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vops统一研发体系建设方案 
技术创新    变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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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自主研发的要求及面临的问题 

➢行业信息系统服务商尽管有很强的能力，但已经不能满足行业的个性化和快速响应业务变化的需求。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背景下，对自主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信息系统的自主研发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业务能开展的广度和深度，长远看决定了传统金融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能力和 

创新发展能力。 

 
开发人员 项目管理 应对业务变化 产品化开发 开发能力 

• 成本高、招聘难、 
流动大 

• 大型团队管理难以 
沿用和小型团队方 
法 

• 外包人员难管理 

• 代码未妥善管理， 
文档、代码注解不 
全，缺少开发管理 
历史资料 

 

• 和服务商合作开发 
过程，不能在甲方 
管理 

• 低价值重复性工作 
多，交付效率低 

• 业务部门不了解需 
求开发进度 

• 管理层不知道IT在 
干什么 

• 跟着零碎业务需求 
跑，不重视分析和 
设计，没有统一的 
产品设计和架构把 
控 

• 欠缺版本管理 

• 面对大型复杂系统 
开发，无从下手 

• 系统更新换代，兼 
顾新系统开发和老 
系统维护，困难重 
重 



项目及平台目标 

能力的提升 大型开发团队的管理能力 

快速应对业务变化 

 
大型复杂系统的研发及运营能力 

产品化系统的研发能力 

 

需求、研发和运营的高效沟通机制 



项目总体介绍 

项目简介 

•采用敏捷和DevOps理念 

•整合软件研发工具、容器化技术、运营监控工具 

•解决了研发中的代码分支管理、环境获取、自动化、微服务化、持续交付等突出难题 

•支持博时基金IT团队实现敏捷和DevOps转型 

•在团队规模和核心能力上实现跨越式提升，适应互联网时代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要求 

 
实施历程 

•2016年1月开始调研、7月一期上线，支持全部50多个项目的生命周期管理 

•持续进行敏捷和DevOps研发管理的转型，团队能力跨越门槛 

•支持新一代大型业务复杂的项目、产品化开发、按计划交付 



观念：从传统向敏捷的转变 

敏捷宣言 

➢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和工具，Individuals and interactions over processes and tools 

➢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Working software over comprehensive documentation 

➢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Customer collaboration over contract negotiation 

➢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Responding to change over following a plan 



建立全局观 建立反馈 持续改进 

• 应用生命周期系统建设 
• 量化管理能力建设 
• 指标体系建设 
• 报表体系建设 

• 配置管理能力 
• 自动化能力 
• 工艺改进团队建设 
• 内部知识库建设 

DevOps三步工作法 



建立研发端到端协作能力 



实施落地 – 粒度&解耦 

工程解耦 

DevOps 从技术角度的优化永远是在通 

过解除“工程对象”之间的耦合实现的。 

所谓“工程对象”可能是系统，工具，  

代码，模块，服务，平台，云或者任何 

在研发过程中存在或者交付的“技术对 

象”。 

管理粒度 

DevOps从管理角度的优化永远 

是在通过控制“管理单元”的粒 

度来完成的。 

所谓的“管理单元”可能是团队， 

需求，任务，测试，交付物等任 

何研发中的被管理对象 

提升效率 

无论是敏捷，精益或者持续交付，其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提升效率。 

所谓“效率”，就是单位投入的产出量。 

粒度 耦合 



实施框架 

基础设施即代码 基础设施 

工具集成 

TFS，生命周期管理、数据仓库、知识库 
 
EA、IDE、Maven 、Loadrunner 、Sonar、 Docker、Harbor、NetGain、APM、DPM、 
Junit、Selenium、Postman、自研工具……  EM、日志审计、自研工具…… 

平台 

项目管理、配置管理、持续集成、自动化测试 方法 持续部署、容器化、运行监控、日志管理 

分析、设计、开发、测试、构建、集成 管理 环境、部署、发布、运行 

原业务系统 业务系统 
新一代业务系统 

统一技术架构（BOFA） 



基础:配置库文件结构 



Git分支模型与CI/CD流水线 



基于TFS的CI配置 



基于TFS的CD配置 



4级测试体系建设 



持续交付能力提升 

领域 DevOps之前 DevOps之后 

版本管理 开发、测试、生产相互独立 多分支开发、主干发布 

环境权限 开发人员权限极大 各环境权限隔离 

构建 
构建环境不统一且分散，每天有效构 
建不超过10次 

构建环境标准且统一，目前每天有效 
构建次数62次 

部署 
依赖开发人员，每天各环境发布次数 
不超过10次 

基于自动化发布，目前每天各环境有 
效部署次数超过80次 

发布回退 
过度依赖开发人员手工回退，低效且 
风险巨大 

提前制定变更风险等级策略，基于版 
本进行回退，高效而可靠 



研发管理指标体系与报表体系建设 



项目进度总览表 

• 特性到需求的属性分 
解 

• 各阶段工时进度 
• 测试用例执行情况 

• 实际进度与计划工时 
的偏离情况提示 



资源使用情况报表 



直接效益&间接效益 

•全部50多个系统、260名技术人员在该平台上进行统一管理，其中最大系统的开发人员规模达120人。整体研发效率提升 
20%以上 

直接效益 

• IT治理水平提升：提升资源配置比例 

•能力提升：大型团队，大型项目，复杂项目，产品化 

•快速应对业务变化：快速交付 

•价值和质量提升：更关注价值创造工作，敏捷方法提升价值和质量，减少技术债 

•成本控制：项目进度、资源可控，精益IT避免浪费 

•提升效率：顺畅的流水线，自动化，管理视图 

•降低风险：项目管理关键因素的风险管理，全部代码纳入管理 

间接效益 



内部调查问卷 



项目实施的策略 

工程 

工具 

效率 

管理 

组织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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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式敏捷Water-Scrum-Fall 



对于敏捷的理解 



对于DevOps不同的理解 



转型和实践的焦点应该回归到人的身上 

利用转型和实践打造一个更有战斗力的团队 

➢一群行动目标一致的人 

➢一群技能可以不全栈，但利益和责任全栈的人 

➢一群积极沟通的人 

➢一群不断精进的人 

用更看重团队成长的视角，来看待转型和实践过程遇到的难题， 

很多时候也许就不是问题，而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学费。 

细心、耐心，没有最好的，只有当前最合适的。 



博时基金：中国基金行业的开拓者 

l  博时基金成立于1998年7月13日，是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公司之一，致力于为海内外各类机构和个人提供专业、 

全面的资产管理服务。经过20年努力奋斗，已发展成全牌照经营的大型基金管理公司 

l  公司目前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公司，在香港和前海分别设有子公司 

1998 首批公募基金 
投资管理资格 

2005 
首批企业年金基金 
投资管理资格 

2011 首批RQFII资格 

2002 
首批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管理资格 

2008 
QDII业务牌照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格 

首个社保基金海外资产境内投 
资管理人 

2012 首批保险资金 

投资管理资格 

2016 首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 
资管理资格 

2016 参与保险资金 
股指期货交易资格 



管理规模：各类委托资产规模位列行业前列 

l  截至2018年6月30日，博时基金资产管理规模逾8461亿元人民币(不含子公司博时资本、博时国际)，其中非货币公募基金规模 

逾1947亿元人民币，累计分红逾872亿元人民币。 

l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博时资本资产管理规模约1989亿元人民币，博时国际资产管理规模约337亿港元。 

l  博时基金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养老金资产管理规模在同业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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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建设：业务IT化与IT业务化 

l  博时拥有强大的IT研发队伍，被誉为国内公募基金IT人才的“黄埔军校” 

l   多个系统在行业内率先投入使用：知识管理系统、投资决策支持系统、CRM系统、管理会计、 

独立账户管理系统、统一沟通平台、全球投资数据平台 

l  获多项大奖：2008年荣获证券期货行业科学技术奖的“最佳创新奖”、2006年、2012年、2013年多次荣获深圳市金融创新奖、 2018年， 

DevOps统一研发平台获第六届证券业协会科学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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