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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全面上云探索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数字金融服务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颁布多条数字金融相关政策，驱动商业

银行加快云计算技术应用和云平台建设，实现金融业务全面上

云，商业银行全面上云进程呈加速态势。我国国有六大行上云

进度领先，部分国有大行上云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股份制银

行积极进行深度布局，已启动分布式架构研发运维支持，并进

行云部署，但各股份制银行上云进度有所分化，其中招商银行

率先完成全面上云；城商行受限于资产规模和资金投入，多选

择利用第三方云平台技术开展云平台建设，正在加速追赶头部

银行的上云步伐，但部分城商行仍处于试点阶段，宁波银行和

北京银行表现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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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全面上云探索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数字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颁布多条数字

金融相关政策，驱动商业银行加快云计算技术应用和云平台建设，实现金融业务全面上云，商业银

行全面上云进程呈加速态势。目前来看，国有六大行上云进度领先，部分国有大行上云工作已基本

完成；股份制银行积极进行深度布局，已启动分布式架构研发运维支持，并进行云部署，但各股份

制银行上云进度有所分化，其中招商银行率先完成全面上云；城商行受限于资产规模和资金投入，

多选择利用第三方云平台技术开展云平台建设，正在加速追赶头部银行的上云步伐，但部分城商行

仍处于试点阶段，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表现较为突出。

一、政策驱动商业银行云平台建设

商业银行金融云平台是以云计算为技术底座的服务平台，可以有效提升金融业务处理效能，降

低运营成本，释放金融服务新动能，推动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型。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数字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颁布多条数字

金融相关政策，驱动商业银行加快云计算技术应用和云平台建设，实现金融业务全面上云，商业银

行全面上云进程呈加速态势。

关于商业银行上云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4年，银监会、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

联合出台《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从2015

年起，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应用以不低于15％的比例逐年增加；到2019年，安

全可控信息技术在银行业总体达到75％左右使用率的总体目标。之后，《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相继颁布，针对云计算和云平台建

设，提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探

索搭建私有云平台，开展行业公共云服务，进一步明确银行业应稳步实施架构迁移，到“十三五”

末期，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系统全部迁移到云计算架构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图表 1：我国云平台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4 年 9 月
《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19 年，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在银行业总体达

到 75％左右使用率的总体目标。

2015 年 7 月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提出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

2016 年 7 月 《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积极开展云计算架构规划，制定云计算标准，

联合建立行业云平台，主动实施架构转型。

2019 年 8 月
《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

提出到合理布局云计算，统筹规划云计算在金融领

域的应用，加快云计算金融应用规范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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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

加快云计算技术规范应用，稳妥推进信息系统向多

节点并行运行、数据分布存储、动态负载均衡的分

布式架构转型，为金融业务提供跨地域数据中心资

源高效管理、弹性供给、云网联动、多地多活部署

能力，实现敏态与稳态双模并存、分布式与集中式

互相融合。

2022 年 1 月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推进传统架构向分布式架构转型，主要业务系统实

现平台化、模块化、服务化，逐步形成对分布式架

构的自主开发设计和独立升级能力。

来源：新华财经

2019年9月，央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要求合理布局云计算，引导金

融机构探索云计算解决方案，搭建安全可控的金融行业云服务平台，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协调发展

的信息基础设施架构，强化云计算安全技术研究与应用。

2022年1月，央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进一步要求加快云计算技术规

范应用，稳妥推进信息系统向多节点并行运行、数据分布存储、动态负载均衡的分布式架构转型，

实现敏态与稳态双模并存、分布式与集中式互相融合。

随着政国家政策支持金融云计算和云平台发展的趋势逐渐明确，各商业银行纷纷开始布局云计

算和云平台建设，探索业务全面上云之路。

二、国有银行进度领先，工行云平台规模最大

六大国有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领头羊”，近年来不断加大金融科技资源投入，推进数字化

转型，加快云计算、云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六大行金融科技投入全部超过100亿元。

目前，六大国有银行均在年报中提到云计算、云平台以及分布式技术建设，进行云部署，部分国有

大行上云工作目前也已经基本完成，形成了以“云平台+多个中台”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在

我国商业银行的上云进程中处于领先位置。其中，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多项云技术得到了工信部信

通院的认可。

建设银行2018年在原有私有云的基础上迭代升级建设了“建行云”，之后持续推进全面云化转

型，打造“建行云”高价值品牌。2023年1月，“建行云”在北京正式发布，率先实现“多功能区、

多地域、多技术栈、多种芯片”的“四多”布局，算力规模较上年提升超30%，整体规模和服务能

力保持同业领先。同时，建设银行持续推进技术中台建设，实现企业级共享复用和敏捷供给。容器

云平台实现应用跨机房多活高可用容器化部署，为应用提供灵活的资源调度、快速部署、自动化运

维支持，通过国内首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原生技术架构成熟度”最高等级评估认证。

工商银行2019年已建成同业规模最大的云计算平台，集基础设施云（IaaS）、应用平台云（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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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生态云（SaaS）三位一体，有效支撑全行高并发、大容量业务的开展。2020年，工行行内全

量核心应用均已上云。工商银行持续强化“云计算+分布式”两大核心平台技术支撑能力，持续推

广新一代云平台，入云规模及平台能力继续保持同业领先。截至2022年末，应用节点入云率已经超

过91%；分布式技术体系进一步强化，日均服务调用量超过170亿次。根据2023年半年报，工商银行

积极实施全集团云化基建部署，云上节点总数超17.7万、业务容器数量超11.5万，规模持续保持行

业领先。全量客户信息和个人账户全面迁移至分布式架构体系单轨运行，实现可比同业中体量最大

的核心系统分布式架构转型升级。

三、股份制银行深度布局，招行率先全面上云

股份制银行在金融科技资金投入方面仅次于国有银行，在云平台建设方面，股份制银行积极进

行深度布局，已启动分布式架构研发运维支持，并进行云部署，但各股份制银行上云进度有所分化。

其中，招商银行在2022年年底实现了各业务系统上云，并将所有客户数据迁移上云，正式全面迈入

“云时代”，成为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中率先实现“全面上云”的银行；而中信银行率先建成我国

首个全行级分布式架构核心系统——凌云工程，之后依托全栈云架构不断加速应用上云。

招商银行在2020年初正式启动了“全面上云”工程，2022年末实现平稳且无感上云，打造数字

化新底盘，其云开放、共享的模式，打破了传统主机架构下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壁垒，以“微服务”

全面重构业务系统，让新业务、新想法快速组装，快速验证，迭代改进。同时，招商银行进一步深

化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建设，降低应用开发与数据使用的门槛，加快推动技术开放共享，搭建低代

码开发体系，提升研发效能，从而快速响应业务需求。自此，招商银行初步构建了“一朵云+两个

中台”的金融科技新基建。根据2023年半年报，招商银行云平台整体可用性达99.999%，技术中台

累计发布组件超5100个，低代码平台累计上线应用超9200个。

中信银行在2020年率先建成我国首个全行级分布式架构核心系统凌云工程，之后不断强化构建

云原生技术能力体系，在技术中台基本形成以服务网格、容器云平台、乐高开发平台、基础技术服

务为主线的云原生技术底座，有效支撑部署流程提速30%，投产效率提速4倍；数据中台持续推进企

业级数据公共平台和工具建设。截至2022年年末，中信银行已全面建成生产云、开发测试云、子公

司云和生态云“四朵云”总体布局，信创资源池规模位居股份制同业前列，算力同比提升2倍，基

础设施云化率达到99.7%。2023年，中信银行依托信创全栈云加速应用上云，容器化比例超60%，位

居同业前列，应用标准化和资源弹性能力大幅提升。

四、城商行借助第三方合作加速追赶

城商行受限于业务规模以及投入资源，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其云平台建设和布局有所

落后，部分城商行仍处于试点阶段，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城商行正在加速追赶头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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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云”步伐。与头部大行相比，城商行多数难以依靠自有资源进行自建云平台，往往选择与外

部第三方进行合作，利用第三方云平台技术来构建自身云计算和云平台架构。

在资产规模超万亿的城商行中，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在全面上云进程中表现较为突出。

宁波银行在2023年6月发布“宁行云”品牌，这也是城商行首个发布的云品牌。“宁行云”是

宁波银行通过“云计算+分布式技术”自主研发和运营的平台，其首批推出的七大核心产品不仅可

以提供资金管理、外汇、票据、收付款、发薪等企业经营管理所需的全面金融服务，还能提供多种

智慧场景和四类云服务支持，助力客户数字化转型。同时，“宁行云”可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业务

特点，进行个性化定制，并能提供标准化、定制化、私有化等输出方式。“宁行云”从基础设施到

应用程序，全面提升了业务效率和客户体验，并充分发挥了云计算的弹性特性，做到降低运营成本，

灵活应对业务变化。

北京银行于2019年制定了关于加快建设新型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的规划，着手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的构建。2020年，北京银行成功建设私有云平台，统一纳管异构虚拟化平台、分布式存储、全闪存

储等资源，满足全行对云计算资源的弹性需求。2021年，北京银行部署了托管云平台，实现资源随

用随取、即时搭建，敏捷交付，成为服务全行的云算力资源“供给站”。2022年，北京银行构建基

于容器、开发运维一体化等技术的容器云平台，以轻量化和服务的持续集成、持续交付等优点，提

高IT部门的开发和运维效率。目前，北京银行已经形成了形成包括私有云、托管云、容器云等在内

的“北京银行云生态”，实现业务上云、数据上云、创新上云，最终实现统一的多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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