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电商平台化架构 

一、平台化是什么 

从产品角度来看，电商业务的需求有两个特点，业务需求多且繁杂;业务需求时效要求极高。这两个特定是

由电商的特点决定的。对于电商平台架构来说： 

1、消费者流失门槛低。对于电商来说，消费者流失门槛极低，因此需要时刻紧盯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去讨好

他们，偏偏人又都是喜新厌旧的动物，因此需要经常进行业务上的调整; 

2、电商已是红海，同时行业抄袭成风，因此有新的业务机会需要尽快上马，战机稍纵即逝。 

 

面对这两个业务上的特点，容易导致的情况是，开发同学被业务同学推着走，一见面就是这又有某个需求，

都很急啊，先做上线再说吧。这会导致的问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上线功能，难以进行系统性、全局的

考虑，导致新的业务逻辑在原有系统逻辑上，像打补丁一样一块接一块，最后系统不堪重负，从而使整体

的效率及稳定性降低。面对这样的问题，一般大家都会采用系统重构的方法来解决。 

俗话说得好，船小好调头，小的系统重构起来很简单，大的系统上跑的业务多，依赖多，业务逻辑复杂，

重构成本非常高，还是要尽量减少重构系统的次数。在不得不重构系统的情况下，怎么重构系统，才能在

开发效率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尽量减少系统重构次数呢?这就涉及架构设计的问题。

一个合理的架构，可以在提高开发效率的同时，使系统的可用性越来越高。 

这就要有请我们本次文章的主角，平台化出场了。 

在我的理解，平台化是一种底层功能的架构方案，其实现的是将业务从业务耦合，多头管理，刚性支撑到

业务分治，归口管理，柔性支撑的架构转变。 

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让我来解释几个概念： 

1、业务耦合-业务分治 

这里说的业务耦合，并不是指正常的业务耦合，而是是指过紧的，不健康的耦合。 



与其对应的概念是业务分治，指的是业务分别治理，依赖业务之间保持较松的，健康的耦合关系。在业务

发展初期业务较少的情况下，新业务处于摸索阶段或者业务边界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业务耦合的

情况。后续随着新业务、模糊业务中的双方都越来越复杂之时，若没有及时解耦，耦合就会越来越紧，系

统维护成本原来越大，最终影响到两方各自的发展。 

平台化，目标之一实现的是从业务的不健康耦合到健康耦合的转变，这就要求要划清业务边界，同时推动

耦合双方共同完成解耦。 

2、多头管理-归口管理 

多头管理是一个下级同时接受多个上级领导的现象，在实际业务场景中，表现为一块业务，由多个团队进

行维护的现象。这种情况导致的弊端主要有三个： 

 负责团队多，互相踢皮球; 

 不同团队之间团队墙导致的沟通成本过高; 

 业务难以标准化，业务方接入成本高。 

无论如何，都是弊大于利。而归口管理，则是按业务范畴进行分工管理，不同团队，不同系统，不同模块

各司其职，业务边界分明。平台化，目标之二是实现业务归属从多头管理到归口管理的转变，这要求明确

业务功能，明确团队职责，确定接口团队，统一维护业务。 

3、刚性支撑-柔性支撑 

先来说柔性支撑。柔性支撑是从柔性供应链借鉴来的一个概念，是指外部的需求在需求小批量，多批次，

时效要求高的情况下，以合理的成本水平迅速满足业务方需求的能力，需求完成的越迅速，付出的成本越

低，其具有的支撑柔性越好。柔性的基础，是复用性，可拓展性，模块式的设计方式。其对应的是刚性支

撑，即没有考虑系统柔性的支撑。在业务初期，刚性支撑能快速满足业务方的需求，但长此以往系统整体

效率下降，开发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显然无法适应业务的快速发展。平台化目标之三，就是实现业务的

柔性支撑，这就要求抽象出业务模型，从此前的以点为维度的支撑，换为以面为维度的支撑。 

二、为什么要做平台化 

以上是我对平台化的理解，接下来说下做了平台化，我们能收获什么? 

在我看来，平台化的效果主要有三点： 

1、降本增效，提高效率 

电商作为轻资产行业，最重的资产其实是人才，而人才中，占比最大的往往是我们的技术同学们。在实行

平台化之后，由于实现了柔性支撑的关系，能极大解放技术同学，使其快速能完成业务需求，有更多精力

投入到比如稳定性，性能提高，技术改造，技术学习等其他重要事项中，这也提高了人效，从另一个方面

降低了公司的成本。 

2、快速支撑，响应业务 

平台化之后，由于能够快速支撑业务方的日常需求，也使得我们能更快把握住战机，同时在对外合作上，

也更有谈判的筹码。 

3、边界清晰，管理规范 

平台化会进行业务分治及归口管理，这需要对现有的业务进行梳理，业务边界会变得更加清晰。同时由于

归口管理，各个团队对业务能进行更规范的管理，提高沟通效率，避免一件小事找了半天都没有人敢拍板

的情况。 



三、平台化误区 

对于平台化，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概念较为抽象，不同业务线应用场景差异较大，因此在理解有很多误区，

我也和大家沟通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1、平台化一定要有旗下很多应用，才可以做平台化? 

平台化是一种架构方式的叫法，而不是做大的通用平台才叫平台化。在我的理解，只要被多应用场景，多

业务方需求，高需求时效要求，不明确的业务边界搞得系统快 hold 不住的业务，就可以考虑进行平台化改

造。 

2、做个大的业务平台，就完成了平台化改造了? 

做了大的业务平台，实现了业务分治，我个人感觉，是平台化的开始。业务分治，归口管理以及柔性支撑，

其实是平台化由浅及深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生产效率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全部实现之后，对生

产效率的提升会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路漫漫其修远，大家仍需加油。 

3、无论什么业务都适合进行平台化? 

并不是所有业务都适合进行平台化，我们也不提倡为了平台化而平台化。有一些业务，面对的业务方较少，

业务变化少，系统压力小，此时是否需要做平台化，就需要讨论一下了。毕竟平台化改造，需要投入的资

源，时间较多，如果投入产出比较低，则不一定要做。 

四、平台化产品模型思考 

这段时间，通过对于平台化的思考，我总结了平台化的通用产品模型，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下： 

这个模型主要分 4 层，分为业务层，功能层，接口层，应用层。 

1.业务层，是指业务分治后，划分清晰的不同业务。 



这一层主要对应的是平台化中的业务分治的要求，要求业务边界划分明确，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2.功能层，是指为实现该业务运转需要的业务功能。 

这一层主要对应的是平台化中的柔性支撑的要求。 

我个人觉得业务功能可以由三种要素组合合成，分别为前端能力，后端能力以及业务规则组成，因此柔性

支撑应该在这三种要素中均进行体现。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前端的模块化，后端的流程可配置化以及业

务规则的可配置化，来实现业务功能的柔性支撑。 

3.接口层，是指对底层功能的封装层。 

这一层主要对应的平台化中的归口管理的要求。通过接口层，由一个底层服务团队对多个业务方统一提供

服务，从而做到底层功能的归口管理。 

4.应用层，是指业务方的应用层面。 

业务方只需要对应接口层，即可实现想要的功能，对他们来说，底部的功能实现都是黑箱的，他们是需要

用类似 SDK 的形式来与接口层进行交互即可。 

 

以上是我对于平台化的理解。综上所述，平台化架构是一个在面对需求小批量、多批次、时效要求高的业

务场景下的好选择，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极大好处的。 

海淘科技提供互联网最前沿的信息，近期很火的设计趋势--MBE 风格图标设计，海淘科技官网的小编已经

整理很多，相关的教程、案例、欣赏、下载等文章。比如 MBE 风格设计教程：AI 绘制 MBE 风格图标，MBE

风格图标绘制小技巧等。还有很多。先介绍到这里。文章下载，点击：浅谈电商平台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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