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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evOps 向平台工程演进的建设思路及实践
众安保险  刘星辰



刘星辰 工程效能高级专家

目前就职于众安保险，负责研发效能工具产品研发、推广

工作，拥有超过10年软件开发、测试实战和管理经验，在

项目管理、Devops、云原生、质量测试等领域具有丰富的

产品设计和落地经验，热衷于技术分享



众安保险的技术架构演进

众安DevOps的建设实践

众安对于平台工程的思考及实践



众安保险的技术架构演进



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业务持续高速增长

总保费

  No.1 互联网财险份额排名

  No.9 财险行业排名

排名

生态系统

4个核心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超330家

服务保障

服务逾5亿用户,当年

提供91亿份保障

收入

5.9亿元科技输出收入

增长13.8%

降本增效

IT多有集群成本降低2000万

IT项目、需求交付数提升22%

互联网保险第一品牌

236亿元

总保费增长16.1%



持续产品创新驱动业务增长：百万医疗险尊享e生5年迭代19次

1.0 全覆盖医疗保障 2.0 便捷化服务体验 3.0 个性化定制方案

用户平均年龄35岁 覆盖超过800万+用户及其
家庭

5年迭代19次，引领百万医
疗创新，责任全面，可选丰
富

网友称为“国民医保”

起点

1

2

3

4

5

6

7

8
2015.10

尊享无忧 

尊享e生

2016.8

尊享e生
2017

2017.2

智能核保

2017.7

2017.7
尊享e生
运动版

2017.11
尊享e生
旗舰版

2017.12

医疗垫付

2018.1
质子

重离子版

2018.3

康复版

2018.4

特需升级版

2018.10
尊享e生
爸妈版

9

10
2018.6

赴日医疗

12
2018.11

肿瘤特药与术
后家庭护理

11

2019.3
100种重疾
医疗0免赔

13

14
2019.7 2020.7
尊享e生
优甲版

2020.3
121种罕见病

0免赔

15

16

尊享e生
门急诊版

2021.8
尊享e生
2021版

17



众安业务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工程效能体系的支撑，真正做到日级上线、万
次发布

众安保险工程效能体系
愿景：有效率的技术，有质量的增长

6天
业务需求平均上线周期 

60000+次
年系统发布次数

行业平均上线周期 <1000次

99.99%
业务系统稳定性

行业平均稳定性 99.9%

70000+
纳管容器/主机数量

行业服务器数量 <10000

六翼
运维监控

研发管理
项目管理
需求管理
流程管理

上线发布
CI/CD流水线

环境管理
发布管理

质量测试
接口测试/UI测试

性能测试/流量录制回放

运维监控
应用/资源/日志监控

智能告警/规则配置

统一基础设施
云计算、容器、中间件

监控、配置、搜索、任务调度

统一数据平台
数据仓库、BI平台

数据模型、度量算法

绿洲
数据库平台

绿洲
数据库平台

CMDB
资源管理

TM
敏捷项管

DevOps
开发运维

质量中台
测试自动化

研发效能管理闭环



众安工程效能的建设伴随着技术架构演进而迭代

  单体架构
（2013-2015）

分布式架构
（2016-2017）

模块拆分
领域驱动设计

rpc框架
架构标准化
无状态

可观测
微服务治理

 部署简单
× 代码复杂度高
× 部署频率低
× 可靠性差
× 扩展能力弱

 责任清晰
 扩展较方便
 多团队协同
× 服务间通信复杂
× 横向伸缩能力弱

 易于开发维护
 局部修改，变更影响小
 拥抱多语言，多技术栈
 启动速度快
× 系统复杂度高
× 运维要求高

 云源生
 标准化

 可观测
 服务治理

微服务架构
（2018-2022）



众安经过近10年的发展形成统一技术架构

统一接入中心

触达管理 运营管理

商品中心 营销管理

渠道用户管理 商户管理

开平场景 保险前置场景

直营 金融 健康险 数字生活

保单查询

电子保单下载

电子发票下载

线上出单

线下批改

线上出单

线下批改

线上理赔

保单同步

账单同步

内部运营场景

财务 精算 运管 客服

资金系统

收银台

保单查询准备金

IFRS17

质检

监管报送

反洗钱

业务中台

投保 保全

理赔 收付

产品 客户

业务网关

支持平台
影像 打印

单证 规则

技
术
中
台

容器服务 服务管理 配置管理

存储管理应用编排 弹性伸缩 负载均衡

证书管理 中间件后端即服务

缓存消息 搜索 调度

统一脚手架 通信框架 代码规约

parent-pom 技术组件 业务组件

统一网关 过载保护 可观测

服务网格 注册发现 服务鉴权

微服务框架

容器CAAS

微服务治理

中间件BAAS

流程 知识库

电子发票申请

电子保单申请

保
险
中
台

个险

团险

雇主

监管合规

中保信 中保协 EAST CIRC 反洗钱

理赔中心

报案 立案

结案 公估 追偿

理算

批改中心

终止保单

保单信息变更 客户信息变更 保障变更

标的变更 其他

风险管理

黑名单

规则中心

累计风险保额

中间态

两核权限 合同方管理

业
务
核
心

公
共
支
撑

后
台
运
营

收付中心

结算

进项税

收银台
产品中心
条款申请

产品定义

发布管理

资金系统 计量 准备金

财务精算

子账
B-CRM

质检中心
保单

理赔

渠道中心
渠道管理

活动管理

过程管理

客户中心
用户管理

当事人管理

同人合并

单证中心

电子打印

发票管理

再保
中心

保单中心

新契约 核保

续保 统一查询

前台应用/统一作业

数据字典

发送中心

供应商管理

持续交付
CICD 应用运维

质量门禁 发布策略

监控运维
应用监控 日志监控

链路监控 资源监控

质量测试
代码扫描 UI自动化

接口自动化 性能测试

人身险核心

阿里云

总账 报表线上业务 线上服务

服
务
治
理

D
e
v
0
p
s

项目管理

需求管理 工时管理

测试管理 迭代管理

P
A
A
S



工程效能体系建设背后的研效瓶颈识别

 业务需要持续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市场不确定性高，需要及时应对

 系统交付质量要求高，不能出错

 线上系统可靠性要求高，需要及

时响应

 自主可控，不能被第三方制约

 不同业务线的软件工程成熟度不同

 不同业务线的项目管理模式不同

 业务间需要做协同管理

IT侧效能痛点

不同业务
线重复造

轮子

项目管理
难，人员
协作差

软件测试
不充分

软件交付
缺乏工具
管理和自

动化

线上故障
处理时效

长

• 线上故障发生后，没办
法第一时间感知，造成
直接资损和用户流失；
监控能力覆盖不全，线
上问题排障时间长

• 业务需求提出到上线过程无法
跟进；协作过程流转效率低下，
整体交付效能低；需求分层模
型不统一横向无法度量

• 软件包、配置文件、
SQL脚本缺乏统一管理
工具，以开发人员管理
在主机本地为主，无法
做版本管理；交付件的
打包和部署以人工和脚
本为主，研发效率低

• 软件测试以手动测试为
主，测试效率低且回归
成本高；缺乏对测试用
例和测试计划的统一管
理，测试覆盖率不全

• 不同业务线有自己的工
具团队，工具重复建设，
成本浪费，跨业务线协
同成为难题



DevOps提升研发效能的框架方案

文化建设 能力建设

研发工具

研发体系

组织支撑（敏捷PMO/卓越能力中心）

研发实践

自动构建、代码检测、自动测试、自动部署、低风
险发布、自动监控、日志分析等

敏捷需求管理， Scrum、精益看板方法、规模
化敏捷、产品创设、产品运营等

高效、高质量、稳定可持续地交付业务价值

项目管理 研发协作 CI/CD 运维监控

敏捷领导力

尊重与信任

知识库建设

PO能力提
升

分享与合作

持续学习

用户为中心 规范 流程 指南 模板

SM能力提
升

技术训练营

持续改进 研发度量

体系建设 培训赋能 管理实践辅导 工程实践辅导 工具支撑 组织效能分析 效能成熟度评估

测试管理

业务场景传统项目管理 CICD流水线全流程编排 发布过程内建质量保障 端到端统一运维监控

全过程度量支持研发效能改进三方软件服务商管理全领域自动化测试敏捷研发管理 故障全生命周期管理



众安DevOps的建设实践



众安DevOps建设思路及目标，从流程和工具建设协同提升研运效率和质量

跨部门需求协作模型及流程

统一交付流水线

打通需求侧和交付侧流程联动

质量门禁机制

DevOps一体化平台

方
案

目
标

建立跨部门需求协作流程，关联层级清晰，全流程把控
交付进度

建立统一CICD流程，加强制品管控，降低交付成本和风
险

制定可视化度量指标，及时识别研发过程问题，提升交
付过程效率、质量度量规范

建立发布过程质量内建管控机制，标准化提测标准，提
升提测质量

高效自动化测试工具体系

流
程

规
范

工
具

端到端流程自动化，提升协作效率，降低操作成本

项目协作、CICD、质量测试、运维监控一体化、自动化、
平台化，解决工具割裂、数据分散、流程不统一问题

落地无代码化自动化测试工具，提高业务验收覆盖率



流程：跨团队需求分层及协作模型，需求-任务-发布联动，建立端到端协作模型
 需求立项及审批
业务方从OA或ITSM提报业务需求，完
成立项后将数据同步至项目协作平台业
务需求总池中

 业务需求总池
BA或产品人员在需求总池中完成需求
分析，包括涉及系统、团队，并将业务
需求拆分并分派到各团队的功能需求空
间中，自动形成关联，可查看关联关系

 项目（团队）需求池
某团队承接功能需求管理，由业务需求
分派而来，颗粒度为某团队承接的系统
或应用对应的需求

 项目（团队）任务池
由功能需求拆分到任务，具体分派到人
员

 发布单流水线
CICD流水线，和任务关联，状态双向
联动



流程：统一交付流水线，自定义阶段节点，一次构建形成制品，统一制品晋
级策略



流程：质量内建，完成业务价值交付过程和成果的质量保证，形成管理指标体
系

业务痛点分析

协同组织困难

系统关联复杂性高

测试人员成就感低

质量标准难统一

测试周期变短

…….

CI/CD流水线 需求交付流 工具数据流

质量活动融入研发工作流，测试左移，
降低缺陷发现成本

质量活动融入端到端研发一体化需求交
付管理，确保快速高质量交付

生产和非生产测试和监控数据和流量打
通，测试模块联合，测试场景化

代码评审和扫描 测试部署

接口自动化UI自动化

人工验证 功能覆盖率

合并分支生产部署 预发部署

功能用例管理

CI/质量门禁

CI/质量门禁
需求评审

用例编写

测试计划

测试执行

评审通过

前置流程

测试回顾

测试报告

缺陷追踪

缺陷提交

评审通过

后置流程

非生产
环境

生产
环境

流量分析

可复用测试数
据

用例场景补全

持续测试

测试价值度量
准确

测试执行效率
提升

测试管理能力
提升

测试协同
响应快

度量评价体系

• 解决方案

• 方案价值



规范：质量门禁机制，建立发布过程质量管控机制，标准化提测标准，提升
提测质量

质量指标阈值管理

阈值租户级：公司、部门、系统、应用等级

质量看板及自动比对卡点

流水线触发及插件自动注入

jacoco Agent系统自动注入，无需开发侧介入

服务熔断及人工放行

代码质量扫描

代码安全扫描

制品安全扫描

API测试

UI测试

功能测试覆盖率

性能测试

代码评审

... ...



DevOps研发运维一体化平台蓝图

众安DevOps研运一体化系统，提供端到端工具集成、信息资产流转共享、流程融入工程平台、能效显示与精益改进，实现统一版本管理、释放
人工资源、进度/质量可视化、自动化运维管理，提高交付效率和质量。

产品经理 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 运维人员项目经理 配置管理人员

源码视图
源码库

项目视图
项目库

版本视图
版本库

配置视图
配置库

制品视图
制品库

监控视图
指标库

过程管理 构建 打包 部署 测试 发布 调度 监控 日志 通知

GitLab

Twistlock

Sonar

MySql

Tekton/Jenkins

Redis

Maven

RabbitMQ

Robot Framework

Logstash

HarBor

Elasticsearch

Artifactory

Nginx

Kubernetes+Docker

需求 设计 开发 测试 发布 部署 运维

工
具
链

敏捷管理

快速交付

工具支撑

持续改进

信创兼容

项目管理
需求管理 任务管理

问题管理 发布管理

质量测试
自动测试 质量门禁

流水线集成 安全扫描

发布管理
流水线 编译构建

分支策略 资源回收

指标管理
发布报表 质量报表

效率报表 资源报表

监控管理
容量监控 网络监控

应用监控 日志监控

自动触发

发布策略



项目管理模块业务架构图

管理全覆盖
项目管理场景包括项目立项、外包管理、故
障跟踪复盘、研发过程管理、知识沉淀等

JIRA平滑迁移
实现对JIRA的平行迁移和替换

灵活配置能力
提供字段、流程、表单的自定义能力，根

据业务场景灵活配置

兼容瀑布和敏捷双模
基于自定义模板能力，可灵活配置瀑布和

敏捷项目模板

知识库

项目管理

外包管理

工时管理 周报/日报 报表管理

第三方
集成

自定义模板 页面字段 工作流 逻辑校验 通知模板

项目管理场景

项目立项

外包管理

研发过程管理

场
景
支
撑

故障跟踪复盘

项目管理平台

LDAP OA 企微 CICD 飞书

外包商管理

测试管理

测试计划

测试用例库

测试进度

测试报告

测试审核

关联

故障跟踪管理

故障工单

故障通知

自动拉群

复盘优化

知识沉淀

需求关联

研发管理

需求管理

任务管理

缺陷管理

产品管理

迭代管理

发布管理

外包人员管理

外包风险管理

外包服务管理

知识沉淀

成本管理



发布管理模块业务架构图

流水线编排

CI/CD

GIT/SVN

K8S集群 主机集群

代码开发阶段

分支策略

功能测试阶段 预发测试阶段 生产发布阶段

发布申请

人工验证
代码扫描

代码评审

单元测试

代码构建

人工验证

接口测试

UI测试

安全扫描

制品扫描

开发环境部署 测试环境部署

人工验证

接口回归测试

UI回归测试

性能测试

发布审批

预发环境部署

发布窗口 多应用编排 部署策略

代码管理 制品管理 配置管理 版本管理

代码合并

生产环境部署

DevOps
工具链

应用运维 生命周期管理 健康检查 弹性伸缩 升级回滚

NEXUS HARBOR JENKINS TEKTON

SONAR JMETER JUNIT MAVEN TWISTLOCK

软件交付场景

应用变更

配置变更

数据变更

紧急变更

灰度发布

场
景
支
撑

版本控制

发布上线平台

云原生应用

流程自动化
从代码拉取到上线发布全流程可通过流水线自动

化执行

质量卡点
流水线中可编排测试/扫描节点，实现对应用质量

的过程管控

多场景一站式平台
可支持多应用、多配置、多SQL的同时发布

兼容K8S和主机集群
基于一套平台发布和管理K8S应用和主机应用



发布管理模块技术架构图

后端服务

流程控制器

运行环境

用
户
中
心

公有云

Kubecloud
(Golang)

服务管理

Deckjob
(Golang)

发布管理

Redis MongoDB
数据库

tekton-pipelines-controller
(Golang)

tekton-pipelines-webhook
(Golang)

网关网络

pfe-zac-ship
(VUE)UI

源
码
库

镜
像
仓
库

支撑服务

N
e
x
u
s

Vmapp-controller
(Golang)

RDS

私有云 混合云

权
限
控
制

C
M
D
B

制
品
库

N
a
c
o
s



发布管理模块业务流程图及选型



质量测试模块业务架构图

测试自动化
提供面向多种测试场景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实现

高效回归

开源sonar增强
提供基于开源sonar的HA架构方案，解决单点性

能瓶颈

统一测试编排
提供面向同一用户故事对不同测试场景任务的统

一编排

测试闭环
覆盖计划制定、用例执行、缺陷追踪、测试报告

的测试闭环

用例管理

自动化用例 功能用例

版本管理 可视化编排

低代码编写

用例库 用例集

数据源

测试计划

功能用例 自动化用例

版本管理 可视化编排

执行触发

任务分配 测试协同

执行追踪

缺陷追踪 进度管理

计划报表 聚合报表

接口模板

接口自动化

返回模板 接口调试 关键字驱动 数据驱动

多版本接口场景 二次开发 参数化 规则管理

关键字引入

UI自动化
SeleniumLibrary APILibrary DataBaseLibraryStringLibrary

并行串行远程本地调试执行 定时任务

执行管理

性能压测
脚本测试 压测任务计划脚本管理 脚本模板

执行资源监控 智能队列 定时任务

规则管理

代码扫描
静态扫描

代码自动修复

单元测试 覆盖率

执行资源监控 智能队列

扫描任务

自动比对智能降噪

流量录制回放
接口分组 自主注册执行机

执行资源监控

黑白名单

多环境回放 流量编排

流量染色

用例生成

质量测试平台

场
景
支
撑

测试用例

测试计划

测试报告

缺陷追踪

自动化测试

用例库管理

测试指标管理

质量测试场景



质量测试模块技术架构图及选型



运维监控模块业务架构图

监控对象

基础设施层

应用层

虚拟化层

主机 网络

mongodb redis

中间件层

nginx

openstack K8S

webandriodIOS server app

mysql

阿里云

存储

日志采集agent

接口/协议

前端SDK

OpenTele-
metry

数
据
采
集

数据采集

数据解析

清洗计算

数据转换

数
据
加
工

数据加工 运维场景

应用
性能诊断

微服务调用
追踪

日志监控

基础监控监控

监控驾驶舱

场
景
支
撑

实时告警通知

告警事件推送

监控全覆盖
监控对象覆盖基础设施层、虚拟化层、中间件层、

应用层

统一监控查询
所有监控对象可实现统一数据查询和关联分析

监控驾驶舱
可根据不同监控目标自定义监控仪表盘

根因分析
可基于业务流量请求视角实现对故障根因分析



众安对于平台工程的思考及实践



传统DevOps是聚焦端到端价值交付流程的方法论，工具链往往仅达到能用

• 需求流程和发布流程割
裂，自动化联动缺失，
协作效率低下

• 难以标准化研发交付过
程

自动化和标准化难

• 研发工具杂乱
• 开发流程和体验割裂
• 依赖大量线下沟通
• Jenkins、GitlabCI
• 制品管理及晋级

开发者工具体验差
• 资源申请
• 环境管理
• 服务运维
• 基础源数据管理

大量工作依赖运维

• 数据获取难
• 数据埋点不准确
• 指标落地难

度量失真

流程割裂，工具难以沉淀最佳实践，缺失精准度量，自动化程度低



平台工程不是对DevOps的替代，而是DevOps的进一步迭代

自动化和标准化

自动化和标准化的实践。确保构建、测试、部署

和监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并采用一致的标准。

提高效率、减少人为错误，并促进团队协作。

自助服务和可扩展性

以可视化的交互提供自助服务能力，开发团队能够

自主管理和部署应用。为开发者提供易用、自动化

的工具和接口，加快应用的开发和交付速度。

以产品化建设和运营

持续改进和迭代，通过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来指导

平台工程的优化。与开发团队和运维团队密切合作，

收集反馈并推动持续改进，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平台及代码

采用基础设施即代码（Infrastructure as 

Code）的思维和实践，来定义和管理基础设施

和平台配置，以便重现、扩展和部署整个平台。

平台工程建设思路



以用户服务为中心的平台工程分层能力

平台产品化建设+DevOps+PAAS+基础设施 

平台工程

核心产品特性

 自定义能力

 模板化能力

 扩展能力

 抽象能力



统一产品平台视角 - 以平台化产品提供用户服务

DevCube研发运

维一体化平台

 项目管理
 发布管理
 资源管理
 质量与测试
 监控管理
 研发度量
 移动开发
 IT事件管理
 产品管理
 工时管理
 知识库
 权限管理



自动化和标准化-以用户为中心自定义交付流水线，实现研发交付过程标准化
Tekton流水线架构

用户自定义Task、Step、Pipeline



自动化和标准化-可配置的“双流”自动化及规则引擎，降低操作成本，提升
协作效率和度量埋点准确性



自动化和标准化 - 标准化IT事件故障触达、响应、处理、复盘流程，提升事
件解决效率

SLA统计手工上报故障

自动上报故障

安全事件

每个故障拉一个群：
上报人+故障处理人

每个应用只拉一个群：
PE+应用负责人+告警

接收人

故障状态流转

故障自动升级

晋级策略通知

报表统计

CMDB
安全事件

SRC
安全平台

监控平台-告警策略

人工录入

IT事件管理 通讯工具自动拉群 事件处理跟踪 IT事件统计分析-CMDB

创建 受理 解决 复盘 改进 关闭

非生产故障，无需复盘
直线领导 部门技术负责人 CTO

晋级 晋级

企微通知 邮件通知 电话外呼

 完善IT故障事件全流程管理，解决跨团队协同、自动化流转等问题

事件
来源

• 业务痛点

• 解决方案

故障事件处理流程线上协同难 故障处理线上管理工具未集成 处理流程节点无法自动追踪

运
维
端

管
理
端



自助服务和可扩展性 - 发布单模型，降低用户工具使用成本，提升发布效率



自助服务和可扩展性 - 用户自定义基础运维源数据配置管理

创建发布 构建 测试环境部署

选择人
选择应用

选择代码仓库
分支

选择环境、集群、获取容量基线、
获取并修改负载均衡...

数据

组织 VPC

生产部署 线上运维

获取主机
容器数据

系统

人

应用

代码仓库

k8s 业务集群

应用画像 物理/逻辑环境

主机

Service

容器

Ingress

模型

API

场景



基础设施及代码-对于Kubernetes能力的抽象和服务化



基础设施及代码-对于虚拟机能力的抽象和服务化



平台工程赋能开发者服务场景总结



众安最佳实践：落地效果及数据

通过整合业务、产品、研发、运维等角色端到端的协作过程，助力众安保险打造出提升研发效能的一站式研发协作

平台，成为支撑众安四大业务生态快速发展的技术基石。

Dev
Cube

研 运
一 体

项 目
管 理

监 控
运 维

CICD

01 02 03
1w+台
主机

8w+个
服务实例

100w+次
服务TPS / 年

354个
产品线

8221个
应用

3000+个
产研人员

5500+个
需求吞吐速率

（需求数/ per sprint）

12w+次
年生产环境变更数

60w+次
全部环境变更数

应 用
运 维

质 量
测 试



总结与展望 - 连横合纵

DevOps是聚焦业务价值端到端高效、高质量交付的方法论，侧重在“横向”将各角色的工作流程进行
拉通以及将工具链进行整合的实践

平台工程在DevOps基础之上侧重于在“纵向”将
开发者群体开发过程进行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
并以平台产品化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开发者的效率和

体验，赋能DevOps的体系更加高效运转

原
始
需
求

需求分析

项
目
管
理

产
品
需
求
池

迭代管理

需求/任务管
理

缺陷管理

瀑布管理

敏捷迭代

瀑布式开发

开发环境

任务分派

代码提交

持续集成

质
量
合
规

质
量
不
合
规

Dev & Test 环境

持续迭代

代码提交
/Review

持续集成

质
量
合
规

质
量
不
合
规

SIT 环境

集成测试

自动化测试

制品晋级

质
量
合
规

质
量
不
合
规

UAT 环境

持续交付

持续反馈

质
量
合
规

质
量
不
合
规

生产 环境

开发
工具

资源
基础
设施

服务
运维

可观测
性

环境

DevOps+平台工程“连横合纵”实现1+1>2的效果



总结与展望 - 打通最后“一公里”

打通开发者和资源间的“最
后一公里” - 资源自动化

最后一公里

打通开发者和平台间的“最
后一公里”- 开发者IDE

通过插件建立开发者IDE和平
台间的数据流，涵盖需求、代
码、流水线等数据及状态的联
动，形成开发者工具生态闭环

通过打通资源申请审批流、公
有云资源供应商、运维源数据
之间的状态联动和API，实现
资源从申请到可投产的自动化
链路

打通开发者和智能化的“最后一公里” - 和LLM结合

通过和ChatGPT结合，提供开发者智能化体验，知识库问答、
智能代码修复、提示工程、需求分析场景、构建发布场景



和我联系免费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