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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兵集结，腾讯云、华为云齐聚分布式云？
随着技术与架构的快速迭代，继公有

云、私有云、混合云后，云计算开始加速
向分布式云演进。据Gartner预测，到 2025
年将有超过 50%的组织，选择使用分布式
云推动业务转型。

除了主流的权威调查机构之外，一些
业内人士也认为，分布式云计算将代表云
计算的未来，因为它解决了未来去中心化
的位置问题，甚至可以说分布式云是随处
运营趋势的关键推动者。从各路云巨头的
反应来看，它们显然也是接受这种说法
的，其纷纷入局参与就是最好的证明。

巨头集结分布式云赛道
2019年，分布式云首次被提出，随后

Gartner在研究报告中，进一步定义分布式
云：指云服务提供商将公有云服务分发到
不同的物理位置，由CSP统一负责云服务
的运营、治理、更新和演进，将云服务交
付地理位置作为其定义一部分的云模型。
从提出到爆火，分布式云能够在短短几年
时间之内迅速发展成势，与内外部多重因
素推动都有关系。

从需求端来看，各种新兴业务需要提
供更低的时延指标，或者更接近现场的算
力支持，而这些广阔而分散的站点也需要
统一的管理和协同，这正是分布式云的

“用武之地”。近年来随着云游戏、元宇
宙、智能制造、边缘计算等细分云应用领
域的出现，原有的云形态已经很难满足这
些对现场数据应用巨大的场景需求了。在
此背景下，基于物理位置的云服务——分
布式云则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使客户能
够随时随地地借助云服务赋能本行业，因
而受到了越来越多行业的青睐。

从云服务的发展情况来看，分布式云
是云服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
体来说，传统专有云（相当于存在于公有
云中的“私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的目
标，是满足监管需求、资源的可控性、独
占性以及本地业务的就近服务能力而推出
的。但在实际建设中，这种云基础设施建
设多以项目制为主，周期长、标准化程度
低、重复建设，建成之后还要被动地找公
有云打通。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专有云

“一堆”，公有云“一朵”，实际将两者“粘
合”建成的混合云“混而不合”，连客户都
觉得差强人意。

面对这种情况，公有云大厂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既然用户不过来我们就过去，
于是它们纷纷将公有云技术栈下沉向用户
端延伸，不仅要满足低时延（对应的是传
输路径过长） 还要满足就近接入的需求，
这就为分布式云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从技术条件来看，云原生技术的高速
发展以及云计算的持续进步，为分布式云
计算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在先后经历
了以“设备”为中心的服务器阶段，以

“资源”为中心的云化阶段，以“应用”为
中心的云原生阶段之后，目前行业已经进
入到了以降低人力依赖度、提高资源运维
效率、降低部署难度、提高应用敏捷度以
及更加可信安全智能的“云原生 2.0”阶
段。另外，多数据中心部署、分布式架构
的边缘云模式，逐渐将云计算的能力从中
心向边缘延伸。

这些条件都让分布式云技术，获得了
很好的外部条件支持。作为一种新的云形
态，分布式云也得到了云服务巨头们的一
致认可，目前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
腾讯、华为等国内外云巨头，都试图从中
分一杯羹。

腾讯云侧重系统重构
作为云赛道的头部玩家之一，腾讯云

对国内外云服务的前沿趋势自然是了如指
掌，其参与其中的愿望也是丝毫不低于其
他国外巨头，其不惜将分布式云单独拎出
来做成独立品牌，以区隔于其原本中心化
的云服务架构就足可见其决心。

据悉，目前腾讯云已经基于分布式云
的特点，推出了云原生操作系统—遨驰，
该系统可以赋予不同的地理位置任意调度
各种算力的能力，如虚拟机、容器、云函
数，目前在腾讯内部有超过 1亿核CPU由
遨驰调度。事实上，腾讯云大力推动分布
式云的发展，跟其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内外
部形势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随着云服务的不断发展，加
快云原生战略落地以改善自身服务能力增
强用户体验，早已经是行业共识了，腾讯
自然不能落后。正如前文所述，分布式云
的出现重塑了以往的云服务边界，使“无
处不在”的云服务成为了可能，这也是国
际上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巨头纷纷
参与其中的原因所在，腾讯自然也不会坐
视机遇从旁溜走。

实际上，早在 2017年腾讯云就秉持着
公有云与专有云“同源同构”的思路，将
公有云的能力专有化输出，即将公有云的
能力1比1复制给客户的专属区域，然后将
管控权交给客户所有，从而保留了公有云
的弹性敏捷，也增加了客户对数据的控制
权，其云服务能力得到了大为强化。

但公有云难以满足用户低时延的访问
需求，专有云本地维护成本过高，边缘云
可以满足低时延要求，但云产品能力不够
丰富。相比之下，能够基于物理位置调配
云服务的分布式云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并使云服务的边界和能力得到极大
拓展，腾讯分布式云战略的落地无疑对其
增强云服务能力将大有帮助。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进入“深
水区”，腾讯云内部迫切需要分布式云来激
活原有生态。随着云服务行业进入发展的

“深水区”，云服务与行业融合的趋势在不

断增强，而像政企、医疗、制造、能源等
行业，正是当下腾讯云深耕的重点领域，
由于行业环节的复杂性和场景覆盖的多元
化，低时延的近场云服务应用需求大大增
多，在此背景下发展基于物理位置的云服
务，对促进腾讯的产业数字化有着重要意
义。

另外，对腾讯内部生态而言，分布式
云通过微搭低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对接微信
和企微生态，助力企业营销和私域流量用
户沉淀，并打通腾讯文档、腾讯会议等等
SaaS产品；对于外部生态，腾讯云目前正
积极与各个行业 ISV合作，携手将分布式云
标准化产品、基础设施和服务输出给用户。

不难看出，腾讯云对分布式云的布局
是全面而深入的，其距今为止的行动也一
再说明，其做分布式云的出发点不只是提
升用户体验和服务能力，还在于对现有产
品生态的重构。

华为全栈智能和全面云化一起抓
相比之下华为云参与分布式云的方

式，与腾讯云等行业玩家大同小异，但是
它也有自己比较鲜明的特色。就相同点而
言，无论是华为的瑶光分布式云操作系
统，还是其多云协同、统一调度的云管理
方式两家都较为相近；不过，华为在做分
布式云的时候，主要采用分布式云X云原
生重构云基础设施的方式，为企业铺就全
面云化、全栈智能之路。

一方面，依托华为强大的研发体系和
技术实力，全面提升华为云的全栈竞争
力。作为业内鼎鼎大名的以研发著称的大
企业，如今的华为早已经形成了体系健全
的研发体系，并且依托不断增加的研发投
入，使华为在云服务所覆盖的端、边、
云、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种思路和布局，也体现在其云服务
布局的整体性建设上。比如，华为在其云
服务组织架构中，有专门的“云硬件开发
部”主要对云硬件负责，这可以从侧面说
明华为云的硬件设计不只是单纯地从售卖
设备出发，而是从硬件设计阶段就考虑软
硬件配合的问题；另外在云原生研发上，
华为全面推动研发作业云化，并且以内部
自用来倒逼研发的应用落地。

据华为披露的数据显示，早前云原生
研发应用让其内部资源复用效率提升了 3
倍，部署效率提升了 10倍，其中华为消费
者云为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7亿用
户，提供超强弹性的资源获取和伸缩能
力，这无疑是其内部分布式云的最好体现。

另一方面，依托华为自身在分布式云
领域的技术积累，将华为云在云原生方面
的技术实力输送到各种有需要的应用场景
之中去。据悉，华为的分布式云是由华为
云中心Region、智能边缘云 IEC、智能边缘
小站 IES、专属Region、智能边缘平台 IEF

构成，分别在物理位置上对应核心区域、
热点区域、第三方托管机房以及客户现场
等不同场景，在这个体系之中还有华为自
研的瑶光云原生操作系统，可以基于擎天
架构实现统一调度，实现云服务的软硬件
协同、边缘到中心的协同。

总之，在华为云的分布式云战略之
中，其核心重点在于将云原生的构建能
力，与分布式云对云资源的调用能力和服
务能力发挥到最大，从而达到全栈智能和
全面云化的云服务效果。

分布式云迎来黄金赛点？
回顾云服务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每

一阶段的云模型对于云计算行业的发展来
说，都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跨越。目前来看
分布式云的出现，虽然被市场寄予厚望，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云计算的最终形
态，至少在当下来看分布式云的出现使得
许多过去存在的问题被解决，但许多新的
挑战也在随之而来。

首先，关于数据安全性和合规性的问
题还有待解决。对于企业来说，过去在公
有云和混合云之下，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关
键在收集和使用环节，分布式云引入行业
之后，企业的数据合规核心在于多云协调
之间是否合规，以及法律所规定的其他合
规事项是否合规。比如，如果企业处理支
付数据，就必须确保内部系统与云提供商
符合支付行业数据安全标准，在引入混合
云之后，还要确保两个云之间的数据转移
是受到保护的。

其次，成本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分
布式云是比较新鲜的事物，目前尚且没有
太多的公司大规模使用过，尤其是对于一
些中小型公司而言，它们既没有很强的专
业能力构建复杂有效的混合云环境，也没
有太多时间去组织学习。

这种情况下，想要实现多云协同管理，
就需要一定的额外专业工具。另外，公司还
需要专门组织员工学习培训，从而确保其能
够完成在云环境下的建立、集成、管理、监控
和保护等系列工作任务，显然要做到这些都
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成本。

最后，分布式云的发展速度可能并没
有很多云厂商预想中的那么快。一方面，
分布式云与物联网息息相关，但该领域目
前的成长性并不那么强，因而分布式云可
能走得没有那么快；另一方面，由于分布
式云是同步部署的因而它需要实时更新，
这使得它对网络连接要求极高，一旦发生
长时间的网络中断，就会造成数据丢失或
者功能无法使用。

综合来看，尽管分布式云代表了云服务
领域的最新发展动向，但就目前而言仍有诸
多挑战需要一一克服。不过，随着行业的进
步、各类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具备多重优
势的分布式云将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