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8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2023【2】5
ISSN: 2661-3719(Print); 2661-3727(Online)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移动运营商在融合流量、通

信和互联网等业务方面都在不断发展，并且感受到了来自

于互联网、运营商等企业的多重压力。另外，客户针对定

制化、个性化和随时响应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市场竞争

与业务需求越来越复杂，所以对于IT支撑系统运营支撑、

管控和运营分析等提出了全新的需求。如何创建满足用户

需求、端到端一体化支撑的IT融合架构尤为重要 [1]。

一、IT支撑系统的发展现状

图 1 为移动运营商 IT 支撑系统的逻辑架构，包括应

用层、门户层、数据层、基础社会层等，合作伙伴、客

户与内部员工为使用者。系统能够为客户提供全过程的

端到端流程服务，比如客户服务、计费、交付、订购等。

销售渠道代理商为合作伙伴，IT 支撑系统能够提供佣金

结算、订购等服务。

1. 门户层能够为不同用户划分为内部员工、合作伙

伴、客户自助等门户，将其作为 IT 系统中不同用户的统

一入口；

图1　IT支撑系统的逻辑架构

2. 服务层中的服务接口和 ESB 能够调用系统服务，

利用数据总线传递批量数据；

3. 应用层主要包括 BSS 域的客户关系管理（CRM）、

结算、计费、客户服务等功能；

4. 基础设施层主要包括服务器、小型机、存储和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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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内部专用网络；

5. 数据层主要包括企业数据模型的主体域数据，比

如渠道、产品、客户、财务、人力等。

在物理实现方面，门户层设置 C/S 客户端和 web 页面

接入，应用层程序在 WebLogic 等商业中间层方面。在架

构部署过程中，主要为 EMC 存储架构 [2]。

二、IT支撑系统的业务驱动力

1. 融合产品

融合产品指的是针对各网络和平台将组合捆绑类产

品提供给家庭客户，主要包括：

（1）语音类。比如家庭语音 VPN；

（2）增值类。比如统一通信、邮箱、短消息服务等；

（3）数据类。比如流量产品、5G技术、宽带、Wifi等；

2. 组合产品

通过两个以上的附加产品和基本产品构成，比如无

线业务、固话、宽带等。基础产品之间为资源有关联和

无关联关系，组合产品不能够多重组和，要在同个客户

下，允许各个组合产品作为同一个付费账户。

BBS 系统要能够实现组合产品的加装、新装、组合

分拆、合移、复机、单移等服务。

3. 统一服务

运营商要能够将统一服务提供给客户，从而实现一

台清和一单清。

（1）一台清。能够对客户提供统一化的业务受理平

台，通过一次订购受理业务，对客户提供全业务、简洁、

标准化服务。另外，营业员也只能够登录一个界面对业

务进行办理。具体的业务形式包括：其一，实现固网产

品、捆绑产品和移动产品的统一受理、查询和签字等；

（2）一单清。能够在一张账单中体现客户所购买的

多种通信服务费用，缴纳所有业务费用，还能够提供给

客户统一发票收据，以此为客户提供综合、统一、规范

化的高质量服务 [3]。

4. 支撑需求

利用分析总结，为了使组合产品、融合产品和统一

服务等需求的得到满足，系统要能够具备以下支撑能力；

（1）实现跨网络网元开通和协同；

（2）多业务融合计费；

（3）设计多主产品的套餐；

（4）统一管理客户；

（5）渠道统一管理、共享信息；

（6）实现分业务的信控和实时计费 [4]。

三、IT支撑系统的融合思路

1.IT 支撑系统融合的原则

（1）对现有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软硬件的

投资进行保护；

（2）管理模式和技术的改造发展，包括 SOA、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对现有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满足云

计算环境的 IT 管理流程体系。

2.IT 融合思路的方案

以移动运营商系统现状和 IT 融合原则，创建一体化

架构。主体通过技术架构和管控架构方面，利用以下方

面进行整合：

（1）平台层面。属于基础融合，使系统软硬件的共

享问题得到解决。其一，创建统一企业级 IT 支撑云，从

而共享基础设施资源。根据云计算技术实现 IT 支撑云平

台的创建，并且在 IT 资源池中迁移云化改造，实现资

源共享，使运营成本和建设成本得到降低；其二，创建

统一安全防护体系，使集中化系统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得

到降低。集中化的 IT 支撑云平台建设会导致安全管理问

题，为了使系统运行风险得到降低，要求创建安全体系

架构。以响应信息安全规范对支撑系统防护边界进行整

合，从而构成接入认证域、公共安全域、核心服务域等。

基于安全域划分，和网络特定安全需求结合，对各种基

础安全技术防护手段选择 [5]；

（2）数据层面。将业务数据在支撑系统中集中存储，

业务管理和应用处理在支撑系统内部独立。数据层面的

融合能够使支撑系统内部数据共享问题得到解决，还能

够解决数据关联性和一致性等问题。所以，要实现企业

级统一数据仓库的创建，并且打破移动运营商内部数据

壁垒，在三大支撑域数据信息中聚合，根据大数据技术

实现立体挖掘和分析，从而实现跨流程、跨组织的数据

分析。另外，创建应用支撑体系和数据管控，比如统一

数据模型、数据标准、数据视图等；

（3）应用层面。管理信息、网关支撑、业务支撑的

应用领域不同，所以无法有效融合，目前 IT 支撑系统的

融合要对软件架构层面进行考虑。IT 支撑系统软件的架

构要朝着 SOA 架构发展，使 IT 系统敏捷性得到提高，实

现 IT 支撑网的服务化、标准化改造，利用服务接口标

准化避免出现系统功能和代码重复开发的重叠，使系统

开发周期得到降低。另外，使用 ESB 企业服务总线实现

ESB 服务联盟创建，实现多条 ESB 协同工作，使系统内

部和服务集成的问题得到解决，实现服务的管理和调用，

促进业务需求的响应；

（4）管控层面。此为最高层面融合，并且比较复杂。

要想使其他层面融合问题得到解决，要求企业管理层面

进行考虑。管控层面中 IT 支撑系统的融合目的就是实现

IT 一体化的管控，实现企业标准化管理。在组织架构中

设置稳定性组织保障，创建统一 IT 管理机构。在技术管

理方面设置完善标准体系，也就是创建 IT 技术标准周期

管控体系。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创建职业发展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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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从而创建一体化 IT 人才资源池 [6]。

四、IT系统的发展思路

1. 总体思路

移动运营商 IT 支撑系统的架构是将数智化作为核

心，将云原生架构作为基础，实现智慧 IT 体系的创建，

促进架构标准化、能力集约化和前台敏捷化的发展。

2. 业务支撑系统的演进

业务支撑系统要能够满足互联网新业务的特点，实

现对于 IT 模式的创新，从而实现统一流程、标准、数

据，创建无差别服务、全网共享的 IT 体系。省级公司业

务运营要针对各种业务场景，贯通 2 级能力，使业务流

程编排得到加强，从而促进前台开发。升级公司业务的

能够促进系统容器化、中心化、微服务器化的升级改造，

在共性业务场景发展为集约化 [7]，图 2 为业务支撑系统的

整合。

图2　业务支撑系统的整合

3. 网管支撑系统的演进

实现能力开放、数据共享的新型网管系统建设，覆

盖集中监控、优化、维护和支撑等运维工作。省级公司

对 2+5+N 体系架构发展，利用系统架构、云化的重塑，

使业务上线效率得到提高，将处理故障的时间缩短。使

用 Docker+ 分布式技术，实现分布式处理和资源编排等

能力。利用微服务改造、业务能力的解耦重构，从而

构成标准化服务能力。新建业务系统的硬件资源在区

域中心节点中部署，现有网管系统的硬件迁移在区域

中心节点 [8]。

4. 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统一用户界面、权限管理、软件平台、能力平

台的工作，促进管理信息系统的 IT 能力集中建设，使协

同运营效率得到高，促进企业管理降本增效。针对稳定

推进的原则，省级公司对平台结合应用的支撑体系发展。

省级公司办公自动化（OA）系统能够朝着对接集团网格

发展，使精细化管理能力提高，对统一信息平台功能模

块进行完善。预算管理平台能够促进集团网络的发展，

创建全生命、全流程、智能化的预算管理体系，根据统

一规划思路实现资产管理系统的入格，对接集中化计划

建设平台。

5. 创建 IT 服务生态链

如果在交付过程中出现代码错误、BUG 和数据丢失

等问题，要求从源头对问题进行考虑。以此，为了实现

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系统中应用 CI/CD 流水线模

式和 DevOps 一体化理论，以此构成持续性的循环。

要从各个环节对每个环节需要的输入输出进行确定，

以此创建整个流程的规范，以此为每个节点创建细则，

实现每个步骤的精细化管控，对系统上线前的质量进行

保证，避免出现上线后系统故障和上线不成功的问题。

在系统交付后将集中运维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

且做好运维规范化管理，尤其是需求优化管理和问题管

理，使故障频发的次数得到降低，并且促进系统的持续

建设。另外，还要为部署、开发等提供操作平台，对数

据进行整合，实现运维管理和资产资源的数字化，业务

运营智能化，针对标准化过程管控能力实现 IT 服务的流

水线模式，创建原生态产品体系的生态服务链，从而促

进企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现代智能化产业面临着发展机遇，所以要求目前网

络质量竞争朝着 IT 支撑能力竞争发展。在随着技术发展

的过程中，移动运营商 IT 支撑系统使公司朝着高质量的

方向转型，促进智慧支撑体系的完善，从而充分展现数

据要素和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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