从
而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充分发挥其优势。

传统物理机、虚拟化及容器部署模式比较

容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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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档、
容器运行时

APPAPP APP

主机操作系统

APP

虚拟机管理器

操作系统

主机操作系统

APP

支持文档、
容器运行时

APP

特点：实现不同操作系统互通；
方便底层资源上云迁移；按需给
应用分配资源；应用之间相互隔
离方便管理；虚拟机与物理机操
作一致

特点：比虚拟机模式以更快、更
少资源的方式发布软件；对底层
资源占用更少；应用服务通过更
细的粒度进行分配和控制；封装
上仅包含程序代码与必要环境文
件，可移植性高

缺点：封装包含操作系统，单个
虚拟机占用底层资源大；虚拟机
启动等待时间长；封装内容笨重，
可移植性低

缺点：应用共用操作系统内核，
隔离性、安全性较弱（容器未来
发展所需要重点提高的环节）

改进

APP

操作系统

APP

操作系统

不断改进

• API统一：docker、OCI、
CRI、shimv2 等

• 架构简化：dockershim、
containerd-shim、kata-shim
等

• 轻量化：firecracker、rust-
vmm、rust-shimv2 等

• 支持不同级别的资源隔离：
runc、runv、kata、gVisor、
WebAssembly 等

• 支持异构环境和异构资源：
GPU、Ascend、ARM、
offload 等

持续优化

虚拟化部署 容器部署 容器未来发展趋势



容器镜像解决了容器应用对于操作系统的依
赖，但是无法解决容器对操作系统内核特性
的依赖，即容器会被局限在单机范围内，要
充分释放其价值，还需要容器编排技术对容
器进行编排管理，从而构建云化的集群系统。

编排工具让开发运维人员或自动化工具，能
够从镜像仓库中获取镜像，将这些镜像部署
到容器中，并管理正在运行的容器；提供抽
象性，让开发运维人员可以便携地设定某个
镜像运行所需的容器数量、以及每个容器需
要分配的资源，如内存资源、算力资源等，
解决了大规模集群的容器部署、运行、管理
问题。此外，编排工具还负责监控跨主机的
容器资源消耗、作业执行和机器健康状况。

整体上，通过容器镜像与容器编排技术的配
合，容器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容器的实现离不开容器镜像与容器编排
技术。容器镜像将应用运行环境，包括
代码、依赖库、工具、资源文件、元信
息等打包成一种与操作系统发行版无关
的不可变更的软件包，从而避免了对服
务器操作系统的依赖，提高了可移植性；
不同的应用可以共用相同的底层镜像，
加强了容器应用轻量的特性；应用正在
运行时，应用的操作和镜像文件实现隔
离，从而提升应用性能；通过挂载包含
不同配置与数据，单个镜像可以同时运
行无数个不同业务的容器，一定程度上
简化了容器设计的难度，加强了容器的
扩容能力；镜像构建后变成只可读，成
为不可变基础设施的一份子，在做变更
操作的时候，只需用新的镜像进行替代。
此外，镜像的使用可以从内部开发或引
用外部镜像，极大地扩充了容器可以发
展的空间。

容器构架的生命周期

容器镜像示例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

测试和验证

内部镜像仓库 外部镜像仓库

容器编排工具

部署容器的主机 部署容器的主机 ……

镜
像
存
储
与
检
索

容
器
部
署
与
管
理

镜
像
创
建
及
测
试
验
证

基于 Alpine 的镜像

Nginx 镜像 MySQL 镜像

abc.com
config
data

efg.com
config
data

DB1
conf
data

DB2
conf
data

配置与数据

abc.com efg.com DB1 DB2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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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的发展与容器的发展相辅相成。云
原生实际上是云计算行业发展的全新阶段，
目标是摆脱传统架构的局限，让应用“生
于云，长于云”，从而充分发挥云的价值。
容器的发展主要受云原生生态发展的推动，
而云原生时代大门的开启则离不开容器发
展所带来的推力。

容器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技术萌芽期：
容器相关技术与思想在早期已开始萌发，
而在 2004 年开始 Google 开始大规模使用
Cgroups 的容器之后，容器的概念开始具
象，并在 2008 年进入 Linux 内核的主干之
后，为技术的迸发打下了基础。 技术迸发
期：2013 年 Docker 被发明，创新了容器
镜像的应用打包方式，容器能力被逐步释
放，正式打开了云原生时代的大门；2014
年 Kubernetes 的发布推进了容器编排技术
的演进，进一步释放容器可实现的价值。
在这一过程当中，公司在竞争合作之间寻
找平衡，促进了标准规范的诞生，为云原

生生态打好了基础，其中 Docker 带头成
立 OCI 组织解决容器构建、分发、运行问
题；Google 带头成立 CNCF 解决应用管理
及容器编排问题，基于这些关键的规范与
生态的形成，厂商技术可提高的空间也被
拓宽，开始了商用落地阶段。商用探索期：
各大厂商开始推出产品试错，确认客户需
求，使产品具象化。商用拓展期：容器服
务的商业形态与市场趋势已基本确定，厂
商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行产品迭代。
在实现商用的两个阶段，中国云服务厂商
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在这期间，以华为
云、阿里云为代表的头部厂商向 CNCF 贡
献了多个开源项目，如华为云的KubeEdge、
Volcano、Karmada，阿里云的Dragonfly、
Openyurt。此外，华为云联合CNCF、中
国信通院共同成立了全球云原生交流平台
创原会，从标准、技术、实践等多维度推
动云原生生态完善、加速云原生与行业业
务融合，让更多企业快速成长为新云原生
企业，促进云原生产业的繁荣发展。

云计算与容器发展历程互相促进的“双螺旋结构”
云计算的发展历程

2001
VMware为代表的

虚拟化技术

2010
OpenStack 社区成立

（开源 IaaS ）

2015.7
CNCF 基金会宣布成立

22 个初始成员
Kubernetes 成为第一个

CNCF 开源项目

2021.12
CNCF 第 7 年

730 个成员
100 个开源项目

2004 - 2007
Google大规模使用容器

（Cgroups）技术

2008
Cgroups 合并进入 Linux

内核主干

2013.3
开源 Docker 项目发布

2017 - 2018
Google、华为云、阿里云
开始推出容器服务，如
Google GKE ，华为云

CCI/CCE，阿里云
ACK/ASK/ECI等

2019 到现在
行业进入商业拓展阶段，
技术持续升级，厂商产品
能力不断提升，如Google

Cloud Sandbox，华为云
Stratovirt，阿里云 Cloud

Sandbox等

云
原
生
时
代

传
统
云
计
算
技
术
时
代

2017.7
CNCF 成立 2 周年

170 个成员
14 个开源项目

2006
AWS 推出 EC2 服

务（IaaS）

2011.4
第一个开源 PaaS 平台

CloudFoundry发布

1979 - 2003
容器雏形形成（Chroot，

Jail/zone 等）

2014.6
Google发布 Kubernetes

开源项目

技
术
萌
芽
期

技
术
迸
发
期

商
用
探
索
期

商
用
拓
展
期

2000
非虚拟化硬件

2015
Docker带头成立 OCI

Google带头成立 CNCF

2020
华为云联合CNCF 、中国

信通院成立创原会

容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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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0% 20% 40% 60% 80%

生产

开发

测试

概念验证

（POC）

2020 年

构建应用程序主要有概念验证、测试、开发、
生产四个环节。据 CNCF 数据，中国 94% 的
调查对象至少在一个环节当中使用容器。
2020 年在生产环节投入使用容器的对象的比
例较 2018 年已增长了 240% ，2021 年该比例
依旧维持稳定增长。整体上，使用容器的调
查对象比例大幅度提升、未考虑使用技术的
调查对象比例较低，反映出较强的需求。

行业发展进展：云原生与容器市场认可度提高

• 产业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企业上云进展良好，云原生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中国云原生生
态整体影响力提高，为容器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 混合云/多云、云边协同、在离线混合部署三大场景将成为行业常态，容器能够较好地满足
这些场景对于统一部署和管理等需求，促进三大应用场景的发展。在“十四五”深化数字
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下，三大场景的需求将持续扩大，厂商在其中竞争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
高产品在具体场景的能力、生态能力与争取获得实践案例将产品能力具象化。

章节二云原生之容器的驱动因素与行业洞察

在技术持续发展，容器商业拓展不断取得
进步的环境之下，云原生的渗透率已经实
现大幅度的提升，技术价值也已在需求端
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得到验证，愈来愈多的
企业开始将建设的重心转移至云原生。据
信通院对中国云原生用户的调查显示，有
9% 的用户表示，用于建设云原生技术的
费用占 IT 总体费用的 50% 以上，而占比
在 10% - 50% 也已达 35 %。

构建应用的各环节计划或正在使用容器的用户
比例

28%

28%
25%

10%

9%

5%以内 5%-10% 10%-30% 30%-50% 50%以上

计划未来使用 正在使用

容器采纳情况

76%

14%

10%

已投入使用 正在进行评估考虑 未考虑使用

云原生技术建设费用占总体 IT 投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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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中国公有云整体市场规模在产业数字化转
型等因素的促进之下呈爆发式增长，反映
出中国云计算行业较强的发展态势。从结
构上看，受企业上云对基础设施投入加大
所推动，IaaS 规模占据了整体市场规模的
70%，体现出云化发展进程的以“资源”
为中心的现状，同时 SaaS 与 PaaS 的规模
也在持续扩大。从市场规模增速上看，
SaaS 一直保持在高位，且在新冠疫情的影
响下企业业务大规模转到线上，SaaS的市
场规模在 2020 年大幅度提高； PaaS 也受
到数据库、微服务等服务的日益成熟影响，
保持在较高水平。两大细分市场规模增速
维持在高水位，以“应用”为中心的云计
算发展趋势凸显，即云原生。

此外，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展良好，为云原
生带来较强的需求。在与数字原生的电商、
文创等行业引领用云量规模的同时，传统
行业包括制造、政务、医疗等皆呈现较强
的增长态势，上云潜力正在快速释放。

数字原生的互联网和信息服务行业，天生
与数字化密不可分，对于云原生有天然需
求，因此这些行业使用云原生的用户占比
较大，但 2021 年该比例受疫情影响相较
于 2020 年有所下滑，传统行业（如金融、
制造、电信、能源等行业）用户占比在
2021 年保持提升，显现出产业数字化转型
对于云原生需求的带动，容器作为云原生
关键技术，其需求将受益提高。

中国公有云细分市场规模预测

需求端驱动因素：数字化转型带动云原生需求

中国云原生用户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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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信通院，沙利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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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上云进程加深，单一公有云已难
以支撑企业对于安全合规、成本优化、容
灾备份和避免云厂商锁定等日益复杂的需
求，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混合
云或多云的架构，即同时使用私有云与公
有云或使用多家云厂商的公有云服务。在
云原生用户的调查中，74% 的用户正使用
或计划使用多云或混合云架构，呈现出市
场较强的需求。

基于弹性高、屏蔽基础设施差异性的能力
强等优势，结合容器的混合云或多云解决
方案能够较好地满足企业的需求。以
Kubernetes 为代表的开源编排工具可以兼
容不同云厂商基于该工具建设的云服务，
提供统一的方式来部署和管理应用程序，
降低部署的难度，同时便于维护的能力也
能提高业务的稳定性。

在混合云的部分应用场景中，容器能通过

生成自动化交付的镜像，避免业务部署的
人为因素风险，提高交付效率，同时能够
在灾难发生后按需启动资源，降低灾难出
现前的成本投入；利用屏蔽环境差异的能
力，容器可帮助企业构建以私有云为数据
集中中心，满足数据安全与合规的要求，
同时让数据能够在不同云平台自由流动，
提高数据分析的能力。

多云与混合云部署现状

需求端驱动因素：利用容器可降低构建多云/混合云复杂程度

混合云容灾备份示意图 混合云数据分析示意图

生产端

容灾端

数
据
同
步

生
成
镜
像

应用1 应用2 应用3

DB

Instance

DB

Instance

DB

Instance

应用1 应用2 应用3

DB

Instance

DB

Instance

DB

Instance

按需启动

应用镜像

云平台1 云平台2

应用1 应用2

DB

Instance

DB

Instance

应用3 应用4

DB

Instance

DB

Instance

Fortress Fortress

IAM IAM

私有云

数
据
抽
取

数
据
汇
聚

企业级数据平台

38%

28%

18%

26%

使用混合云
使用多家公有云
未来计划使用多云/混合云
没有使用多云/混合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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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物联网等业务应用对于算力快速
响应等需求，边缘计算应运而生。边缘
计算主要是能在物理距离上更靠近业务，
从而满足更低网络延迟与更高带宽的需
求，弥补了云计算集中式计算的局限性，
结合使用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可降低集中
计算的成本，同时能够更好地应对逐渐
丰富的应用场景与逐渐复杂的场景内容
所带来的需求。而两者的融合则需要达
到云边一体化运维协同，加强整体运维
能力。通过使用容器可以推进云边融合
进程，同时也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受规模限制，边缘计算的资源稀缺，利
用容器部署可降低资源占用量，提高边
缘侧资源使用效率。在运维与管理方面，
可利用容器开源编排工具进行云与边的
统一部署与管控，并提高自动化程度，
丰富了运维手段与运维能力，从而能够
帮助企业提升业务效率。

应用业务类型可分为在线业务与离线业
务，在线业务通常是处理用户请求的服
务，对于实时响应要求高、延时敏感，
离线业务的特征则是相反，将两者进行
混合部署可以充分利用底层资源。在以
“资源”为中心的时代，不同的业务会
使用分开部署在不同的资源池，避免业
务之间争抢资源影响服务质量，但是由
于很多应用业务的高峰期集中在部分时
段，普遍存在空闲周期过长，导致总体
资源利用率较低。此外，为保证服务质
量，资源一般会过量供应，导致资源冗
余。容器能够在同一资源池中将不同优
先级、不同波动周期的应用业务统一管
理与调度，保证在线业务能够及时获取
资源以保证服务质量，同时也能将空闲
资源调用至离线业务，提高总体资源利
用率，从而满足企业对于高资源使用效
率的需求。

需求端驱动因素：利用容器可提高业务与资源使用效率

利用容器实现离线业务与在线业务的混合部署

利用容器可解决边缘计算与云边协同的挑战

业务类型

离线业务 在线业务

特征：运行时间
短，资源使用密
集，可容忍较高
时延

特征：运行时间
长，服务流量呈
周期性，对服务
SLA 要求高

具互补性

混合部署

意义：解决分开部署
与预留资源导致资源
浪费的问题，提高总
体资源利用率

容器

云计算 边缘计算

将可伸缩、弹性、共
享的算力和虚拟资源
池以按需自服务的方
式供应和管理

将主要处理和数
据存储放在网络
的边缘节点

小规模分布式计
算形式

大规模集中式计算形
式

面对数据处理量大和
周期长的业务

面向对响应速度
和网络质量要求
高的业务

定义

特征

场景

容器

自身挑战云边协同的挑战

提供统一部署与管理的能力

提供轻量化部署能力

统一运维

资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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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25%

2.50%

3.75%

5.00%

6.25%

7.50%

8.75%

10.00% 即时通信

短视频

网络直播

网络购物

网络新闻

网上外卖

利用容器除了能够满足上述具体应用场
景需求以外，企业还能凭借其高弹性的
优势，按需调用资源，从而降低业务应
用的资源投入与运维所带来的成本。企
业可以通过使用容器相关的云服务，无
需提前预估容量与业务流量，按需扩容
应对业务突发流量，比如说，电商在双
十一购物狂欢节面对的交易量、快递量
较平时会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实际的流
量情况在当天活动进行时才能确定，若
流量高于预期，可通过使用容器的云服
务扩充容量；若低于预期，则可缩减容
量减少空置费用。

除了应对突发情况，容器弹性高的优势
还能帮助企业降低日常业务运维的成本。

在手机用户较常用的六类应用程序中，
网上外卖、网络直播、短视频的使用高
峰较为明显，以网上外卖为例，应用使
用高峰集中在午饭与晚饭时段，其他时
段的用量则较低。对于供应这类应用的
企业而言，可通过使用容器，根据日常
业务负载弹性地提供算力资源，从而降
低空置算力资源带来的额外成本。

以上所提及的应用程序涉及行业皆为数
字原生的行业，而在数字化转型的趋势
之下，传统行业如金融企业的应用程序
的业务也将不断发展，对于容器的需求
也将逐步提高，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的
整体需求。

需求端驱动因素：容器的高弹性可为企业业务应用降本

六类应用使用时段分布

弹性算力供给

网上外卖时点并发访问量

固定算力供给情况下的空置算力

以网上外卖应用程序为例的算力资源按需供给示意图

6点 15点14点13点12点11点10点9点8点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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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供应容器云服务的核心厂商包括综
合云服务厂商与专业云计算厂商，两类
厂商的竞合共同为容器的快速渗透打下
基础，共同释放了市场的潜力。

综合云服务厂商拥有云计算领域的丰富
资源，凭借自身公有云业务优势，在公
有云领域提升市场对容器的认知；专业
云计算厂商则专注私有云领域，提供精
细的定制化服务，提高容器在私有云领
域的渗透程度。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综
合云服务厂商也有私有云服务，两者存
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在向行业整体
普及容器的层面上，两者则是互补关系，
双方共同提高了行业的认知，且能够更
好地满足行业整体的需求，扩大了容器
的商用规模。

供给端驱动因素：云厂商共同推进商用进度，释放市场潜力

主要优势

国内综合云服务厂商与专业云计算厂商提供容器产品的优劣势

部分专业云计算厂商自 2015 年以来的融资情况

综合云服务厂商 专业云计算厂商

主要劣势

主要优势

主要劣势

• 具有较多大规模云原生化应
用场景的资源与经验

• 底层资源能力较强，可增加
产品稳定性

• 产品具备定制化能力，但整
体业务主要偏向于标准化

• 能用于定制化的人力等资源较多，
能够较好地满足私有云需求

• 与综合云服务厂商相比，维持大
规模部署的经验较少，能力较低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天使轮

A轮

B轮

B+轮
投资方：京东

C、C+、D轮
投资方：京东

等

E轮

B轮

C轮

C+、C++轮

股权投资、
D+轮

天使轮、
A轮

A+轮

战略投资、B轮
投资方：阿里

巴巴等

B+轮
投资方：阿里

巴巴等

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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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启信宝，沙利文整理



过去过去5年Kubernetes 社区贡献度前十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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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开放的生态能够使开发者愈发便捷
地对应用进行开发，云服务厂商也能够
更好地改进容器产品，这也是充分发挥
云原生价值与推动容器发展的关键。云
原生开源生态的建立拓宽了技术可拓展
的空间，也带动容器产品的快速发展。

现阶段，厂商积极拥抱开源生态，中国
云原生开源生态呈逐渐壮大的趋势，而
开源是云原生与容器发展的关键，在良
好的开源环境之下，厂商具有较好发展
基础。2021 年云原生的核心组织 CNCF
的开源项目中，中国贡献的项目达 25 个，
占总项目数的 20%，在全球排名第二，
其中包括华为云的 KubeEdge、阿里云的
Dragonfly、 百度云的 BFE、 腾讯云的
Tars 、京东云的 ChubaoFS 等等，其中华
为云在过去 5 年 Kubernetes 社区总贡献
度排名前十，为提高容器性能与产品能
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基于华为云容器
在应用、技术及生态方面的经验积累，
华为云于 2022 年 6 月开源了业界首个分
布式云原生开源套件 Kurator，该套件整
合了 Karmada、KubeEdge、Volcano、

Kubernetes 等业界主流开源技术，可快速
实现线上线下以及多云的云原生集成，
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地推进云原生生态建
设，赋能华为云在业界繁荣的开源生态
布局。此外，阿里云也贡献了多个开源
项目，部分项目也被大量采用，呈现出
一定的影响力。在 CNCF 的技术监督委
员会（TOC）贡献者的 20 位成员当中，
超半数成员来自中国厂商，TOC 是管理
CNCF 的云原生社区的重要组织，多成员
参与到其中反映出中国整体在云原生生
态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厂商积极推动开
源生态发展使中国云原生与容器的开源
影响力不断提高。

除开源生态之外，厂商还保持开放的心
态打造教育协同、产业协同的生态，包
括积极拓展外部合作伙伴，如与高校合
作以加强人才对于厂商产品的认识等等；
提高自身产品与其他厂商硬件的适配性，
在加强产品能力之余，还能与硬件厂商
协同发展。通过多维度开放生态的打造，
云服务厂商不仅能巩固自身的竞争力，
云计算行业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供给端驱动因素：中国云原生生态影响力提升推动容器发展

单位：万个

部分国内厂商在 CNCF 贡献的开源项目

Karmada、KubeEdge、Volcano

Dragonfly、OpenKruise、OpenYurt

Chaos Mesh、TiKV

TARS、SuperEdge

ChubaoFS

BFE

开源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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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NCF，沙利文整理
注：数据截止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



贯穿中国“十二五”及“十三五”阶段，
数字经济一直是重点发展规划，“产业
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内涵，中国各政府部
门也为推动其发展不断出台多项政策。
进入“十四五”规划发展阶段，中国数
字经济体系的建设也在持续深化，产业
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
快。

云计算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提供算
力等资源的基础设施，是推进产业数字
化的基础，更是实现数字产业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十四五”发展规划也将云
计算列为“国家战略科技量前沿行业”。
2022 年 2 月，为进一步巩固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建设，“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
动，其目的在于提升中国整体算力水平，
实现算力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以及能源
使用效率。通过政策的引导布局，将充
分调动国家、社会资源，更好的推进云
计算行业的发展。

同时，“十四五”规划在“十三五”期
间良好的发展成果上，提出继续大力推
动企业上云，产业数字化建设的加快也
将保障云计算的需求基础。作为云计算
全新发展阶段的云原生，将在“十四五”
期间迸发新的活力。

行业洞察：政策不断深化，云原生将持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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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利文整理

着力研发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领域
关键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加

快培育新业态和新模式

2016.12 国务院发布《“十三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推动企业利用云计算加快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推
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模

2018.7 工信部发布《推动企
业上云实施指南（2018-

2020年》

提出“筑基础”、“搭平台”、
“促转型”、“建生态”、
“兴业态”、“强服务”六个

工作的主要方向

2020.4 发改委发布《关于推
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
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加速传统数据中心与网络、云计算融合发展，
加快向新型数据中心演进，构建以新型数据
中心为核心的智能算力生态体系，发挥对数

字经济的赋能和驱动作用

2021.7 工信部发布《新型数据中心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行普惠性“上云
用数赋智”服务，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
降低技术和资金壁垒，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实施“东数西算”工

程，推进云网协同发展

2022.1 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

2011 – 2015
“十二五”规划

将云计算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和新兴业
态加以扶持，并将物联网和云
计算工程作为中国“十二五”
发展的二十项重点工程之一

2016 – 2020
“十三五”规划

制定网络强国战略工程实施纲要，
以系统思维构建新一代网络技术
体系、云计算体系、安全技术体
系以及高端制造装备技术体系

2021 - 2025
“十四五”规划

将云计算作为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前沿行业，是国家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新型产业之一

云计算产业被明确为未来高技
术服务业的主角

2011.12 发改委、工信部等发
布《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的指导意见》

将云计算定位为构建国家级信
息基础设施、实现融合创新、
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和重

点发展方向模

2012.5 工信部发布《通信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

提出增强云计算服务能力、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探索电子政务云
计算发展新模式、加强大数据开
发与利用、统筹布局云计算基础
设施、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的六项

主要任务

2015.1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
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

产业新业态的意见》

“十二五”、“十三五”及“十四五”期间部分云计算相关政策



现阶段，企业上云进展良好，在“十四五”
规划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
为满足应用业务发展的需求，混合云/多
云、云边协同、在离线业务混合部署的需
求将持续加强，规模也将持续提升，三类
场景将成为使用云的常态。容器在这类场
景中提供统一部署和管理、高弹性等能力，
从而帮助企业降低部署难度、提高资源使
用与业务的效率，实现降本增效，在云原
生解决方案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
云服务厂商而言，其产品在这些场景的性
能也将直接影响其容器产品市场影响力，
而这也是决定厂商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

目前，各大云厂商通过自身的开源项目布
局，补充 Kubernetes 无法高效达到的能力，
不断完善旗下产品在各类场景中的表现，
是厂商发展规划的重点：华为云开源项目
KubeEdge 能够解决直接应用 Kubernetes
在边缘侧时的网络波动、异构设备管理等
问题，Volcano 项目则能优化混合部署场

景中的调度方式，进一步提升容器集群资
源使用率；阿里云开源了多个项目，其中
OpenYurt 能够提供边缘自治的能力，满
足边缘容器在断网或弱网状态下保证业务
持续运行的需求；腾讯云牵头发起的
SuperEdge 项目实现云端对边缘端的管理
和控制，简化应用从云端部署到边缘端的
过程；百度云开源 Baetyl 项目着力解决云
上普通应用及 AI 应用与边缘进行同步。
此外，京东云的 ChubaoFS 为云原生应用
提供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持久化存储方案，
能够成为混合云/多云场景的插件，提高
应用能力。

通过建设更为开放的生态，厂商可以打磨
自身产品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自身产品与
其他组件或插件的兼容性，进一步提高产
品能力与影响力，提升厂商市场拓展能力，
而拥有大规模场景应用案例的厂商则将能
更好地提升市场认知，加强产品的市场表
现，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

行业洞察：混合云/多云等成为常态，容器作用凸显

容器需求动力与容器厂商发展与竞争核心的示意图

云边协同

混合部署混合云/多云

容器应用场景

打好发展基础

推动场景进一
步发展

提高容器市场需求

“十四五”规划深化数字经济
发展

企业上云进度良好 厂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生态能力 实践案例

产品能力

发展与竞争的核心

来源：各公司官网，沙利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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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容器市场关键成功因素分析

应用能力：市场表现

2.1

• 制胜中国云原生容器产品市场成功关键因素有三，即容器性能、开放生态和市场表现。用
户需求的满足直接取决于容器性能的丰富与强大与否，反映为厂商的产品能力；生态的开
放则能扩大云厂商可触达的市场，主要体现为企业的生态能力；市场表现则决定产品影响
力与用户接受度，可呈现为厂商的应用能力。

• 在竞争格局渐趋明晰的过程中，相关厂商将在三大成功要素上展开激烈角逐。其中，华为
云不仅具备深厚的容器积累，在云原生开放生态方面亦存在极强的竞争优势。

关键发现

产品能力：容器性能

生态能力：开放生态

社区生态

在全球主流开源社区中享有一定影响
力

普遍具备外部异构计算硬件CPU、
GPU等的设配与兼容

能够广泛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
及教育机构形成合作教育生态

硬件生态

基
本
性
能

协
同
性

实现分布式云的统一管控，云边、边
边的协同性等

容器运行时的安全保障

服
务
支
持

安全性 日常运行时的监控与运维

• 白金会员
• 中国唯一创始会员

• 白金会员

行业解决方案的覆盖

• 政务
• 医疗
• 交通
• 金融

• 互联网
• 制造
• 卫星
• … 基本形成全行业覆盖

垂直应用领域的纵深 产品的用户接受度

• 定位为“联结产
业供应链的数智
化金融云”

证券

银行

基金

……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

产品的影响力

工程师团队服务、售后专家支持等

— KubeEdge

— SuperEdge

解决K8S在边缘侧时的网络
波动、异构设备管理等问题

— Volcano 优化混合部署效率

云边协同管控；

简化云端到边缘的部署

CPU算力的卸载情况

网络时延情况

容器的存储IO等性能

批量创建等性能

• 7*24h多渠道
服务支持

• 云业务全流程
专家服务支持

• 7*24h多渠道
服务支持

• 全周期专业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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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三中国云原生容器主要厂商竞争力评价

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应用能力

中国市场应用覆盖 30%

行业应用广度 40%

行业应用深度 30%

产品能力

性能

算力性能

20%
网络性能

存储性能

调度、批创性能

分布式云统一管控能力
多云、混合云资源统一管控能力

20%
跨集群资源协同能力

云边协同能力
云边、边边协同能力

20%
轻量边缘设备接入管理能力

业务混部能力
不同业务混部能力

10%
混部业务之间的干扰情况

安全性 容器运行时安全 10%

监控运维能力

监控指标

10%日志采集和展示

异常告警

产品支持力度

文档和使用教程描述清晰程度

10%
是否提供专家服务支持

是否有售后工程师团队

是否有第三方授权售后服务

生态能力

社区生态繁荣度 40%

教育生态繁荣度 30%

硬件生态繁荣度 30%

• 应用能力：中国云原生厂商容器产品
的市场应用覆盖范围越广，市场份额
越大。此外，云原生容器产品的应用
行业数量越多，则证明行业应用广度
大，细分应用场景应用越深，则证明
行业应用深度大，说明企业产品在各
场景均被广泛应用，市场对该厂商云
容器产品的接受度高。

• 产品能力：主要从云原生容器产品性
能、分布式云统一管控能力、云边协

同能力、业务混部能力、安全性、监
控运维能力、产品支持力度多个评价
维度衡量中国云原生厂商的容器产品
能力。

• 生态能力：主要从社区生态繁荣度、
教育生态繁荣度、硬件生态繁荣度这
三个维度来评价中国云原生厂商在容
器方面的生态能力。生态能力越强，
则证明该厂商云容器生态合作、产业
协作能力越强。

三方维度诠释主要厂商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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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能力：在各行业场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色块区域越多代表容器产品的场景
应用能力越强

◼ 产品能力：云容器安全性、技术复杂度、产品支持力度等情况——色块区域越多代
表产品性能、表现越好

◼ 生态能力：生态活跃度和生态繁荣度——色块区域越多代表生态合作、产业协作能
力越强

沙利文

应用能力

产品能力

生态能力

能力满分：5

• 本报告将根据最终评价的云原生容器在应用、产品、生态能力三个维度的综合表现对比主
流云计算厂商在云原生容器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表现

20

腾讯云： 4.1

华为云:

◼ 应用能力：5.0

◼ 产品能力：4.9

◼ 生态能力：4.2

4.7

◼ 应用能力：4.9

◼ 产品能力：4.7

◼ 生态能力：3.7

◼ 应用能力：4.6

◼ 产品能力：4.5

◼ 生态能力：2.9

百度云:

◼ 应用能力：4.6

◼ 产品能力：4.4

◼ 生态能力：2.6

4.0

阿里云: 4.5

京东云:

◼ 应用能力：4.3

◼ 产品能力：4.3

◼ 生态能力：2.4

3.8



华为云多年来致力于云原生技术推广，早
在 2014 年就加入 K8s 社区，次年作为创
始会员之一参与发起成立 CNCF 基金会，
2016年推出国内首个K8s公有云容器服务
云容器引擎CCE，并于次年发布国内首个
Serverless K8s服务云容器实例CCI，同时
在开源社区发起并领导多个项目帮助各行
业落地、实践云原生技术。处于CNCF 孵
化 阶 段 的 Volcano 和 KubeEdge 补 齐 了
Kubernetes 在面向 AI、大数据、高性能计
算等批量计算任务调度编排的短板，将
Kubernetes原生容器编排和调度能力拓展
到边缘；向下支持鲲鹏、昇腾、X86 等多
元算力，向上使用TensorFlow、Spark、华
为MindSpore等主流行业计算框架，让用
户充分享受云原生技术所带来的高效计算
与极致体验。

云原生之容器厂商介绍

华为云：在“硬件开放、软件开源”的理念下成为成长最迅速的一朵云

华为云提出的云原生 2.0 架构及价值主张

K8s 开源，华为开始参与到 K8s 社区

K8s 1.0 发布，华为作为创始人联合创立CNCF 基金会

• 发布裸金属容器 1.0
• 获得国内唯一首届 Kubernetes 指导委员会席位
• 云容器引擎CCE通过全球首批“Kubernetes 软件一致性认证”
• 发布国内首个Serverless K8s服务—容器实例CCI

• 发布全球首个云原生边缘平台—智能边缘平台 IEF

• 发布容器多云&混合云解决方案，全球首发
• 发布商用版 Istio 网格服务—应用服务网格 ASM
• 发布首个云原生智能边缘项目—KubeEdge

• 发布首个云原生批量计算项目—Volcano
• 联合CNCF、信通院成立创原会
• 首次提出云原生2.0理念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国内首个K8s公有云服务—云容器引擎 CCE

华为云容器产品发展历程

价值主张：云原生2.0，让企业应用生于云、长于云、立而不破，每个企业都能成为新云原生企业

◆ 繁荣生态 ◆ 共享经验

◆ 值得信赖◆ 创新技术

混合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

技术即服务

经验即服务

业务智能

极致体验 应用敏捷

数字内容生产线
MetaStudio

数据治理生产线
DataArts

AI开发生产线
ModelArts

软件开发生产线
DevCloud

行业使能

政务

教育

公路 金融 工业 煤矿

供热

电力

关键举措
基于云原生2.0，企业突破新增长、跨越新周期

以云原生的思维践行云原生，全数字化、全云化、全智能化，一切皆服务资源高效

极致体验
万物互联

应用敏捷
业务智能

安全可信

行业使能

价值支撑

擎天架构瑶光分布式云
操作系统

软硬协同
系统

• 发布首个多云容器编排项目—Karmada

万物互联

IoT数据分析

IoT行业生态工作台

IoT设备接入

……

资源高效

分布式云原生
UCS

云原生服务中心
OSC

云容器实例
CCI

云容器引擎
CCE

安全可信

数据加密
DEW

云防火墙
CFW

企业主机安全
HSS

Web应用防火墙
WAF

全栈专属云 公有云 近场边缘 现场边缘
（华为云Stack） （专属Region） （中心Region） （智能边缘云IEC） （智能边缘小站IES、智能边缘平台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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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容器厂商介绍

华为云：在“硬件开放、软件开源”的理念下成为成长最迅速的一朵云

GoCloud

构建 Offering
4 大伙伴
支持平台

赋能与认证
10 大类

28 个认证

积分卡
成功案例

GrowCloud

加入伙伴计划 交易角色 激励

Huawei Cloud 
Partner Network

One Partner ID

软件合作伙伴

数字化转型咨询与

系统集成商

服务合作伙伴

学习与赋能合作伙伴

硬件设备合作伙伴

总经销商

2 个合作框架

1 个身份

6 种角色

GoCloud：鼓励合作伙伴调用华为云能力，培育发展更多能力伙伴（Competency），帮伙伴在云上创造更多价值（Offering）
GrowCloud：帮助合作伙伴扩大客户覆盖，扩大销售，加速增长

华为云容器产品商用实践案例及其效果

针对华为商城的例行化抢购场景，把抢购云集群部署在 CCE 云
容器引擎上，通过容器的快速部署特性，在 1 分钟内新增 300
个容器，并提供 DDoS 防护和专属带宽保障，应对高并发抢购

基于华为云容器引擎 CCE，深交所打造高效的云
原生基础设施和统一的计算与存储资源池，将信
创与云原生技术相结合，提升基础设施的自动化
运维程度、资源利用率和分配效率，将现有应用
升级为云原生架构，提升 OA 等应用系统交付效率

美图将业务底座升级为云原生基础设施，实现
性能、弹性伸缩能力的极大提升，并通过云数
据库+存算分离大数据的专属组合解决方案，将
7 大业务模块平滑顺利迁移至华为公有云，实现
了数据库&大数据性能的极大提升和稳定运行

华为云CCE Turbo采用独创的容器直通网络，让两层网络变
成一层，端到端连通时间缩短一半，有效支撑业务秒级扩容
千容器，帮助新浪30秒扩容8000核，平稳应对流量浪涌。

华为商城VMALL

深圳证券交易所美图

华为云容器引擎 CCE 提供高可靠高性能
的企业级容器应用管理服务，面向云原生
2.0 时代打造 CCE Turbo 容器集群，以
24.3% 的市场份额占据中国容器软件市场
第一。华为云容器实例 CCI 提供基于

Kubernetes 的 Serverless 容器服务；并提供
丰富客户业务的多种算力资源；华为云容
器在计算、网络、调度全面加速，促进企
业应用创新。

华为云聚焦生态的打造，除了打造开源生
态以外，还积极拓展生态伙伴，协力推动
行业发展。华为云联合 CNCF、中国信通
院及业界云原生技术精英，共同建立创原
会，旨在通过探索前沿云原生技术、共享
产业落地实践，共创云原生与业务融合的
无限可能。此外，华为云还拥有 38000 多

家生态合作伙伴，汇聚 302 万开发者，云
市场上架伙伴应用数量超 7400 个。

“黑土地”底层生态再次进化，华为云发
布新生态伙伴体系，以能力为中心，含一
个伙伴身份（HCPN）、两个合作发展框
架（GoCloud、GrowCloud）、六种角色。

华为云实现共创、共享、共赢生态的合作伙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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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实践是提高产品技术、加强市场认
知、提高公司在市场影响力的关键，而
阿里巴巴集团拥有大规模业务应用场景
为阿里云积蓄产品能力与市场影响力带
来了显著的优势。为了提高集团业务应
用能力，阿里云从 2011 年便开始在内部
使用容器，并于 2015 年开始对外开放技

术。在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与云原生生
态顺利发展的助力之下，2019 年，阿里
云的容器产品支撑了具有大规模且复杂
应用场景的双十一顺利进行，向市场展
示了公司产品的能力。基于集团业务积
累的技术与实践向市场展现的实力，公
司具备显著拓展的市场能力与影响力。

阿里云的容器产品家族

阿里云：积蓄多年云原生实践经验，积极推动容器发展的关键厂商

Serverless Kubernetes （ASK）

计算
ECS、EBM、FPGA、ECI

镜像服务
ACR安全

RAM、云安全中心

存储
EBS、NAS、CPFS、OSS

网络
VPC、ENI、SLB、DNS、RDMA

公有云 边缘计算
ACK@Edge

专有云
企业版、敏捷 PaaS 版

服务网络
ASM

Kubernetes Service （ACK）

可观测性
（日志、监控、追踪、告警）

安全管理
弹性/成本

优化
多云/混合

云
异构算力调度

自动化、智能
化运维体系

微服务

Apache Dubbo Spring Cloud

有状态应用

MySQL RocketMQ

大数据、智能应用

Apache Flink Tensorflow

创新应用

区块链 IoT

业务所
需能力

阿里巴巴云原生实践历程

自主研发

互联网中

间件

2006

• 淘宝和天猫

合并建设业

务中台，三

大中间件核

心系统上线

• 阿里云成立，

自研飞天操

作系统

2009 2011

T4 项目启

动，容器调

度技术开始

支撑集团在

线业务

2013

淘宝最后一

台小型机下

线，自研飞

天操作系统

全面支撑集

团业务

2017

实现规模化

混合部署，

底层资源池

统一，支撑

百万级规模

电商交易

2019

阿里巴巴

核心系统

100% 上

云，百万

容器支撑

双十一

至今

• 云原生升级为阿

里技术新战略。

阿里巴巴核心系

统全面使用云原

生产品支撑大促

• 阿里云原生技术

全面升级，Ser-

verless时代开启

2015

云原生技术

全面商业化，

容器对外开

放

阿里云在中国与全球云计算市场处于领
先水平，基于其市场影响力与技术能力，
公司形成了深厚的云原生经验积累与丰
富和成熟的容器产品。阿里云容器产品
家族以构建在阿里云基础设施上的 ACK
和 ASK 为核心，为客户提供标准化接口、
优化的能力和简化用户体验，同时提供

众多业务所需的必备能力，如多云/混合
云、异构算力调度等，而 ACR 则能够助
力企业高效管理 Docker 镜像等应用资产。
此外，在前文供给端驱动因素中能看到
阿里巴巴投资专业云计算厂商投资的身
影。集团整体利用自身能力与资本的力
量积极推动云原生与容器行业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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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在 CNCF 中开源了多个项目，其中
Dragonfly 项目处于较为成熟的孵化阶段，
成熟度高意味着云原生与容器产品的易用
性与安全性等基础能力能够较好地受到提
高，让用户更好地应用云原生的技术。同
时这些开源技术的普及度提高，还能为云
原生生态的持续发展和演进、容器的提升
提供至关重要的牵引力。

沙箱阶段项目能够得到 CNCF 投入资源
（包括运营、市场、技术指导等）较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正式的 CNCF
项目，因此，升级至孵化阶段与毕业阶段
是推动项目发展的关键。阿里云主导了多
个沙箱阶段的项目，以 OpenYurt 为代表
的项目正快速迭代中。借助公司产品能力
与市场影响力，公司将有望较好地推动项
目发展，进而反向提升前述的两大能力。

孵化阶段项目
沙箱升级至孵化的部分要求：

• 有足够健康数量的贡献者
• 展示项目在持续进行、良好的

发布节奏、贡献频率

阿里云云原生全景的开源与生态布局

沙箱阶段项目
等级基本要求：项目至少有 2
个 TOC 成员赞成

阿里云在 CNCF 主导的主要开源项目

项目成熟度：毕业 > 孵化 > 沙箱

基于公司沉淀多年云原生实践与丰富和
成熟的产品能力，阿里云持续加深开源
与生态的布局，并结合这四大维度进一
步提升云原生技术战略地位。在开源方
面，公司积极拥抱开源，在自主开源之
余还向多个云原生相关社区贡献开源，

为积蓄自身影响力埋下种子；同时联合
生态方面的布局，包括在技术布道上与
CNCF 开发《CNCF x Alibaba 云原生技
术公开课》、自主发布首本《云原生架
构白皮书》，为推动行业云原生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

阿里云原
生全景图

云原生
产品家
族

云原生
实践

云原生
开源

云原生
生态

自主开
源

贡献开
源 生态伙

伴

开发者

应用开
发与部
署标准

Spring
社区

Reactive 
社区

CNCF
社区

Apache
社区

丰富的
工具生
态

大赛

培训
认证

技术
布道

毕业阶段项目
孵化升级至毕业的部分要求：

• 获得 CII 最佳实践徽章
• 至少有两个组织的贡献者

阿里云：积蓄多年云原生实践经验，积极推动容器发展的关键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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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作为支撑应用运行的重要载体，为应
用的运行提供了隔离和封装，成为云原生
应用的基础设施底座。
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是基于原生
Kubernetes，结合腾讯云的基础设施打造
的，涵盖发布管理、容器编排等多项完善
能力，目前客户覆盖电商、金融等各大领
域，总计部署容器超过 320+ 万个。弹性
容器服务 EKS 则提供了一个运维简单、
兼容原生 Kubernetes 的 Serverless 容器平
台。自上线以来，EKS 已拥有超过百家企
业客户，月增速持续超过 100%, 帮助用户
将资源利用率提升了 30% 以上。服务网
格 TCM 则为治理和构建云原生服务提供
一致、可靠、透明的管控平台，支持全托
管网格模式，轻松打造跨集群、跨地域服

务通信与容灾。伴随 5G 与新基建浪潮，
腾讯云针对边缘计算场景定制了边缘容器
产品 TKE Edge，并开发了 TKEStack 开源
容器云平台等，产品布局较多。

腾讯云：企业数字化的助推器，云原生厂商中容器稳健发展的一朵云

腾讯云原生产品矩阵

用户
接入

核心
功能

整合
产品

IaaS PaaS
CVM BM VPC ENI

CLB CBS CFS COS

CM THub CLS

ES Kafka TSF

集群管理

集群化托管

独立部署

自定义 OS

Ipvs

版本升级

GPU

容器网络

Global 模式

VPC 模式

应用管理

Helm Chat

Image Registry

持久化存储

硬盘存储

文件存储

运维管理

监控告警

日志采集

对象存储 事件持久化

云 API Kubernetes API Kubectl

小程序云解决方案 混合云解决方案 游戏云解决方案 IoT 解决方案 AI 解决方案… 业务安全

数据安全

身份安全

网络安全

主机安全

安全管理

安全服务

DevOps
(Coding)

云端 IDE
(Cloud Studio)

开发环境管理
(Nacalhost)

云数据湖计算
(DLC)

消息队列
(CKafka)

消息队列
(TDMQ)

应用场景

开发
云原生

弹性
Map Reduce(EMR)

流计算
(Oceanus)

云数据仓库
(CDW_ClickHouse)

云数据湖计算
Elastic search Service(ES)

云原生
数据库
(TDSQL 

Serverless)

数据
云原生

计算
云原生

原生监控
(Promethues)

调用链跟踪
(TDW)

日志
(CLS)

云函数
架构
云原生

应用开发平台
(Serverless Framework)

低码平台
(LowCode)

微服务框架
(TSF)

云开发
(CloudBase)

服务网格
(TCM)

分布式
任务调度

(TCT)

分布式
事务

(DTF)

安全
云原生

基础
设施

公
有
云

计算

CVM

存储

COS   CBS   CFS

网络

VPC   CLB   ENI

私有云

TCE  TCS
TST  ACK

容器镜像服务
(TCR/CCR)

容器开源版
(TKEStack)

边缘容器
(TKE Edge)

弹性容器
(EKS)

容器服务
(TKE)

腾讯云容器架构

腾讯作为最早决定将业务全量跑在公有
云云原生技术上的云厂商之一，目前云
原生产品体系和架构已非常完善，涵盖
了软件研发流程、计算资源、架构框架、
数据存储和处理、安全等五大领域的多
个场景。腾讯云原生注册用户规模已达

100 万+，覆盖政务、金融、教育、电商、
游戏、LBS、IM、媒体、交通、能源、文
娱影视等主流行业。截止到目前，腾讯
云原生已覆盖开发者超 200 万，遍布亚
洲、北美、欧洲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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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云容器引擎服务CCE能提供Docker

容器生命周期管理、大规模容器集群运
维管理、业务应用一键式发布运行等功
能，无缝衔接百度智能云其他产品，是
弹性、高可用的云端Kubernetes容器运行
平台，助力系统架构微服务化、DevOps

运维、AI应用深度学习容器化等场景。

自正式发布以来，CCE经历了多个版本
的快速迭代，持续上线约200个特性和功
能，托管在CCE上的用户服务器数量也

从开始的数十台增长到了数千台，运行
容器数量达到数万个。百度云容器引擎
服务CCE已经在底层架构、容器编排、
场景实践等方面均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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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智能云容器产品生态

云原生微服务
应用平台

DevOps
效率云

区块链
BaaS

AI 开发平台
Infinite

函数计算
CFC

流式计算
BSC

业务支撑

Kubernetes 开源标准

Docker 镜像仓库

集群管理

配置&存储管理

Docker Runtime

工作负载管理

Virtual - Kubelet

访问管理

Helm 库

容器引擎— CCE

边缘服务

边缘容器

持久化存储

监控

事件

日志

边缘容器— BEC

云服务器 BCC

云磁盘 CDS

私有网络 VPC

GPU 服务器

对象存储 BOS

弹性网卡

物理服务器BBC

文件存储 CFS

IPV6

百度云基础架构服务— IaaS

容器实例

事件

监控

Web Shell

日志

访问入口

容器实例— BCI

百度云：深度学习平台和AI定制服务器的双料优胜厂商
百度智能云近年来发展迅速，在政务、
企业、互联网、交通、医疗和金融等多
赛道实现快速增长。例如在金融领域，
百度智能云已经服务近200家金融客户，
构建了超过30家的合作伙伴生态，成为
“深度学习平台”和“AI定制服务器”
的“双料”优胜厂商。这种以AI应用、
算力定制和综合成本为关键的新型落地
模式，预计对AI+云计算市场的未来发
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2017年8月，百度云正式发布云容器引擎
服务CCE，同年12月以金牌会员身份加
入CNCF（云原生基金会）。次年3月，
百度云容器引擎服务CCE通过CNCF首批
“Kubernetes一致性认证”，自此，百度
云容器引擎服务CCE作为一个Kubernetes
原生的云服务，充分发挥了Kubernetes的
开源优势，并提供企业级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迅速获得了开源社区和客户的认
可，并开始逐步为更多的外部用户提供
容器平台服务。

来源：百度云官网，沙利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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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京东云在复杂云原生场景的大规模
实践，以及近 7 年在容器化、云原生领
域的创新探索，2021 年 7 月京东云发布
旗下混合云操作系统云舰。云舰操作系
统适用于大规模的企业级生产应用、承
诺长期及稳定的版本支持，并且符合行
业通用标准，完全兼容 CNCF 一致性认
证。此外，云舰操作系统向下兼容各类
基础设施；向上开放 PaaS、提供应用市
场，能够为产业提供可运行在各种基础
设施之上的一致 PaaS 能力，供产业客户
按需使用，灵活部署。云舰操作系统的
推出，标志着京东云在云原生领域布局
逐步完整，目前京东云已在中国近 70 个
城市落地产业服务，发展迅速。

2018 年 4 月，京东正式推出“京东云”
产品和服务方案，以“电商、金融、技
术”为三大支柱业务的京东正式入局中
国云计算市场。同年 8 月，京东云发布
全新的容器产品 — Kubernetes 集群，并
全面开放公测。

为进一步完善旗下容器产品能力，2020
年京东推出自主开发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和对象存储系统 ChubaoFS（储宝文件系
统， CFS ），设计初衷是为了京东
Kubernetes集群提供持久化存储方案，同
时也可作为通用云存储供业务方使用，
主 要 用 于 Kubernetes 容 器 环 境 。
ChubaoFS自推出以来已被用于诸多核心
业务，如数据库备份、MySQL历史表、
点击流成本结算、 Elasticsearch 等。

ChubaoFS 作为云原生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与容器集群良好的兼容性、高性能和稳
定性，为云原生各类应用场景中存算分
离的迫切需求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Guest OS

京东原生云容器产品架构

京东云：容器加速追赶的云原生黑马

京东云ChubaoFS技术架构

原生容器
实例

Volume

Network

应用程序

Guest OS

原生容器
实例

Volume

Network

应用程序

Guest OS

原生容器 Pod

Volume

Network

主应用程序

辅助应用
（sidecar，…）

辅助应用
（代理容器，…）

Hypervisor

Host

……

Guest OS

Client

Guest OS

Client

Container Cluster

…… ……

Data Partition
(On-Disk)

Data Node

Data Subsystem

…… ……

Meta Partition
(In-Memory)

Meta Node

Meta Subsystem

Resource
Manager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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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东云官网，CSDN，沙利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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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名词解释

云原生

云原生: 云原生（Cloud-Native）是基于分布部署和统一运管的分布式云，

以容器、微服务、DevOps等技术为基础建立的一套云技术产品体系。

其能够充分发挥云平台的弹性和分布式优势，从而实现快速部署、按需

伸缩、不停机交付等功能。

CNCF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成立于2015年12月，是Linux基金会旗下的基金会，是以推

动云原生计算可持续发展、帮助云原生技术开发人员快速地构建出色产

品为目的的国际性组织。

创原会

创原会：创原会成立于2020年12月，是华为云联合CNCF、中国信通院

及业界云原生技术精英们构建的全球云原生交流平台，旨在通过探索前

沿云原生技术、共享产业落地实践、共创云原生与业务融合的无限可能。

CNNIC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CNNIC）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于1997年6月3日组建的

管理和服务机构，行使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职责。

Kubernetes

Kubernetes：简称K8s，是一个开源的、用于管理云平台中多个主机上的

容器化的应用，其目标是让部署容器化的应用简单并且高效，它提供了

应用部署、规划、更新、维护的一种机制。

LINUX

LINUX：全称GNU/Linux，是一种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

系统，其内核由林纳斯·本纳第克特·托瓦兹于1991年10月5日首次发

布，它主要受到Minix和Unix思想的启发，是一个基于POSIX的多用户、

多任务、支持多线程和多CPU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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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致谢

谨此感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对本报告的支持。

《云原生市场研究报告 —— 容器（2022）》报告撰写期间，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有限公

司对云原生行业代表性企业的容器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基于对整个行业的认知和

分析，总结并撰写本次关于云原生容器技术的市场研究报告。

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就云容器产品市场应用情况、技术发展分析和生态

繁荣度等方面的提供大量、权威的信息。华为从云原生行业内的角度提供了关于容器技术更

为详尽的解读，帮助沙利文更全面地了解云原生容器技术的市场、技术、生态等维度的发展

情况，使得报告的观点更加深刻透彻。

在此，再次表达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云原生容器技术相关专家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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