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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 ＣＭＭ／ＣＭＭＩ思想引入云计算领域，从多个角度研究云计算的关键能力，通过文献研究和文献计量确
定其评价指标，构建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初步形成较完整的云计算能力评价体系。 该评价体系力图在研究
视野和方法上实现创新，以期对指导各类云计算系统能力的评价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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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 年 ＩＢＭ 和 Ｇｏｏｇｌｅ 宣布了在云计算领域的合作后， 云
计算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应
用计算方式被提出，并迅速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各国、各公司也纷纷将云计算作为其参与国际化竞争的战略制
高点。 目前云计算主流供应商和科研人员研究云计算的视角
不一致，使得对云计算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云计算发展的进程。

为了促进云计算的发展，在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本
文将 ＣＭＭ／ＣＭＭＩ的思想引入云计算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云
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依据模型中的关键评价指标，确定一个
云计算系统的成熟度等级，帮助企业认清其云计算系统的现状
和潜力以及制约云计算系统发展的真正因素。 因此，研究云计
算能力成熟度有助于明确云计算系统自身的劣势和优势，帮助
企业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提升其云计算能力，从而
促进云计算行业的健康发展。

1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的研究和发展现状
1畅1　云计算研究

云计算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麦卡锡（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曾提出“计算迟早有一天会变成一种公用基础设
施”，即将计算能力作为一种像水和电一样的公用事业提供给

用户。 １９９９ 年 Ｓａｌｅｓｆｏｒｃｅ．ｃｏｍ 提出了通过一个网站向企业提
供企业级应用的观点，成为云计算的第一个里程碑。 ２００７ 年
ＩＢＭ和 Ｇｏｏｇｌｅ宣布在云计算领域进行战略合作，从此云计算
开始深入人心， 并引发了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革命。

目前关于云计算没有统一的定义，Ｈｅｗｉｔｔ［１］ 、Ｗａｎｇ Ｌｉ唱ｚｈｅ
等人［２］ 、Ｂｕｙｙａ［３］和 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４］等分别从信息转移、云计算系
统的功能、市场和云计算的应用范围等角度给云计算下了定
义。 归纳以上的定义，本文给出的云计算定义为：云计算是一
种新的计算模式，把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各种资源
作为服务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 通过对当前不同云计算方案
的分析，本文总结出各种云计算方案的特性：ａ）超大规模；ｂ）虚
拟化；ｃ）可靠性、可用性、可扩展性；ｄ）服务多样性；ｅ）经济性。

云计算体系架构是指导具体系统设计的首要前提。 云计
算应用广泛，系统规划和设计极易因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
结果。 随着应用需求的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将逐渐纳入云计
算体系中，体系架构的设计也将决定云计算的技术细节、应用
模式和发展趋势。 Ｙｏｕｓｅｆｆ等人［５］依据可组合性对云系统进行

了分类，并重点介绍了云的层次栈，阐述了各层次内涵、作用、
框架，并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利于加强
对云系统分类、联系和内部依存关系的理解。 云计算涉及多种
技术，这些技术在不同的应用情境下具有不同的应用需求和技
术形态。 参照 Ｙｏｕｓｅｆｆ［５］和 Ｌｅｎｋ等人［６］提出的体系框架，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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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涉及的核心技术进行归类和梳理，综合得出云计算的技术
构成主要包括分布式存储技术、虚拟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不
可信节点技术以及编程模式等。
随着计算技术从传统的现场模式迁移到新的云计算模式，

提供的服务几乎每天都在演变。 本文从技术角度归纳了云计
算领域的一些基本服务：通信即服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ｅｒｖ唱
ｉｃｅ，ＣａａＳ），是外包的企业通信解决方案；基础架构即服务（ ｉｎ唱
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ａａＳ），是对基础资源的虚拟化管理；平
台即服务（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ａＳ），提供硬件、软件、操作系
统、软件升级、安全以及其他应用程序托管等服务内容；软件即
服务（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ａＳ），即用户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托管、部
署及接入，从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上获取软件服务；监测即服
务（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ａＳ），是外包的企业安全配置。

1畅2　CMM/CMMI研究
１９９１年 ＳＥＩ提出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ＭＭ） ［７］ ，该模型描述了严格定义的以及能
有效测量的软件过程单元的框架，其目的是在成本和进度要求
的条件下能提交高质量的软件。 ＣＭＭ模型主要用于软件过程
的改进，促进软件企业软件能力成熟度的提高，但它对于系统
工程、集成化产品和过程开发、供应商管理等领域的过程改进
存在一定不足，人们分别开发软件以外其他学科的类似模型进
行完善，导致了各种模型的衍生。 每种模型都讨论了某一特定
领域中的过程改进问题，这就造成了涉及到交叉学科过程中实
践人员的混淆。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２００１年 ９月推出的系统工程和软件

工程的集成成熟度模型（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ＭＭＩ）［８］致力于帮助企业缓解上述困境。 ＣＭＭＩ 为改进一个
组织的各种过程提供了一个单一的集成化框架，新的集成模型
框架消除了各个模型的不一致性，减少了模型间的重复，增加
透明度和理解，建立了一个自动的、可扩展的框架，因而能够从
总体上改进组织的质量和效率。

ＣＭＭＩ是以三个基本成熟度模型为基础综合而来的，这三
个源模型分别针对软件工程（ＳＷ唱ＣＭＭ）、系统工程（ＳＥ唱ＣＭＭ）
和集成产品开发（ＩＰＤ唱ＣＭＭ）。 ＳＷ唱ＣＭＭ描述了基本的软件过
程成熟度的原理和实践，用于帮助软件组织向成熟的、有纪律
的软件过程方向发展；ＳＥ唱ＣＭＭ 集成所有系统相关的学科，能
实现成功系统的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ＩＰＤ唱ＣＭＭ 指在整个产
品生命周期中，通过相关的利益关系方的及时协作来更好地满
足顾客的需求［９］ 。

1畅3　从 CMM/CMMI到云计算
目前 ＣＭＭ主要用于软件工程领域的软件工程过程改造

以及评价，虽在系统工程［１０］ 、人力资源管理［１１］等领域也有涉

及，但应用范围有限；ＣＭＭＩ 是在 ＣＭＭ 的基础上提出的，将多
种模型集成，扩大了 ＣＭＭ的应用范围。 云计算系统的建立和
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ＳＥ唱ＣＭＭ 是 ＣＭＭＩ 三大源模型之一，那
么将 ＣＭＭ／ＣＭＭＩ思想引入到云计算领域也是 ＳＥ唱ＣＭＭ 在云
计算系统中的延续。

由于云计算是多种技术混合演进的结果，应用中成熟度参
差不齐，但有大公司推动，发展极为迅速。 参照王鹏［１２］对云计

算领域研究热点的归纳，本文对迄今为止的云计算相关学术论
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目前云计算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ａ）云计算体系结构；ｂ）云计算关键技术；ｃ）云

计算编程模型；ｄ）云计算支撑平台研究；ｅ）云计算应用研究；ｆ）
云安全研究；ｇ）云计算内外环境研究。 从目前云计算领域的研
究热点来看，云计算能力方面的研究仍然欠缺。 本文以当前学
术界和产业界对云计算领域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多角度探讨影
响云计算能力的关键因素，希望能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2　云计算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了 ＣＭＭ／ＣＭＭＩ的思想，综合国内外对云计算领

域的研究和实践，根据云计算企业发展方向各不相同的现状，
结合云计算行业发展本身的特点，认为云计算能力是衡量一个
企业云计算系统真实水平的尺度和指导企业云计算系统演化

升级的标杆。 这个指标是一个综合指标， 能够将诸多衡量云
计算能力的指标纳入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之内。
对这一指标进行测量能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一个企业云计算系

统发展的程度。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在云计算能力的基
础上，将诸多衡量云计算能力的指标纳入 ＣＭＭ／ＣＭＭＩ 框架和
体系之内。 由于人们对云计算领域的有限认识，能够影响衡量
云计算能力的新指标会不断涌现，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也会
不断完善，以达到能够真实客观地衡量企业云计算的能力。 在
此基础上，参考李振等人［１３］提出的衡量物流企业能力的五大

关键能力和刘腾飞［１４］提出的互联网能力成熟度评价指标体

系，以及结合云计算行业本身的特点，给出了衡量云计算能力
的五个关键能力：云基础能力、云技术能力、云安全能力、云环
境能力和云服务能力。

2畅1　云基础能力
云计算基础设施条件是云计算能力的基础，也是发挥云计

算作用的必要前提。 服务器及其相关设备是实现云计算的物
质基础，云计算中心的建设奠定了云计算系统集成化发展的基
础。 齐二石等人［１５］从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硬、软件方面的资金
投入和使用情况，以及信息化系统具体使用人员具备的素质等
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中人的因素、现有信息化软件使用情况、
信息化硬件建设情况这三项指标评估信息化基础能力。 王
文［１６］提出了以网络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等指标来评价移
动商务应用基础能力。 本文在综合多篇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
云计算体系架构的角度，提出了衡量云基础能力的关键指标：
云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状况、云计算系统的集成度、云计算中心
的耦合度及负载能力、人才资源。 具体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云基础能力关键指标

云基础设施 通信网络
云计算系统的

集成度

云计算中心

的耦合度及

负载能力

人才资源

云基 础 设 施

的投资总量，
云基 础 设 施

的投 资 总 量

在云 计 算 投

资总 量 中 所

占的比重

通信 网 络 的

带宽，网络的
通信质量，通
信 网 络 的

种类

云计 算 系 统

进行 应 用 集

成的 程 度 和

水平

分布 式 云 计

算中 心 之 间

联系 的 紧 密

程度，云计算
自动 负 载 平

衡能力

企业员工的

知识水平，企
业 员 工 的

规模

2畅2　云技术能力
云计算涉及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在不同的应用情境下具有

不同的应用需求和技术形态。 参照 Ｌｅｎｋ等人［６］提出的体系框

架和 Ｙｏｕｓｅｆｆ等人［５］提出的云的层次栈结构，对云计算涉及的
核心技术进行归类和梳理，提出了云计算的技术构成主要包括
分布式存储技术、虚拟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不可信节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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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编程模式。 本文从云计算的技术构成出发，提出了衡量云
技术能力的关键指标：技术创新性、技术标准化、技术集成化、
技术安全性。 具体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云技术能力关键指标
技术创新性 技术标准化 技术集成化 技术安全性

与传统的互联网技

术体系相比，云技
术体系较之进步的

程度、开发新技术
的程度

通信技术标准化程

度、安全技术标准
化程度、编程标准
化程度

云技术之间的兼容

性、云技术之间的
耦合度

技术脆弱性

2畅3　云安全能力
美国公司 Ｇａｒｔｎｅｒ于 ２００８ 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云计算安全

风险分析，其中列举了七项安全风险，包括特权管理、数据位
置、数据隔离、数据恢复、审计与法律调查、服务延续性等。 王
晓亚［１７］从技术角度出发，提出物理和环境安全、通信与操作管
理、访问控制、系统开发与维护、业务连续性等这些来衡量信息
系统安全的成熟度。 乔振义［１８］认为在保障数据的有效性、高
效性、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合规性及可靠性前提下，可以从
一般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应用系统安全、
防病毒安全、物理安全等方面评价信息系统安全的成熟度。 本
文从提高云计算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用性、突出云计算特征等原
则，从可靠性、可用性、可扩展性、完整性、保密性、经济性等方
面，提出了云安全能力的关键指标：物理安全、通信安全、应用
安全、存储安全、管理安全。 具体如表 ３所示。

表 ３　云安全能力关键指标
物理安全 通信安全 应用安全 存储安全 管理安全

物理 设 备 安
全、虚拟机安
全、结构安全

通信完整性、
通信保密性、
入侵防范

软件容错、资
源控制、漏洞
评估

数据完整性、
数据保密性、
备份和恢复

访问控制、授
权和审核、身
份鉴别

2畅4　云环境能力
云环境体现了对云计算能力成熟度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

刘腾飞［１４］提出从法律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对互联网的投
入规模方面评价互联网环境能力。 王文［１６］从政策支持、法律
法规、金融支付、安全体系、信用体系、物流体系六个方面评价
移动商务应用环境。 本文认为，云计算是以企业为载体而存在
的，那么云环境能力的评价就有必要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管理
学大师罗宾斯认为，企业的外部环境由两个要素组成，即具体
环境和一般环境。 其中具体环境主要包括顾客、供应商、竞争
者和压力集团；一般环境包括可能影响组织的广泛的经济条
件、政治／法律条件、社会文化条件、人口条件、技术条件和全球
条件。 综合上述文献以及参照罗宾斯的组织环境，根据云计算
企业的具体情况，从云计算企业的内外部出发，提出衡量云环
境能力的关键指标：云计算投入规模、竞争程度、政策法律支持
程度、组织文化支持程度和云计算普及程度。 具体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云环境能力关键指标
云计算
投入规模

竞争程度
政策法律
支持程度

组织文化
支持程度

云计算
普及程度

从经济角度，
云计 算 投 入

总量，云计算
投入 在 企 业
总投 资 中 所
占比重，云计
算投 入 在 企
业收 益 中 所
占比重

从竞 争 的 角
度，竞争者的
数量，产业增
长速度，退出
壁垒

国家 政 策 对
云计 算 行 业

扶持力度，云
计算 相 关 法
律 的 完 善
程度

员工 对 云 计
算的 认 可 程

度，员工对云
计算 的 期 望
水平，员工对
云计 算 的 价
值观 的 认 可
程度

每万人网民
中云计算用

户的数量，每
万人网民中
云计算潜在
用户的数量

2畅5　云服务能力
从用户的角度来视察云计算能力，可以称之为云服务能

力。 鉴于目前的研究文献还没有涉及云服务能力方面的研究，
本文借鉴了有关服务能力评价方面的研究。 屈智敏［１９］构建了

一个面向企业定题信息服务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服
务态度、从业人员素质、信息处理能力、市场分析能力、市场预
测能力、需要的程度、信誉程度、适用的范围、风险程度、服务的
效率、提供的方式等。 华瑶等人［２０］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

了企业信息服务能力评价模型，包括企业信息资源、系统性能、
满意度、基础要素、服务方式。

云计算与网格计算最大的区别在于云计算的商业化，云计
算的发展离不开云计算用户的支持，因此从云计算用户的角度
探讨云服务能力是有必要的；参考了有关服务能力评价方面的
研究，根据云计算的关键特点，从用户的角度提出了衡量云服
务能力的关键指标：用户满意度、用户忠诚度和用户投诉率。
具体如表 ５所示。

表 ５　云服务能力关键指标
用户满意度 用户忠诚度 用户投诉率

从服务多样性、服务灵活
性、服务可靠性、服务易用
性这四个方面来对用户满
意度进行衡量

在网一年的云服务用户所
占比重，在网两年的云服务
用户所占比重，在网三年以
上的云服务用户所占比重

用户对于云服务满意
的人数或不满意的人
数占总用户人数的
比重

3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
3畅1　能力成熟度模型框架的比较研究

笔者认为，现有的论文在将 ＣＭＭ／ＣＭＭＩ思想引入他们的
研究领域时构建的成熟度模型框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致力于将 ＣＭＭ／ＣＭＭＩ思想恰当地引入到云计算领域，使
得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既保留了 ＣＭＭ／ＣＭＭＩ 思想的精髓，
又具有云计算领域自己的特色。

高新才等人［２１］将 ＣＭＭ思想引入到了农村金融领域，并提
出了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框架，但该文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农村
金融成熟度的测量上，缺少对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的理论描
述，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 李振等人［１３］

借鉴了 ＣＭＭ的思想，通过研究物流企业的关键能力，构建了
一个物流企业能力成熟度模型，并以关键能力作为划分物流企
业成熟度的界限，却没有具体阐明衡量物流企业成熟度等级的
评价指标。 孙建光等人［２２］在现有的成熟度模型和指标对 ＩＴ
成熟度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适应性整体 ＩＴ成熟度模型，并
建立可适应性的企业级通用 ＩＴ成熟度模型。 该文构建了一个
可适应性的企业通用级 ＩＴ成熟度模型，详细阐明了评估整体
ＩＴ成熟度的定量方法，却没有明确指出制约整体 ＩＴ 成熟度升
级的关键因素。 Ｃｒｅｅｓｅ等人［２３］将 ＣＭＭ引入云计算领域，从企
业应用云服务和云环境下数据保护的角度提出了云计算能力

成熟度模型，并提出以企业战略、治理、过程改进、云应用、信息
以及信息安全六个关键特征来界定云计算能力成熟度等级。

3畅2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综合现有能力成熟度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参照

Ｃｒｅｅｓｅ等人提出的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保留了其 ＣＭＭ 框
架；又将 ＣＭＭＩ引入到云计算领域，保留了其可扩展性和集成
性；从云基础能力、云服务能力、云安全能力、云技术能力和云
服务能力五个方面来衡量云计算能力，并以发展的观点来观察
云计算领域的企业，提出了一个适用于云计算领域的云计算能
力成熟度模型框架，并给出了影响达到较高云计算能力成熟度
等级的关键因素和达到较高云计算能力成熟度等级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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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如表 ６所示。
表 ６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

级别 云基础能力 云技术能力 云安全能力 云环境能力 云服务能力

初始级

企业运营稳定和员工个人

经验关系密切，基础设施运
营稳定性不确定，云计算系
统集成度低

引进和开发新技术有一定

的风险，现有的技术勉强能
实现客户的需求

在企业网络边界和网关上

监测和控制，监测物理设备
的运转状况

云计算行业处于起步阶段，
云计算企业数量少，缺乏相
关的法律和政策，员工对云
计算行业认识不足

简单的云服务，云服务种类
少，响应时间不稳定

成长级

基础设施进行文档化管理，
运营稳定和员工协作关系

密切，发现故障可及时处理

建立新技术引入和开发的

方案及制度

引入新的监测和控制技术，
及时处理相关的安全问题

云计算企业数量多，大众对
云计算有一定的了解，出台
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云服务种类增多，响应时间
趋向稳定，对服务中的问题
能及时处理

定型级

基础设施运营规范化管理，
采用标准化流程运营，企业
员工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

新技术在定量研究的基础

上得到引入和实施，新技术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得到

开发和实施

在企业层面集成监测和控

制技术，监测和控制自动化
管理

少量的云计算企业占据了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云计算
行业得到内外部的广泛支

持，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应
对环境的变化

云服务类型按需设置，采用
标准化流程处理服务问题

规范级

基础设施运营参与多部门

协作，将运营成本纳入基础
设施运营模型

引入新技术和开发新技术

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基础

上作出恰当的选择，规范化
管理这一过程

精确测量云安全的风险

程度

云计算行业趋向成熟，定量
测量云计算企业内外部环

境水平，企业动态响应内外
部环境变化

云服务质量在稳定和增加

企业客户方面起关键作用，
云服务类型的设置考虑客

户的需求和企业成本

优化级

基础设施管理不断优化，员
工积极参与组织改进，云计
算系统集成化程度不断

提高

关注新技术的引入和开发，
不断完善评估、创新、测试、
推广制度

不断完善云安全策略，降低
云安全风险，不断增强自动
化监测和控制能力

为了响应环境的动态变化，
不断完善对应举措

云服务不断自我改进和

优化

　　ａ）初始级。 该等级的云计算企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这类企业的特点是：基础设施齐全，但设施运营稳定性不确定；
现有的技术体系仅能实现用户需求的简单服务；具有一定的监
测和控制系统，但此监测系统稳定性不确定；内外部环境在一
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的成长。 影响达到初始级的关键因素是
企业的类型（云计算主导型或非云计算主导型）、企业云计算
投入的规模、企业外部支持的程度和组织文化支持的程度。

ｂ）成长级。 该等级的云计算企业处于发展的成长阶段。
这类企业的特点是 ：在达到初始级要求的基础上，随着云计算
行业内外环境的支持，以及较低的行业进入门槛，大量企业涌
入云计算行业；企业的云服务类型呈多样化发展以及云安全能
力提高，借此提高其市场占有率。 影响达到成长级的关键因素
是企业内外部环境的改善、云服务类型的多样化发展、云安全
能力增强。 达到成长级需要满足云环境能力、云服务能力、云
安全能力（２级）、云基础能力、云技术能力（１级）等条件。

ｃ）定型级。 该等级的云计算企业处于发展的定型阶段。
这类企业的特点是：在达到成长级要求的基础上，云计算行业
的市场趋于饱和，企业内外部环境趋于稳定；企业的基础设施
运营趋向稳定，云服务类型按需设置，云计算技术体系趋向成
熟，监测和控制体系趋向成熟。 影响达到定型级的关键因素是
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稳定、云服务类型的个性化发展、云技术体
系的完善。 达到定型级需要满足云环境能力、云服务能力（３
级）、云技术能力（２级以上）、云基础能力和云安全能力（２级）
等条件。

ｄ）规范级。 该等级的云计算企业处于发展的规范阶段。
这类企业的特点是：在达到定型级要求的基础上，企业监测和
控制体系趋向成熟，能够动态处理实时故障；云计算相关技术
实现标准化，云技术实现的云服务很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企
业能够动态响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影
响达到规范级的关键因素是云安全体系的健全、云技术体系的
稳定、云环境变化的有效应对。 达到规范级需要满足云安全能
力、云技术能力、云环境能力（３ 级以上）、云基础能力、云服务
能力（３级）等条件。

ｅ）优化级。 该等级的云计算企业处于发展的优化阶段。

这类企业的特点：在达到规范级要求的基础上，企业在技术上
追求不断创新，以降低成本和满足用户新的需求；云服务质量
也在不断提高，满足用户的需求；有效预测和应对环境变化带
来的风险。 影响达到优化级的关键因素是云技术的创新、云服
务质量的不断提高、云环境变化的有效预测。 达到优化级需要
满足云技术能力、云服务能力、云环境能力（４级以上）、云基础
能力、云安全能力（３级以上）等条件。

4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应用探讨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的价值在于可以将其作为提升企

业云计算能力的向导，也可以作为评估企业云计算能力的标
准。 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通用性，适用于
不同的评估主体；他们既可以是云计算企业自身，也可以是和
云计算企业关系密切的供应商，也可以是第三方的评估机构。
对于不同的评估主体，其评估云计算能力的目的不同，那么他
们采取的评估侧重点也不一致。

从云计算企业自身来看，云计算能力评估的目的在于认清
企业云计算能力的真实水平，以期寻求提升企业云计算能力的
关键路径。 云计算企业在评估云计算能力时，会侧重于云基础
能力、云技术能力、云安全能力、云环境能力、云服务能力这五
个方面，这样才能完整地评估出企业真实的云计算能力。 从供
应商的角度来看，云计算能力评估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云计算企
业和其核心利益所在之处。 那么，供应商在评估企业云计算能
力时，会侧重于与供应商关系密切的云基础能力和云技术能
力，云基础能力决定了云计算企业对基础设备的需求量，云技
术能力决定了云计算行业技术标准化程度，直接影响了供应商
生产的产品的适应性。 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角度来看，云计算
能力评估的目的在于评估出云计算企业的市场占用能力。 那
么，第三方在评估云计算能力时，会侧重于云安全能力和云服
务能力，它们共同决定了用户在选择云计算企业时的偏好。

5　结束语
笔者建议在不同客观主体使用云计算能力成熟度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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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企业时，可以从自身和云计算企业联系密切之处出发，
以期能灵活地评估企业云计算能力。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
笔者进一步研究：ａ）利用 ＡＨＰ、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系统等
定量研究方法评价企业的云计算能力；ｂ）本模型中，衡量云计
算能力的五种关键能力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重复和交叉指标，
之后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尽可能减小重复因素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ｃ）云计算领域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云计算在国
内外应用的成熟案例还很少，这给文献研究和数据收集带来了
一定的困难，以致本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带有一定的主观
性。 随着云计算领域的不断发展，在后续研究之中将提高指标
体系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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