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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台的分析与研究① 
顾永兴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01900) 

摘 要: 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 运用面向服务的架构(SOA)理念, 从结构层次、开发运营及 SaaS 化应用三个维度

构建了面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台, 旨在解决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过程中智慧产业园区建设存在的信

息化服务模式及成本的问题. 本文为产业园区的智慧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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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using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concept, from the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aS applic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to build a smart cloud service platform for 

industrial park, aims to solve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service mode and the cost of park construction wisdom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depth problem.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model for the 

industrial park's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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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 其触角已经

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企业、个人及园区各层面. 从

国际上看, 美国硅谷、英国曼彻斯特科学园、印度班

加罗尔产业园、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等, 纷纷通

过打造世界顶级的 IT 设施、加强信息化建设, 营造一

流的产业发展和服务环境.  

从国家层面看, 工业与信息化部高度重视“两化融

合”背景下的智慧园区建设, 集中建设一批“两化融合”

创新服务产业园, 推进一批示范基地开展智慧园区建

设试点. 自 2010 年以来, 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先后发

布多项文件政策, 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中心

组织编制了产业园区信息化建设与管理通用规范, 推

进园区信息标准化体系构建[1].   

智慧园区[2]作为信息化与产业园区建设的聚焦点, 

其本质是以创新园区管理、服务产业发展为主线, 运 

 

 

用信息化手段整合园区内外部资源和服务, 提升园区

基础设施能级、运营管理效率、产业协同及企业横向

协作能力; 其内容应包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办

公、智慧物业、产业协同供应链、企业信息化和生活

服务、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 其目标是形成高速泛

在的通信网络、整合开放的园区管理、集成共享的平

台应用、丰富便捷的生活服务、高端集聚的智慧产业, 

促进园区发展模式从企业集中型向产业集聚型、从资

源招商型向品牌价值型转变[3].  

虽然, 全面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园区管理和服务

水平, 是园区经济发展和服务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但

是重基础设施投入轻信息化建设的问题仍是园区和企

业普遍的问题和困境. 一方面, 园区和企业在快速发

展和成长中, 面临着融资困难、成本上升、企业间协

作困难、信息交互与信息不对称等挑战, 亟需信息化

系统提升管理运营效率和创新协作能力;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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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的园区及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还处在基础应用

阶段, 仅实现了邮件、OA、财务和信息收集等基本应

用, 业务的不断扩大、外部协同的增多, 单一的简单的

应用已经很难满足需求, 企业需要更实用、更适用、

更经济的应用以提升运行管理及开拓市场的能力. 但

独立建设信息化的高成本、长周期及隐性汇报的现状, 

已经成为园区与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一大

障碍.  

随着云计算、物连网、大数据、移动社交等技术

和应用的广泛传播, 传统 IT 应用模式开始转变. SaaS[4]

作为新兴的软件商业模式, 其对于用户低廉的初始成

本投入及有竞争力的周期租赁费用, 逐步被市场认可. 

搭建基于 SaaS 模式的面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

台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智慧园区建设既要求理念高度与技术先进性, 又

强调实用性. 如何从智慧园区的本质及目标出发, 建

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IT 服务支撑, 助力产业集群中的

中小企业通过低成本模式快速建立 IT 系统提升运营

管控能力及市场化能力, 成本研究的关键和重点. 本

文从技术架构、建设内容及客户价值等方面来阐述如

何构建面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台.  

 

2  总体解决方案 
2.1 面向园区服务的体系结构 

所谓面向服务的架构(SOA), 是指在网络环境中

根据需求对松散耦合的粗粒度应用组件进行分布式部

署、组合和使用, 从而有效控制系统中与软件代理交

互的人为依赖性.  

SOA 是一种粗粒度、松耦合服务架构, 服务之间

通过简单、精确定义接口进行通讯, 不涉及底层编程

接口和通讯模型. SOA 可以看作是 B/S 模型、XML(标

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Web Service 技术之后的自然

延伸[5]. SOA 将能够帮助软件工程师们站在一个新的

高度理解企业级架构中的各种组件的开发、部署形式, 

它将帮助企业系统架构者以更迅速、更可靠、更具重

用性架构整个业务系统. 较之以往, 以 SOA 架构的系

统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业务的急剧变化[6].  

运用 SOA 的理论模型, 应用于园区信息化架构, 

将粗粒度的应用组件映射到园区提供的服务, 将应用

软件映射到面向产业园区的云服务平台, 我们设想对

于产业园区面向不同对象的服务可以以松耦合的模式

形成组件式应用来构建整个园区的信息化服务.  

这样的构建使应用系统需要根据业务的需要变更

显得更加灵活,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政策、业务

级别、业务、合作伙伴等等的变化, 以实现灵活地适

应环境变化的业务需求(On demand)[7].  

2.2 面向园区服务的需求 

通过应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 建立一个面

向产业园区、集建设与运营、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和

数字化三位一体的的智慧云服务平公共服务平台[8], 

帮助产业园区规范信息化建设和管理, 为园区入驻企

业营造一个便捷、质优、价廉的信息化应用环境, 从

而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园区企业创新能力、

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带动园区内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水

平整体提升, 促进产业集群信息化发展, 打造一条园

区智慧化产业价值链.  

(1) 建设面向园区管理单位、建设单位、运营单

位及入驻企业的云数据中心(IaaS), 为园区用户提供

共享应用服务, 实现硬件资源集中管理, 资源按需分

配. 主要包括网络、服务器、配套的系统软件、存储

系统、数据库和机房等.  

(2) 应用运行支撑环境以服务的形式通过网络交

付给 SaaS 应用, 通过 PaaS 服务建立了快速搭建部署

应用运行环境及动态调整应用运行时环境资源的应用

支撑环境. 建设内容面向 SOA, 包括资源管理及统一

访问层(含云存储、组件库、Web 服务、数据库、NoSQL

库、其他系统资源)、业务引擎层(含工作流引擎、业务

引擎、展现引擎、数据服务引擎、报表引擎、表单引

擎)、组件层(含基础服务组件、通用业务组件、通用界

面组件)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项目实施指南及 佳实

践、开发标准及规范、开发工具及示例和组件管理及

监控工具.  

(3) 通过 SaaS 服务模式为园区及时入驻企业提

供应用软件服务, 包括一个综合门户, 三类应用: 园

区企业服务、园区运营管理和园区智能感知.  

综合管理门户为园区管理建设单位、企业用户、

社会公众提供一个统一的信息入口, 增强客户和园区

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提高客户满意度, 提升产业

园区品牌价值.  

园区企业服务以云计算服务模式, 为园区企业提

供按需使用的低成本信息化应用环境. 包括用于企业

内部经营管理的 ERP 软件、协同办公软件租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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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园区企业提供的电子物流、电子交易. 从而有效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公共技术和知

识的沟通, 提高园区企业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和竞争

力.  

园区运营管理是面向园区建设和管理单位, 为园

区管理单位、建设单位、运营单位提供全面的信息化

服务, 从园区创建初期的土地规划、项目建设、招商

与租赁、到后期的综合物业管理、电子政务、内部办

公、园区经营分析与决策支持.  

园区智能感知是面向园区管理和运维单位, 采用

先进的物联网技术, 感知园区内更加真实、详细、实

时的信息, 洞悉园区事务的变化, 为精细化管理、科学

化管理提供了基础条件: 通过对楼宇办公环境、园区

能源、安防等信息自动采集和控制措施, 来达到节能、

环保、舒适、安全的目的.  

 

3  关键技术 
3.1 总体技术架构 

面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以基

础设施(IaaS)为基础, 依托统一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

两大保障体系, 通过应用支撑平台(PaaS)提供一体化

的软、硬件运行环境和服务, 通过平台应用层(SaaS)

统一提供业务支持.  

平台从技术架构上划分为五个层次: 智能感知

层、基础环境层、平台服务层、应用展示层和综合门

户. 如图 1.  

 
图 1  面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台架构图 

 

本文重点论述平台服务层、应用展示层和综合门

户.  

平台服务层(PaaS), 将应用运行支撑环境以服务

的形式通过网络交付给 SaaS 应用, 其实现了对应用的

开发支持、快速部署、运行环境及资源动态调整的支

撑. 这样的应用支撑环境包括资源管理及统一访问

层、业务引擎层、组件层、开发工具及监控工具等.  

应用展示层(SaaS), 为管理机构、企业、员工、产

业合作商四类核心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功能.  

面向园区管理和运维单位, 采用先进的物联网技

术, 感知园区内更加真实、详细、实时的信息, 洞悉园

区事务的变化, 为精细化管理、科学化管理提供了基

础条件: 通过对楼宇办公环境、园区能源、安防等信

息自动采集和控制措施, 来达到节能、环保、舒适、

安全的目的.  

面向园区建设和管理单位, 为其提供全面的信息

化服务, 从园区创建初期的土地规划、项目建设、招

商与租赁、到后期的综合物业管理、电子政务、内部

办公、园区经营分析与决策支持.  

面向园区及其入驻企业、员工, 以云计算服务模

式, 为园区企业提供按需使用的低成本的信息化应用

及环境. 包括用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 ERP 软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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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办公软件租用服务; 聚集社会资源, 为园区企业提供

的电子物流、电子交易、招投标管理、园区健康等服务.  

  综合门户是园区信息化综合管理门户, 是指基于

统一用户、授权管理和统一认证技术, 为园区、园区

企业及其员工等提供多样化的访问形式和综合性的服

务门户. 平台基于 rss、iframe、内容接口的三种方式, 

可灵活集成各种应用资源.  

3.2 基于云计算的应用开发及运行平台 

作为 PaaS 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 SOA 思想的

云应用开发及运行平台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1) 资源管理及统一访问层, 含云存储、组件库、

Web 服务、数据库、NoSQL 库和其他系统资源;  

(2) 业务引擎层, 含工作流引擎、业务引擎、展现

引擎、数据服务引擎、报表引擎和表单引擎等;  

(3) 组件层, 含基础服务组件、通用业务组件、通

用界面组件 

(4) 配套的相关项目实施指南及 佳实践、开发

标准及规范、开发工具及示例和组件管理 

(5) 运行监控工具.  

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云计算的应用开发及运行平台 

 

 3.3 支撑 SaaS 化的关键技术 

平台通过对开源组件的适配以及多数据源的有效

支持从底层架构支持云计算应用开发. 主要关键技术

包括:   

  (1) 应用服务器层的水平扩展 

  应用负载均衡通常可以由硬件或软件实现, 其原

理是根据各服务器当前负荷及预测, 将以后的每个用

户请求均衡到不同的应用服务器上, 以确保应用请求

得到及时响应. 负载均衡是应对和解决大流量、高并

发应用请求的有效方法, 也是应用服务层水平扩展的

重要手段. 但是大部分应用的用户请求可能是有状态

的(一般使用 Session 记录用户状态), 因此如何能够在

多台应用服务器之间保持应用状态, 是实现应用服务

器水平扩展的关键. 针对该问题, 平台基于应用特征

提供了基于 Session 复制、Session Sticky 和集中式

Session 缓存三种支持策略实现用户状态保持, 并通过

算法实现各应用服务器之间的均衡.  

(2) 数据库层的水平扩展 

  相对于应用层服务器层的水平扩展, 数据库层的

水平扩展要更为复杂, 很多应用系统的数据库设计成

为应用系统性能的瓶颈.  平台对于数据库的处理速

度、数据可用性、数据安全性和数据集可扩展性四方

面的可伸缩性, 提供了数据库的垂直切分、数据库的

读/写分离和数据库的水平切分策略支持, 使客户能同

时得到更高的处理速度、更高的数据可用性、更高的数

据安全性和更大的数据集, 而不是提升了其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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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却损坏了其余的指标或者其余的指标没有改进.  

  (3) 基于 SLA 的动态伸缩 

  自我感知应用是应用系统朝着成为独立、自治单

元的方式发展的一种体现. 云应用系统的开发者面对

的是底层抽象的、动态伸缩的计算资源, 而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物理资源, 这也是应用系统与底层计算平台

松耦合的一种体现, 从而使得应用系统不绑定具体的

资源. 自我感知应用系统就像一个个具有人工智能的

独立单元, 它们在完成自身业务工作之外, 还能够具

有自我管理和自我修复的功能.  

  平台对于应用系统中的多种多样任务, 例如典型

Web 应用、批处理作业、业务流程流转、数据挖掘等

等, 预先获知具体任务的类型并自我感知每一种类型

任务的工作负载, 实现智能动态伸缩.  

  (4) 多租户支撑, 平台从安全隔离、可定制性、可

扩展性以及编程透明性等方面考虑, 提供了对数据隔

离、客户化配置、架构扩展和性能定制的支持, 实现

多租户(Multi-Tenant 能够共享同一堆栈的软硬件资源, 

每个租户能够按需使用资源, 能够对软件服务进行客

户化定制, 而且不影响其他租户的使用.  

3.4 支持 SaaS 化运营的技术 

  SaaS 化运营是将软件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客户并

获取服务收益, 是云计算时代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软件服务提供商将软件统一部署, 并通过互联网

为客户提供软件服务; 客户通过互联网使用软件服务, 

按照使用功能的多少、时长或交易量等进行付费. 平

台实现这种模式的主要包括:  

  (1) 会员管理 

  提供了从软件使用者订购软件服务、申请开户开

始, 到软件服务提供商运营管理人员审核申请, 建立

软件使用者系统管理员帐号、授予已订购软件服务的

权限, 并交由软件使用者系统管理员使用, 并能为该

租户下的普通用户开户的功能, 根据用户的操作数据, 

分析用户登录和使用频率以及登录波峰波谷和走势、

各种查询条件使用频度、各个用户使用相关模块的频

度等, 为优化应用平台提供支持.  

  (2) 服务管理 

  服务发布管理: 包括对服务供应商进行选择、评

估和管理; 服务目录的发布、调整、删除等.  

  服务计量管理: 按照统一标准对产品或服务供应

商提供的服务功能、时间、流量等进行统计, 为客户

提供公允的服务计量管理.  

  (3) 运行监控 

  建立平台运行监控功能, 对平台的运行状态和用

户使用情况进行监控, 并动态调整资源配置.  

  (4) 快速自动化部署 

自动化部署也是应用系统动态扩展的一个前提. 

当需要更多计算实例来处理更多的用户请求的时候, 

新的计算实例可以动态地生成出来并自动启用. 平台

实现了基于自我感知的快速自动化部署技术, 使得开

发人员可以快速地构建高可用并且几乎可以无限扩张

的应用.  

 

4  云服务应用系统模型构建 
  依据向产业园区的智慧云服务平台架构, 应用展

示层的应用系统主要由综合门户、企业服务、园区运

营管理三部分构成.  

4.1 园区综合门户 

  园区信息化综合管理门户是指基于统一用户、授

权管理和统一认证技术, 为园区、园区企业及其员工

等提供多样化的访问形式和综合性的服务门户, 它是

面向园区及其入驻企业、员工, 为其提供个性化的门

户展现方式、个性化的内容信息等服务.  

  用户通过平台的集成统一认证服务, 只需一次身

份认证, 获得授权后就可以访问门户中已集成的各种

应用服务、信息服务.  

  园区管理者通过平台的配置管理服务, 对门户中

各种资源集中统一管理, 如信息发布, 信息咨询, 在

线订购等. 园区管理者可以根据园区本身的需求, 配

置门户的展现形式, 门户的展现内容, 自定义门户的

模板、门户的整体风格、门户的布局等个性化设置.  

  基于 rss、iframe、内容接口的三种方式被提供用

于灵活集成各种应用资源.  

  综合门户的主要包括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认证管

理、待办中心管理、综合信息服务、自助服务、日常

工作助手和个性化界面等功能. 典型的园区综合门户

界面原型如图 3.  

4.2 园区企业服务 

  以云计算服务模式, 为园区企业提供按需使用、

经济高效的企业信息化服务是面向此次产业园区智慧

云服务平台的关键应用. 面向企业的云服务包括企业

ERP、电子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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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的园区综合门户界面原型 

 

  面向园区企业, 以 SaaS 模式提供按需、经济高效

的信息化应用环境及服务. 针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流

通和服务等领域, 应用服务涵盖采购、销售、库存、

加工、服务、财务、资金等方面.  

  平台提供的面向企业的 ERP 服务, 采用面向对象

的组件化的设计思路, 以业务实体为系统功能单位, 

可按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配置相应的业务流程. 支持

多组织多账套多语种, 帮助用户进行管理流程整理, 

引导系统的实施.  

  园区企业服务的 ERP 包括采购管理、库存管理、

销售管理、加工管理服务管理、业务支持、财务管

理及经营分析等功能. 平台提供的面向企业的电子

物流信息服务, 可以帮助入驻企业改善物流运作效

率、降低物流总成本, 让入驻企业关注自身产品的核

心能力 ; 持园区企业与物流服务商发布需求与订

单、撮合交易及执行状态跟踪、评价和登记、统计

和分析, 为园区用户的物流需求提供建议和咨询结

算对帐.  

  电子物流信息服务主要包括物流资源查询、需求

发布、物流订单跟踪、物流执行评价、物流能力发布、

物流竞价、物流执行反馈和对帐确认支付等. 电子物

流信息物流管理主要包括基础管理、供应商登记、供

应商审核、供应商评价和统计分析等. 典型的园区企

业服务界面原型如图 4.  

 
图 4  典型的园区企业服务界面原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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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园区运营管理 

  以云计算服务模式, 通过平台提供的园区经营管

理应用, 推动园区服务理念、服务模式、服务效率得

以转变和提升.  

平台提供了园区核心运营管理的园区招商和商业

租赁服务、园区综合物业管理信息服务功能. 典型的

园区运营管理界面原型如图 5. 

  园区招商和商业租赁服务, 主要对招商企业业务

 
图 5  典型的园区运营管理界面原型图 

   

各个阶段进行全面的管理, 包括前期、中期及后期的

服务, 集中展示资源利用情况, 规范招商人员的招商

流程, 工作流驱动协调部门之间的协作, 自动生成相

关的日报、周报及招商资源分布的相关报表, 给管理

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 提高招商环节的管理效率. 为

政府招商、园区招商管理等相关部门提供全面招商管

理信息化应用环境. 

主要包括园区招商管理、园区基础资源管理、租

赁合同及合同变更管理、租赁结算管理、租赁客户管

理、租金到期及租期到期提示、辅助服务管理, 包括

广告管理、企业开业注册服务, 以及综合查询与统计

功能; 并可与园区 GIS 系统集成, 提供园区租赁可视

化管理.  

  通过建设园区招商与租赁服务平台, 可以帮助园

区快速、及时、动态掌握当前园区基础资源的状况. 规

范招商、租赁管理流程. 加强对租赁客户情况的掌握, 

为入驻企业提供更好的租赁服务. 及时展现招商情

况、租赁情况, 以此为基础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为管

理层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园区综合物业管理信息服务, 主要包括工程设备

管理、不动产安全管理、物业服务管理、物资仓库管

理、物业合同及结算管理五大应用. 涵盖工程设备修

缮的全流程管理、物业安全、绿化环境、保安服务、

保洁管理、出入证办理、物业合同、物业费结算等全

方位园区物业管理业务.  

通过建设园区物业管理信息系统, 可以帮助园区, 

实现物业资源集中管理, 规范客服增值运营, 重点突

出客户服务的主动性和人性化, 强化报事跟踪与预警. 

协调业主租户、物业服务人员和物业管理人员三者之

间的关系, 实现高效、快捷的园区服务. 统一监控物业

管理情况, 方便了解包括客服、工程、保安等多个部

门的数据, 对物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 有助提

升物业管理水平.  

 

5  结语 
  智慧云服务平台平台以《产业园区信息化建设和

管理通用规范》为依据, 符合安全、管理、服务等现

代园区建设理念, 是智慧园区建设的先导, 具有示范

推广的意义.  

  平台中 SaaS 化应用, 可以根据园区的属性不同, 

集成市场上成熟的第三方应用, 尤其是面向不同产业

的中小企业群时, 其提供的应用的适用性尚需要进一

步的细分和改进, 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的产业集群提供

针对性的云应用服务, 以真正深化本文所述的平台应

用及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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