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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2016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又攀上了新的高峰——单日交易额定格在1207亿元。数字背后更重要的是，在五年、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2016年
的双11，这是整个社会走向“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资源”的起点。

正是阿里巴巴集团坚强的技术后盾，支撑起了全球范围内都难得一见的庞大且复杂的交易体系和交易规模。在2016年双11当中，阿里巴巴的技
术团队又创造出非常惊人的纪录——每秒同时创建17.5万笔订单以及1秒钟同时完成12万笔支付。正是八年双11的锻炼，使得阿里巴巴集团沉
淀出了这样的技术能力。

展望未来，云计算、大数据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新引擎和新能源。我们坚信数据将在商业变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整个商业变革一定会跟互联

网、跟技术去完美拥抱。我们坚信这样的变革最终会产生化学反应，产生全新的结合和全新的价值。而这样的价值的创造，毫无疑问会让社会

商业出现很多新的模式、新的业态。阿里巴巴集团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赋能给合作伙伴和客户，并输出成为商业社会的基础设施，让整个商业

社会的变革更加高效、顺畅。

《尽在双11——阿里巴巴技术演进与超越》以双11为着眼点，从技术的角度，展示了阿里巴巴的演进、变革与发展，系统地阐述了阿里巴巴重
要阶段的技术进步历程。进无止境，我们希望将我们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并希望与大家一起共同探索未来。

张勇

阿里巴巴集团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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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双11诞生的2009年，恰逢中国互联网第三次浪潮元年。大数据、云计算、无线在这个时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在双11八年的发展历程中，阿里
人从互联网发展的大潮中汲取了丰富的技术能量。

作为双11这个阿里巴巴最大的集团级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这八年里，如何在技术上持续创新、调动和提升工程师的工作效能、激发战斗意志和
创造力是巨大的挑战。从技术管理的角度上，我分享三点，与大家共勉。

第一，既要有梦想，又要有实力。如果没有对梦想的坚持，以及对实现梦想的不懈努力，今天双11很可能与一般的线上大促没有什么区别，更
不会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阿里巴巴是一家使命驱动的公司，双11是阿里人自主创新、追逐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梦想
的具体体现。同时，实现这个梦想需要有强大的技术实力作为基础。以计算为例，双11有大量的计算，一切关于搜索、推荐、人工智能的“梦
想”都需要计算平台的强力支撑，阿里巴巴如果不打破传统Hadoop框架的藩篱，自研非常高效的离线和实时计算平台，用户在交易的过程中就
不可能有“丝滑般的顺畅感受”。

第二，鼓励技术创新。没有阿里人在技术拓展商业边界上持续的突破，就没有双11持续的成功。双11当天交易峰值较平时增长400倍，平日运
转良好的系统面对突发的业务流量，所有的问题都会被重新定义。全链路一体化方案通过逼真化模拟实际大促时的流量特点，以自动化的方式

评估、优化和保护整个交易链条，确保了双11的稳定性。全链路方案是阿里工程师的创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前所未有的。类似于全
链路压测这样的技术创新在双11中还有很多。

第三，协同的重要性。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飞机在全速飞行的前提下换引擎”的问题，是在现有框架下对两个业务分别改造，还是推
倒现有模式建立一个技术共享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对架构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的考验。五彩石项目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我亲历了将淘宝网和淘宝商城（后更名天猫商城）两个系统，在会员、商品、交易、店铺、优惠积分等数据层面打通的

全过程。五彩石项目是一次协同角度上的伟大的技术变革，提出了“共享服务化”的理念，为包括双11在内的几乎所有阿里业务所采纳，并与分
布式中间件架构一起成为互联网电商业务事实上的标准。

我推荐《尽在双11——阿里巴巴技术演进与超越》这本书，它是迄今为止对双11技术演进最客观、最详实的还原。无论是互联网工程师，还是
商业领域的从业者，以及工程或商业专业的在读学生，都可以从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最后，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儿重新回到眼前。谢谢所有参与《尽在双11——阿里巴巴技术演进与超越》撰写的同
学们，你们用另一种方式又走过了一遍双11。

阿里巴巴集团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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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知不觉中双11已经走过了八年，从刚开始的全新概念，到现在的举世关注，有偶然也有幸运的成分，但是细细数下来，每一步，每一刻，都
是好多人殚精竭虑、费尽心思的结果。对技术而言，每一年的双11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被流量冲击得溃不成军，被迫奋起抗击，到现在通
过技术的力量不断改写双11的用户体验和参与感，阿里的技术伴随着双11成长起来，强壮起来，自信起来。

从组织上来说，双11从第一年的突发奇想，野生无序，逐渐发展下来，已经成为一场整个阿里及其生态联动的战役，双11已经不仅仅是天猫的
双11，也不仅仅是阿里所有事业单位的双11，而是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双11。

2009年我们技术部门只有几个人临时安排值班，高峰每秒只有400个请求，到2016年阿里有23个事业单位、几千位技术人员一起加入了双11的
备战。杭州西溪园区1号楼的7楼、6楼和5楼都成为了双11的集中作战室，实现了每秒处理1.7万条请求的技术奇迹。为双11做出艰苦备战的还
有商家、银行、物流公司，他们和我们一起迎接流量高峰的挑战，一起为了互联网更加完善的用户体验不断努力和前进。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从不敢放下的是对用户的敬畏和感激之心，借由本书，借由双11的历史，将阿里这些年在大流量管控上所做的技术创新共
享给关注我们的朋友，并答谢所有双11的贡献者、参与者、传播者、提及者和知晓者。

2009年：双11诞生效果惊人

2009年是淘宝商城成立的第二年，这一年的秋天，运营部门想搞一场营销活动，逍遥子喜欢四个一，而11.11又是网民创造的“光棍节”，所以
就选择了这一天。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带着点随意的选择，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的大事件，造就了电商行业最具影响力

的品牌——双11。

第一届双11的活动口号是全场五折，拉了几十个商户参加，未曾想效果惊人，淘宝商城的成交额是平时的10倍。幸运的是，在2009年年初，五
彩石项目将淘宝网和淘宝商城的系统底层架构统一了。虽然淘宝商城的成交额增加10倍，但由于基数还比较小，这个成交额和淘宝网的日常成
交额比起来并不大，因此系统上虽然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是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暴增的流量还是让工程师们措手不及。采访当年第一届双11的工程师四虎时，他回忆说：“第一年双11，作为交易系统的owner（所
有者），接到老板指示，光棍节要搞个活动，你值一下班。那年我们啥都没做，就坐在那看服务器的情况。零点一到，发现服务器流量暴增，

一下子部分应用的服务器就挂了。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去重启服务器，恢复系统。应用系统起来后，发现店铺和商品图片又出不来了。第一次双

11，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之外，没有做任何准备的，不仅把我们的交易和商品系统压挂了，同时还把很多商家的外部图片空间也给压挂了。服务
器容量、网络带宽容量、系统保护都是没有的。”

2010年：搜索降级渡难关

吸取了上一年的经验，2010年双11之前，技术部门专门成立了大促小分队，队员包括各个核心系统的开发人员和技术保障部软硬件维护人员，
当时还成立了大促指挥团，由振飞、周明、范禹统一负责大促技术方案的相关决策。

负责保障稳定性的人员在指定地点集中办公。那一年，高峰不在零点，而是出现在第二天白天，早上10点左右，CDN的容量很快达到上限，
图片展示越来越慢，眼看就要出不来了。大家紧张起来，激烈地讨论还有什么办法。有人提出搜索的图片展示占了很大的容量，可以将搜索的

大图降级为小图。然后给搜索的负责人打电话，通知他：“对不起了，我们要对搜索的图片降级了，双11结束就给你们恢复过来。”这一招帮助
当年的双11渡过了容量的最大风险。之后，每一年的搜索大图降级为小图都成了双11的必备降级方法之一，尽管后面再也没有启用过。同时，
每一年双11之前CDN都会开一个大会，让所有业务评估自己双11当天的CDN使用量，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做扩容的准备。“所有的苦难都是用来
帮助我们成长的”，这句话用在双11上特别合适。

四虎回忆第二年的情景：“第二年，我们开始有了心理准备，预计流量是平时的3~5倍，但是实际流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达到了平时流量的
十几倍。不过基于前一年的经验，这一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分布式系统的防雪崩、核心系统的自治，这些技术改进让我们的系统比上一年好

了很多，虽然零点高峰时还是出现了大量的购买失败，但是服务器没有大面积宕机，流量下降后能够继续良好地服务。”

2011年：匆忙中解决突发事件

2011年淘宝商城成为独立的事业部。双11对于刚刚成立的淘宝商城技术部而言，已经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大事，各团队提早几个月就开始准备，
并且上线了第一期的价格申报系统（第一期专注于解决天猫营销活动期间商家报名和活动商品价格确定的问题，后面成为整个活动期间价格管

控检查、监控和清退的工具），完成了双11商家商品报名的工作，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

11月10日晚上23点，有人反馈设置的优惠价格写错了，3折的商品写成了0.3折。

23点32分确定砍掉折扣0.5%以下的商品，然后需要推送到整个商品库。执行到一半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反馈商家把优惠理解错了，担心影响
太大，决定砍掉1.1%以下的商品，但是由于之前的操作已经执行，所以先要回滚，然后全部推送。

23点45分，开始回滚。

23点55分，回滚完成，开始重新推送。

11日零点10分，所有推送完成，同时开始收到大部分商品属性丢失的问题反馈。属性丢失意味着买的衣服没有颜色，意味着买的鞋子没有尺
寸，当时用户由于很多商品都已经在购物车中准备良久，所以并不仔细观察就下了单，可是商家却没有办法发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系统

bug（漏洞）。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知所有有问题的商家下架商品，等待系统修复。

11日凌晨1点，定位到错误代码是回滚程序的bug，我们决定发布新的系统解决问题。

11日早上5点，系统bug修复，通知商家重新上架商品。

时隔5年，回忆起那一晚，依然心有余悸。外界往往认为双11那一晚是精心准备的，技术是游刃有余的，可是每一年，我们都在匆忙中解决各



种突发事件。实际上真正痛苦的远远不止技术人员，还有那些被影响的商家。

在2012年6月举行的双11商家沟通会议上，我们问商家：“对双11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反馈最多的期望就是：“系统稳定。”一个商家站起来
说：“去年双11的0点我们被通知下架所有商品，当时团队10多个人，从0点到早上6点，没有一个人敢离开。我们借了款，备了平时10倍的货，
如果这个双11卖不掉，我们回到家，对家人唯一能说的可能就是‘对不起，我破产了’，或者‘对不起，我失业了。’”

那个晚上，很多人无眠。

痛定思痛，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做了大量的稳定性相关工作：

 

我们上线了新的招商、价格管控、商品申报和优惠系统。这套系统覆盖了天猫营销活动期间从商家报名，到价格确定性保护和消费者在
活动期间享受到的优惠的全套业务，确保活动期间消费者的体验。
我们做了CSP容量规划平台。完成了从人工容量规划到系统化容量规划的过渡。
我们开发了系统限流sysguard自我保护系统。这是根据机器本身的load（负荷）值进行流量自动分配和拒绝的自我保护系统。
我们在2012年准备了接近3000个降级开关，做了4次大规模功能演习，确定了双11当天的指挥和决策流程。

我们以为2012年我们能做到万无一失。

2012年：系统超卖了

这一年双11项目5月份就启动了，当天晚上整个集团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投入了双11，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每个核心人员做好各种预
案手册，当天晚上全神贯注就等着零点的到来。可是，那个零点流量来得比以往更猛一些。

零点的时候，系统显示交易成功率不到50%，各种系统报错，立刻下单报错，购物车支付报错，支付系统报错，购物车的东西丢失。系统排查
的大部分指向都是一个错误——获取不到商品信息了。再进去看，商品中心系统的网卡被打满了，无法再响应请求。情况紧急，商品中心开启
了事先准备的几乎所有降级方案，但效果并不明显。大约在1点左右，系统流量峰值慢慢缓和，我们的系统成功率才重新恢复到90%以上。另
一个发生问题的是支付宝的健康检查系统。和所有系统的自我保护系统一样，这个健康检查系统会定时扫描线上机器，根据机器应答返回时间

判断是否正常，将超时严重的机器从应用列表中剔除。只是在双11的流量之下，几乎所有机器都发生了响应过慢的情况，然后大部分机器都被
剔除了出去。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快速下线了这个系统，支付成功率才重新回到了正常值。在1点之后，看到系统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我们的
心情稍稍轻松了一些。但是到了白天，新的问题又来了。

白天的时候，各种商家来电反馈一个严重的问题：系统超卖了。我们理应给商家一个正确实际的库存，可是由于零点的各种异常、降级和超

时，导致库存的状态出现了问题。由于数据过于凌乱，系统已经无法当场完成纠正，除了通知商家自己检查库存，尽快下架商品之外，我们无

能为力。那年的双11，很多商家由于我们的超卖不得不紧急重新采购、加工、补货。那年的双11，应该有不少用户等了很久才能收到购买的商
品。

在之后的双11技术复盘会上，所有技术人员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一定要有一套系统能够最真实地模拟双11当天的流量，能够及时发现大压力
下线上系统的所有问题和风险，保障真实场景下的用户体验。所以2013年，集合了各个BU的力量，我们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压测系统：全链路
压测。

一个全新的系统，从产生到全面实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开始，大家根本不敢到线上压测，担心影响用户，直到有人大胆地承诺：“出了
故障我来背！”到9月时，刚开始两次大规模的压测都失败了。有人开始怀疑方案的可行性，思考要不要回到之前的压测模式。有人在打
趣：“摩擦了一晚上都没有动静。”有人在宽慰：“第一次从来不会一把成功，我们多磨合几次。”一直到最后当时的双11队长南天拍着桌子下定
决心：“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让所有的开发人员一起来加入！”这个指令的下发坚定了所有人的信心，也统一了所有人行动的方向。我清晰地
记得第一期的那些开发人员，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面，晚上12点我回家时他们在，早上8点我来公司时他们还在。眼睛里经常有血丝，但是
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每次给我的答复都是：“我们会成功的。”感谢这些人，无论现在是否依然在双11的岗位上奋战，但双11的功臣中一定
有你们的名字。

针对库存问题，我们在2013年做了独有的超卖审计系统，它是针对商品库存的一套确定性审计工具，会实时对账所有库存，一旦有超卖，马上
能收到报警，这个系统在这些年的库存保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3年：有惊无险

到10月时，全链路压测终于成功了，几次压测中发现了600多个bug。参加的技术同学纷纷感慨，称之为“神器”。但是在零点开始之前还是出现
了一个小插曲。通常双11之前所有日志都会清理一遍，但是那一年这个常见的操作却遗漏执行了，技术人员就在11月10日晚上发现问题时，临
时手工写了一个简单脚本处理日志清理，可是脚本发生了一个小问题导致日志文件被删掉。由于担心日志输出找不到文件会影响性能，所以决

定分批重启机器，重启时又发现已经执行的提前预案中有一个bug，在启动初始化时有报错，导致应用启动失败。最后只能紧急发布修复了
bug。所有机器重新启动完成的时间是11月10日晚上11点55分。当时大家盯着时间，盯着系统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发布，和时间赛跑的感觉历
历在目。再后来，每次大促之前我们都会提前准备一份作战手册（指导双11前一个星期所有准备工作的手册），写好所有的内容，细化到时间
点和执行人，防止再出现任何意外。那一年，有惊无险，零点的成功率满足期望，而且系统容量和零点的峰值差不多吻合，用户体验刚刚好。

2013年由于各个系统的预案加起来超过2000个，已经无法依靠人力来控制和梳理，因此我们做了一个所有预案的控制系统，提前降级的开关可
以准时执行，准备好的预案可以录入并且做好权限和通知管理。

2014年：最顺利的双11

由于用户和数据的急剧增长，系统发展严重受限于数据中心只能部署在一个城市，并且随着规模的增大，单个机房的不稳定性也明显增加。为

了应对物理机房的挑战，我们启动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单元化。它的理念是将系统切割成足够小的单元，每个单元都能独立承担各自的流量。

这样用户流量就可以随单元增加而均衡分配，而且每个单元之间相互独立。

2014年双11当天，杭州的机房已经容纳不下我们的系统扩容了。于是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新的机房，双11当天，真正实现了异地双活的梦想。双



11当天，杭州和上海两个机房各自承担了50%的流量，那一年是最顺利的一次双11，系统和用户体验都没有问题。

2014年双11之后，我们又启动了多地多单元、异地多活的项目，其中一个城市距离更是在1000km以上，这种部署结构是对我们单元化项目的
一个全面验收，也为我们后面系统的不断扩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部署方式的实现也意味着阿里电商系统拥有了在更大规模下的水平伸缩

能力和在全国任意地点部署、在线切换的能力。

但是在双11的总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就是移动的占比越来越高，双11零点已经超过50%，如何在手机这么小的屏幕上推荐给
用户真正想要的商品已成为技术必须解决的难题。

2015年：移动端购买率大大提升

2015年，第一次有了双11晚会，晚会现场可以竞猜参加活动的哪个团队获胜，可以现场抽奖，技术部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同期互动，效果超出
期望。我们的客户端注册系统当场就被用户的热情打爆了，紧急扩容解决。

零点移动端入口页面的流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而物流系统和移动入口部署在同一批物理机上，机器资源发生争抢，有10%的物流机器宕
机，无法响应，那么落入这批机器的用户就会购买失败。零点10分我们做了一个决策，直接剔除这批机器，系统的成功率重新恢复到正常值。
当时的决策是有风险的，因为零点10分流量依然很大，我们无法推测剔除这批机器的风险。如果剩余90%的机器扛住了，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如果扛不住，可能所有交易就会跌到零。一定是用户的热情创造了奇迹，我们幸运地扛住了那个零点。

2015年，我们在会场页面实现了个性化。所谓个性化，就是我们会根据用户的购买习惯让用户看到的都是符合自己爱好的商品，这样每个用户
看到的会场推荐都带入了自己的喜好和偏向。这一变化，让移动端的点击和购买率得到了大大提升，也为下一年的全面个性化打下了基础。

2015年之后，为了进一步节省双11当天的机器资源，我们开始了全面上云（使用阿里云的资源来支持系统压力）的规划，并且对内部所有系统
进行了改造，务必实现在2016年能够快速无缝上云。

2016年：实现云化

刚刚过去的这一届双11，记忆鲜活而生动。

从2016年开始，我们的全链路压测加上了导购的流量，而且2016年导购峰值也从之前的10日10点转移到了11日的零点，和交易的峰值完全重
合，零点峰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为了能快速释放和节省双11的成本，我们实现了50%的云化，即我们用阿里云的资源扛住了双11当天50%的流量，在双11之后一周内再将机器
资源释放出来，提升机器循环使用的效率。

我们在手机客户端单独做起了直播。用户可以在手机淘宝和天猫客户端一边看晚会，一边参加抽奖和互动游戏。

我们玩出了跨店的红包和购物券等产品作为新玩法，可是由于零点的限流产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这些组合下单的商品，只要有一单支

付失败，其他一起下单的商品由于享受了组合的优惠，所以也无法下单。双11前一天已经评估出了这个风险，所以准备了一个后台程序帮助回
补没有使用的红包和购物券。此时，由于流量长时间的持续，限流时间超出预期，我们的后台程序也在大压力下挂掉了。技术人员只能对后台

程序进行扩容，从准备的几十台机器扩展到几百台机器，终于在早上6点完成了红包和购物券的回补。

从2010年开始，为了双11的顺利进行，阿里每年都会任命一个双11技术部团长来整体负责双11技术的稳定性工作。在团长之下，会成立一个大
促小分队，然后在各个事业群选拔最合适的同学作为各个事业群的队长。队长在负责本BU技术工作的同时，还负责和其他BU进行联动和消息
共享沟通。队长通过周会的形式来互报进度和风险。为了双11当天的稳定，每年都会安排4至6次的功能回归演习和全链路压测验证工作，这些
工作会在几十个事业群中同步进行。通常参加一次全链路压测的技术人员都会在300人以上。

这么多年双11下来，有些人好奇：“做了这么多年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每次技术部还那么紧张啊？”听完了这些历史，也许能有一
丝明白，每年的双11，我们的玩法都在变化，我们的流量不断挑战高峰，我们的技术也在效率和创新上实现着自我突破。双11没有一年不辛
苦，没有一年不紧张，没有一年不需要加班熬夜通宵，没有一年不是战战兢兢。有人在解决问题时一边哭泣一边写代码；有人在双11结束的第
二天就会去找主管“我明年再也不要干双11了”；有人由于身体或者家庭的原因申请离开。但庆幸的是，每年都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带着新
的热情和梦想，明知路难行，明知山有虎，但总需要有那样一群人，咬着牙，红着眼，在再大的压力下，在再苦的环境下，在已经通宵神志不

清的情况下，把问题一个个解决掉，然后笑着告诉大家：“今年我们一起又把双11扛过去了。”

这是我们阿里技术对所有用户的态度，我们不完美，我们会犯错，我们没有提供给用户最好的体验，我们很抱歉，我们会在深夜哭泣，哭泣我

们不小心的遗憾，哭泣我们一个疏忽给用户带来的严重影响。但是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前进，我们在错误中不断反思，继而成长。感谢这些年

用户对我们的接纳和信任，请相信我们在努力。也借这本书答谢所有参加过双11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带着这份信任一路
前行，让中国互联网的声音响彻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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