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好！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一起进入基于Go语言的Web应用与微服务开发的学习。Web应用开发主
要是指在B/S架构模式下，基于浏览器的应用程序开发，比如京东、淘宝、当当网等。近年来随着技术的
进步及移动端的普及，在Web应用开发领域出现了越来越明确的职责分工。一款基于Web的互联网产品
基本上会分为Web UI设计、Web前端开发及Web后端开发等。在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还会设置独立
的Web架构开发组，专门负责Web框架的维护与迭代。Web后端开发主要用到的编程语言包括Java、
PHP、Python等。当然，随着Go语言的兴起，它渐渐成为近年来服务端开发的另一种选择，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取代了PHP，并不断撼动Java在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Web后端服务器的架构形式主要包
括，相对传统的单体架构和近年流行的微服务架构两种。相对于单体架构，体现更低耦合度的微服务架

构，不仅提高了开发效率，而且在维护性和扩展性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优势。

在了解基于微服务架构的Web应用开发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到底什么是微服务，以及微服务概念的
由来，通过与单体式服务的对比，更深刻地理解微服务的优势与价值。



那么究竟什么是微服务呢？

狭义的微服务是指任何可以被用户感知的独立的最小功能单元。它可以是一台计算机，也可以是一个独

立的进程或线程，甚至是一个能够为用户提供某种服务的库或函数。而广义的微服务则是指一种基于彼

此协同的细粒度服务的分布式解决方案。比如一个典型的电商系统通常由很多业务模块组成。用户管理
模块、商品管理模块、订单管理模块、支付模块、营销模块、物流模块等等。如果采用单体架构，模块

与模块间的耦合度会非常高，后期的维护和扩展也会非常困难。而如果采用微服务架构，每个业务模块

都可以做成独立的服务器程序，分布部署于多台计算机上，以远程调用的方式彼此协同工作。既提升了

开发效率，又有利于维护和扩展，同时满足对现代分布式系统高可用、高并发、高性能的要求。



从谷歌的搜索指数来看，微服务概念的热度是在进入2017年以后突然爆发的。国内各大会议和论坛有关
微服务的讨论，也是在这以后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各大一线互联网公司纷纷将微服务架构引入到实

际业务系统中落地。那么有关微服务的概念究竟缘何而来呢？

首先，微服务架构是一种基于分而治之，合而用之的设计理念。微服务架构的核心思想就是将一个规模
巨大的复杂应用拆分为若干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简单服务。每个服务都可以运行在独立的进程中，并基于

某种轻量级机制，如HTTP等，与其它服务通信。这些相对独立的小型服务是围绕业务而被划分和构建
的，并可被自动化地独立部署。每个这样的小型服务都可以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开发，基于不同的数据

存储技术。尽可能地避免对小型服务的集中式管理。



正因为如此，我们通常将微服务视为某种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理念而被拆分出来的小型应用。分而治之
专注于面向业务的拆分，为的是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合而用之则更强调基于轻量级通信的整合，所

追求的是让微小的力量变得强大。

微服务纵有千般好处但也绝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单体应用纵有万般不是但也并非毫无用武之
地。它们在不同的场合，满足不同的需求，体现不同的价值。脱离实际业务场景，盲目追求技术热点，

往往会因缺乏对新理念的掌控能力而导致业务的整体稳定性受损。



事实上，单体架构在小规模系统中的表现是足够优异的，只是随着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表现出的问题
才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单体架构系统的复杂度呈上升趋势。毕竟十几年的老系统，几十万行的

代码量，复杂度越高越难以解决新问题。与复杂度上升相伴而行的是技术债的上升。随着人员的频繁流

动，遗留bug众多，积累的技术债务越来越多。单体架构本身就存在耦合度过高的问题。一边修复旧
bug，一边引入新bug，牵一发而动全身，沟通、管理的成本与日俱增。系统结构复杂，构建部署耗时，
人员培养困难，共同导致单体架构系统的交付周期通常都比较长。单体架构还需要考虑在统一技术平台
上解决所有问题的难度，为这样的系统引入新技术新框架的风险通常都很高。对于单体架构系统，无论

是成员数量不变，负荷增加的垂直扩展，还是负荷不变，成员数量增加的水平扩展，对原系统都不可避

免地会造成较大影响，困难大风险高，总之可扩展性差。

与单体架构的缺点针锋相对的自然是微服务架构的优点。首先是职责单一。每个微服务都是一个独立的

程序，即进程，只负责一个业务功能。其次是轻量级通信。不同微服务之间借助RPC协议实现跨语言的
进程及网络间通信。再次是独立性。每个微服务都相对独立，彼此依赖很少，完全可以同时开发，同时

测试。最后是迭代开发。增加新的微服务即可增加新的业务功能，对原有系统的影响很小，对系统的整

体设计水平要求不高。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微服务架构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首先，它的运维成本通常较高。毕竟每个微服务
都需要被单独地开发、编译、测试和部署。其次，微服务架构系统的整体复杂度并不比单体架构系统低

多少。分布式系统本身就要比集中式系统复杂。再次，微服务的引入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更多的接口成

本。多个服务之间借助接口通信，远程过程调用必然导致更多的性能损失。另外，多个微服务之间会有

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代码，如访问配置、记录日志等，这就不得不增加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最后，微服

务架构系统的拆分粒度很难把控，容易拆得过碎，可考虑引入中台系统统一管理。

以下我们从设计、难点、技术、部署、测试、运维、速度、吞吐量、扩展性、管理重点和故障影响范围

等几个维度，对单体架构和微服务架构做一个综合的横向对比。首先从设计上看，单体架构的重点在于

技术选型，毕竟以后所有的业务都要在一个框架中运行，一开始的技术选型如果没有做好，后面会很难
扩展。微服务架构就不同了，每个业务都是独立的程序，不同的业务可以选择不同的技术。当下的技术

只要能满足目前的业务需求就可以了，不需要为未来的可能性考虑太多。因此微服务架构会把注意力更

多地投入到服务间逻辑的设计上，从业务角度做出更加合理的服务划分，为今后的潜在需求留出足够的

扩展空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单体架构的难点在于应用逻辑的设计，而微服务架构的难点则在于架构

逻辑的设计。从技术层面看，单体架构的技术通常是单一且封闭的，毕竟一旦确定了整个平台的技术路
线，后面无论再怎么扩展业务，始终还是运行在同一个平台之上，所依赖的技术工具不会有太多变化。



微服务架构就不同了，每一种业务所仰赖的技术支撑都是彼此独立的，新的业务为了适应新的商业模

式，对技术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微服务架构并不会限制丰富的业务场景对技术多样性的追求，在这一点

上比单体架构要开放得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单体架构系统的部署、测试和运维确实比微服务架构系
统要简单。微服务架构源于分布式系统固有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其部署会更加频繁，测试、运维的难度

也更大。

从应用系统的运行速度来看，单体架构通常会显得更快。微服务之间的远程调用，必然导致不可忽略的
性能损失。但也正是因为分布式系统的高可用、低延迟和负载均衡等特性，使得微服务架构在业务吞吐

量上要远胜于单体架构。基于分而治之的设计思想，专注不同业务的各个微服务之间的耦合度通常很

低，这为系统扩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存在单体架构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维护风险。从管理角度

看，单体架构的管理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开发成本的控制上，而作为典型分布式系统的微服务架构，如何

提升服务治理与调度的水平，才是其管理的重中之重。任何系统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故障。单体架构的
高耦合性决定了，其故障波及的范围通常都会很大，而微服务架构却恰恰相反，它可以很轻松地将受故

障影响的范围，限制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两个微服务的内部，而其它微服务丝毫不受影响，仍能正常工

作。



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