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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连接、共享成为了新经济的关键词
金融产品需要无缝嵌入到各个场景和生态中。
平台化、开放式的商业模式或将成为大型金融
企业的普遍选择。

金融企业的架构应从单维架构向 SoX 架构演进 
多维多态的 SoX 架构能够带来能力的全面提
升，助力实现无缝的客户体验、敏捷的服务集
成、灵活的组件组装、开放的生态互联、智能的
数据洞察、弹性的多云部署，以及全面的安全
管控。

分层分布的平台有助于打造开放的体系
高可用、低成本、标准化、可快速扩容的单元化
分布式金融系统技术平台，有助于打造开放的
体系，金融核心系统架构设计应遵循八大要点。

要点 金融机构如何华丽转身，继续在客户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
的角色？如何使客户继续信任并托付金融机构，让其帮忙管理
他们与其他服务供应商的关系？关键在于金融行业应转变态
度，用零售业的思维思考，“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客户，使用
正确的渠道，采用正确的服务，提供正确的产品和价格”。

在贸易、租赁、支付、售票等与金融行业相关的各类场景中，金
融企业的合作伙伴已经作为先行者，建立起了生态圈。金融企
业也已经在多方面展开了行动。例如，银联在停车场景开放服
务，将业务从内部转向了更开放的外部；金融企业服务的客群
从二八定律向更多过去覆盖不到的长尾客户倾斜，等等。

我们认为，金融产品需要无缝嵌入到各个场景和生态中。平台
化、开放式的商业模式或将成为大型金融企业的普遍选择。通
过将金融企业的数据、算法、交易、风控、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
开放给包括第三方开发者、科技公司、平台企业和其它合作伙
伴在内的生态系统，金融企业将得以构建新的核心竞争力；而
这些数字化竞争力的打造，除了组织、文化上的变革外，自然也
需要依靠 IT 架构的转型。

千人千面的场景推动转型浪潮
过去的数年印证了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金融
行业的核心与实质未变，但金融企业所处的环境与过去已有
极大的差别。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
革新，深刻影响了金融行业的方方面面。开放、连接、共享成为
了新时代的关键词。金融业务正在被来自内外部的数字化趋
势彻底改造，金融企业的应对之道又在何方？

图 1

改变思考模式，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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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oX 架构带来能力的全面提升

多维多态的架构重塑竞争能力
大多数企业的上云之旅已超过十年。在我们最近的最高管理层
为了支持多样化的创新场景，金融企业的应用架构应由原本的
单维架构向 SoX 架构演进。SoX 是三类系统的合称：交互型系
统 (System of Engagement) 具有丰富的“触角”，提升客户交
互体验并全面嵌入用户情境；记录型系统 (System of Record) 
是传统业务处理系统，是企业的“心脏”，不断提升系统连续可
用性以及流程和交易处理能力；洞察型系统 (System of 
Insight) 是数字化银行的“大脑”，同时处理来自内外的不同类
型数据并实时提供洞察。再配上集成系统作为企业内外的“神
经中枢”，对内集成其他系统，对外打造 API 生态环境，便构成
了新型的多维 SoX 架构。

在传统架构中，交易流程和数据走的是“单行道“，由渠道、产
品服务系统流向数仓和后续的管理系统，然后绝大部分数据
就此沉淀。而新型 SoX 架构中，客户接触银行及其合作伙伴，
办理业务时，对相关数据的记录、洞察与反馈贯穿始终，在各
类系统中顺畅流动，从而能够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和实
时专属优惠等。

通过 SoX 架构转型，金融企业在渠道端 (SoE) 将能适应多样化的
渠道拓展，提供各渠道一致的用户体验，同时加强对业务需求、
业务流程的灵活适应能力；在产品服务平台 (SoR)建设组件化服
务，作为全行统一的服务仓库；在管理分析平台 (SoI) 提供灵活
的管理分析能力，同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这些系统通过开
放集成平台与生态合作伙伴互联，保证内部系统的独立性和内
外系统的松耦合。

在应对外部驱动力，建设新系统以支撑新兴业务的同时，金融企
业也需要保留大量传统系统，用于支撑传统业务的开展。 SoX 架
构完全可以做到“喜新不厌旧”, 同时兼容新旧两套体系。记录型
系统 (SoR) 采用组件化设计，可通过结构化的方式承接业务需
求，将稳定的、较少变化的业务规则和产品沉淀下来，同时支持
客户服务整合平台对业务进行灵活组装，从而支持敏态+稳态的
双速多态 IT 设计，提升研发效率，缩短响应市场时间。

为了实现内聚的组件化架构，支持内外部需求，特别是支持合作
伙伴的（难以预测流量的）接入，金融企业的 IT 系统必将全面转
向云端。未来的 SoR 系统应分层设计：在平台层支持高并发、高
可用、灵活动态扩展；在应用层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组件化设计，
满足业务需求。分布式、支持微服务部署的平台是承载 SoR 系统
的理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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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布式系统的分层架构

分层分布的平台打造开放体系
分布式架构带来的高性能、敏捷化一直是金融业应用系统的诉
求。对于无须持久化的前端系统，分布式应用已大行其道；而对
于无比“娇贵”，必须保证其正确性、可用性的金融业核心后台
系统，对开放平台体系，特别是对分布式架构的利用还在起步
阶段。

从单体架构、集中式架构到分布式架构，不同的演进路线有不
同的解决方案。IBM 基于云原生架构，采用应用分库分表的单
元化架构模式，锻造了高可用、低成本、标准化、可快速扩容的
单元化分布式金融系统技术平台。

抽象来看，单元是一个能完成所有业务操作的自包含集合，在
这个集合中包含了该单元对应业务所需的所有服务，以及分配
给这个单元的数据和基础资源。在单元化模式下，系统按业务
维度切分数据，每个单元拥有独立的应用和数据。分布式平台
针对单元化与分布式化后应用的开发和运行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提供相应的功能。

目前，市场上已出现了一些技术上较为成熟的 PaaS 平台，可提
供通用微服务套件。因此，分布式技术平台主要提供服务编排、
分布式事务管理、高可用管理、分布式批量调度等技术功能，提
供与单元化、分布式相适应的应用运行环境；微服务套件提供分
布式应用构建所需要的资源类功能和一些基础能力。

考虑到在系统设计中可被抽象出的公共功能，系统的业务逻辑
部分也可抽象出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应用框架层和负责具体业
务功能实现的业务应用层。

综上，基于“关注点分离”的思想，可设计业务、技术能力分离，通
用、专用能力分离的多层系统架构，PaaS 层、技术平台层、应用
框架层、业务应用层等各层中可进一步进行组件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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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核心系统平台建设要点

在分布式技术平台设计中，我们考虑了金融核心系统架构设计
的八大要点：

1.数据切分策略：可通过客户、机构等多种维度进行业务数据
的切分，支持大容量数据的分库分表管理。

2.  标准化部署单元：如前所述，通过按单元的标准化部署，可最
大化地发挥其面向横向扩展的弹性收益，降低相应的维护难
度，实现快速应急切换和故障隔离。根据架构功能的不同定
位，系统中可设计不同类型、不同部署策略的标准化单元。

3.交易处理策略：包括根据数据切分策略设计的路由策略、跨
单元策略、高并发策略等，使在分布式平台上运行的应用面向
单元化和分布式化透明。

4.  微服务实现策略：根据业务模型，匹配业务场景，采用适当的
拆分粒度，最大限度地避免跨单元事务。

5. 分布式事务：实时监测服务运行状况，采用 SAGA 机制、可靠
消息重发等多层策略进行失效应急处理，并在交易结束后进行
核对，从而保障分布式架构下的最终数据一致性。

6.业务连续性保障：对于技术平台各组件，针对其功能特性及
所属单元的运维特性，结合资源及运维成本、性能等方面进行
平衡，设计高可用和灾备切换方案，提供客户端熔断、服务端限
流、集群及单机流控等能力。

7.优化开发与部署：适应开发建设实施要求，支持敏态与稳态
分离，支持服务快速部署、灰度发布。

8. 运维支撑：基于微服务化架构服务节点多、纵向层级多、技术
组件丰富、系统迭代快的特征，建设敏捷的运维支撑体系，实现
自动差错发现及快速处理、多维数据分析、敏捷交付等能力。

 

8 大要点  

1. 数据切分策略
•支持十亿级数据容量 
•划分策略方便二次扩展 
•预留单库数据量及性能空间 

3. 交易处理策略 
•支持多单元的服务路由 
•减少跨单元访问 
•支持高并发处理 

2. 标准化部署单元  
•支持标准化快速扩容 
•易维护 

4. 微服务实现策略 
•匹配业务场景 
•保持合适的拆分粒度 
•最大限度的避免分布式事务 

6. 业务连续性保障 
•弹性故障恢复 

•多数据中心多活 
•支持跨地域容灾 

8. 运维支撑  
•标准化的多维度日志分析 

•数据异常及时告警 
•具备高效多级的差错处理能力

5. 分布式事务 
•支持高并发处理能力 

•保证业务一致性 
•减少对应用的侵入 

7. 优化开发与部署 
•双速支撑 

•敏态稳态分离 
•蓝绿/灰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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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