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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国家政策的推动加上外部商业环境的快速变化，云计算得到越来越多制造企业的关注。针对制造业的云计算发展

趋势，以及制造业在部署云计算的各方面考虑因素，中桥通过几组调研数据，分享关于云计算在制造企业中的发展情况

和技术评估。 

概况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强云计算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

信息化”。云计算代表着一种新型的 IT 商业服务模式，其优势在于对资源的集约利用及强大的动态运算能力，降低企业信

息化成本，提供高效、灵活并能随业务扩展而扩展的 IT 平台。中国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将目光投向云计算。为了对制造行

业中云计算发展动态有更准确的把握，中桥国际调研咨询（以下简称“中桥”）在 2014 年进行了一次调研。参加本次调

研的制造企业规模和人员职位分布如图 1 所示下： 

图1.参访者职位和企业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云计算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下，制造企业面临不断提升生产工艺、优化业务流程、加快决策制定，并让每个供应商、分销商和服务

器进行高度整合和联系的压力。企业对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加快业务响应速度并对整个

供应链进行高效自动化管理，从而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对于云计算部署形式的选择，从图 2 可以看出，混合云（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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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制造业中云计算部署的主要模式。另外，私有云（23.8%）和混合 IT（17.8%）是仅次于混合云接受度最高的两种方

式。随着中国云计算市场的发展，以及 IBM、亚马逊、微软对中国云计算市场的大力介入，这都将加速云计算业务模式的

成熟，以及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的提升，让混合云成为主流趋势。 

图2. 云计算部署形态选择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云计算的驱动因素 

大数据是一个演进过程。大数据通过 IT 创造价值的主要纬度是数据分析频率、数据来源和种类，以及大数据分析效率，

资源是支撑企业业务发展的核心。随着企业所处商业环境变化更加动态，如何跟随市场变化，快速做出应对策略，需要企

业 IT 能够为业务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能力。制造业信息化逐步走向云计算，推动云计算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图 3 显示，

优化整体 IT 资源使用效率（50.5%）、降低 IT 架构管理资源（43.6%）、使用者自我管理 IT 服务资源（31.7%）、IT 服务自动

化（交付与管理）（30.7%）以及 IT 资源按需索取（30.7%）等因素驱动着云计算在制造企业中的发展。 

传统的以应用为核心的部署方式使得制造企业数据中心内部设备也越来越多，并且资源利用率低，各应用系统建设相对

独立。并且，企业数据中心在运营过程中经过多次投资和改造，这些设备可能来自不同厂家或不同代的产品，这无疑加剧

了企业管理复杂度。再加上，传统数据中心资源配置和部署过程多采用人工方式，没有相应的平台支持，使大量人力资源

耗费在繁重的重复性工作上，没有自服务和自动部署的能力，在面对这样一个市场愈加变化的情况，要提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需要 IT 对业务的响应速度能够得到保证。因此，对于成本、资源利用率、自动化和标准化以及易用性的需求让

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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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云计算驱动因素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部署云计算的考虑因素 

多种因素推动着云计算在制造企业中的发展。那么企业 IT 在向着云计算演进的过程中，对于数据中心的组元（服务器、

存储和 IT 架构）都有哪些衡量因素。中桥将根据调研数据更进一步来解析这些问题。 

IT 架构的需求 

商业环境的快速变化给 IT 基础架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制造业企业在实现云计算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 IT 架构？图 4 显

示，51%的企业表示他们会选择在虚拟化架构的基础上实现云计算，其次是采用融合架构（35%）。基于虚拟化建立云计

算，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增采购成本。同时，通过资源池化和负载均衡，提高整体弹性 IT 的服务交付；通过融合架

构可以实现应用的快速部署和加速 IT 对业务的响应速度。同时，提高以工作负载为核心的资源动态配置效率。虽然开源

加 2U 可以降低云计算采购开支，但开源二次开发投入巨大，且基于开源二次开发过程部署后的升级运维的高难度以及过

程中可能带来的业务安全风险性，都不是制造用户能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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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IT架构选择因素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存储需求 

图 5 显示了制造企业在部署云计算时，选择存储的重要因素。如今，企业不仅要面临海量数据的压力，还要面对数量众

多的用户。这就要求存储系统的容量扩展能够跟得上数据量的增长，同时在扩展过程中最好还要做到简便易行，不能影

响到数据中心的整体运行，如果容量的扩展需要复杂的操作，甚至停机，这无疑会极大地降低数据中心的运营效率。 

此外，数据和用户量的增加，加上制造企业虚拟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存储系统 I/O 和吞吐量需求也提出更严苛的要

求，只有这样，才能对请求作出快速的响应。因此，基于虚拟环境实现云计算部署，用户将存储资源优化、横向扩展性、

存储满足高虚拟机密度性能需求，列为制造企业部署云计算时选择存储的三大重要因素。云计算环境下，根据业务需求

（SLA）自动化动态配置存储资源，满足负载的存储资源需求，是保证云计算环境业务性能的关键。随着 T3 平台和大数据

的快速普及，需要存储和保护的数据量在快速增长。横向扩展保证容量扩展过程中存储性能的稳定性，是决定云计算 OLTP

性能的关键。基于虚拟化部署云计算，虚拟机密度直接决定着 IT 效率。如何保证高虚拟机密度下各种应用的性能稳定性，

是保证云计算架构长期高性价比的重要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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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存储选择因素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服务器考虑因素 

传统方式下，企业是建一个应用系统就买一套服务器，随着应用系统的不断增多，服务器也在不断的进行扩容、改造和更

新，而企业应用的特性导致运行中的服务器资源利用率并不高，服务器长期低效运转，系统资源不能随应用的变化而灵

活调整。计算能力是保证云计算环境下应用性能的关键。对于服务器而言，云计算环境下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和内存容量

决定着云计算的应用性能。服务器跨不同 CPU 技术的升级扩展能力、快速整合新兴技术的能力（闪存、GPU 等）决定着

云计算服务器的生命周期使用效率。此外，服务器高可用、高可靠和智能管理的高效率，直接决定着云计算的业务稳定

性。中桥调研结果显示（图 6），用户在评估云计算环境下的服务器时，主要评估指标包括：1）处理能力：云计算需要更

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和内存可扩展性，以保证云计算下应用性能的稳定性。同时，服务器要能够快速通过集群或虚拟化，

聚集计算资源，满足业务需求。2）高 RAS 能力：云计算过程中，服务器高可用、高可靠和高可服务性决定着业务的性能

稳定性和安全性。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如闪存技术、GPU 技术成为服务器重要组成，如何保证新兴技术使用下服

务器的高可用、可靠性，是用户评估服务器的重要指标； 3）服务器利用率：不能充分发挥服务器 CPU 使用效率，不仅

带来服务器的资源浪费，也将导致软件许可和运维成本快速攀升。服务器跨多代 CPU 的升级扩展能力、内存高可扩展性，

以及经济地实现 IOPs 线性升级、智能监控管理功能，决定着云计算服务器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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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服务器考虑因素 

 

数据来源：中桥调研咨询公司 

结论 

从整体的调查结果来看： 

 制造企业在上“云”的过程中，混合云的形式在制造企业中的接受度最高。通过这样的形式，有效的利用企业已有

的投资，再将适当的业务迁移至云服务平台，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企业投资回报，还可以降低企业在数据中心上的一

些开支。 

 随着企业所处业务环境变化更加动态，如何跟随市场变化，快速做出应对策略，需要企业 IT 能够更加灵活动态地

为业务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能力。优化整体 IT 资源使用效率、降低 IT 架构管理资源、使用者自我管理 IT 服务资

源、IT 服务自动化（交付与管理）以及 IT 资源按需索取等因素驱动着云计算在制造企业中的发展。 

 在部署云计算的时候，超过半数的受访制造企业选择在虚拟化架构的基础上实现云计算。虚拟化是制造企业的发展

重点，也是制造企业实现云的基础。因而，对于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的衡量，集中在提高设备利用率、扩展性、性能

和 RA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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