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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台灣SRE人才
需求起飛

• 網路科技公司，金融、零售流通，高科技製造業，連
網路設備商、儲存產品商、房仲、保險、物流、媒體、
百貨業者、線上電商物流業者，都想要招募SRE



iThome CIO大調查
2022企業新興技術雷達圖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網站可靠性工
程師

§ SRE是一種維運心態，以及確保系統可靠性的一系列實作、
指標和慣例方法

§ 網站是SRE主要守護對象，面對外部顧客的網站

§ 大規模使用者、爆量需求，又要「高度可靠」

§ 剛剛看到的企業SRE招募，不全是為了服務終端顧客，

§ 很大比例是服務企業內部的顧客：企業員工或開發團隊。

§「非典型SRE」





高科技製造業
平台團隊
實例

§ 新竹一家超大科技製造業，在2021年開始大
舉招募SRE能力的人才，後來，更發展出服務
內部開發的專責平臺團隊，像是在數位業務
部門下新設立了一個平臺團隊，負責基礎服
務和設施，提供數位商務需要的共用服務，
例如資安、商務應用平臺、資料平臺解決方
案、共用服務等中臺服務，讓雲原生架構打
造的基礎架構，就算面臨頻繁、控制系統的
變更，也能提供強健又便利的運作環境，來
支援開發團隊所需。

§這正是一種非典型SRE的做法



非典型SRE
常見角色

§服務內部團隊
§將他們常用功能、共用系統、通用
模組等都服務化（或者微服務化）
§打造成一套平臺，以產品角度來管
理和維運

§去年，國外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
來形容這種非典型SRE的做法，
§Platform Engineering

（平臺工程）

Platform 
Engineering

平臺工程



企業為何需要
專門/專責平台工程團隊
服務內部的開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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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數位韌性

降低成本

強化數據利用與分析

用AI創新應用與服務

推動數位轉型

加快IT反應能力與彈性

確保IT穩定和一致

ESG企業永續

強化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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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IT因應ESG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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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碳足跡儀表板

企業資訊架構對齊ESG目標

IT參與ESG績效指標的設計

碳盤查/碳足跡監測系統化

數位轉型計畫對齊ESG目標

提高上雲的比重

注重IT永續/綠色IT採購

加速內部作業無紙化

提升機房節能省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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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後疫情新
常態IT對策

Top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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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DevOps能力
增加數位技術的投資
IT和業務更密切合作

加速推動IT現代化
強化全公司工作場所數位化

加速推動數位轉型
提高IT敏捷性、模組化、彈性化

提高IT上雲端的比重
加速內部流程數位化和自動化

強化全公司遠端工作能力
強化IT部門遠端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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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為何SRE需要更細分？
數位服務需求分兩大類

一類是與商業邏輯相關的需求，稱為功能性需求
（Functional Requirement）

另一類與業務邏輯無關的需求，例如可觀察性、資
安、流量、網路、擴充性、分散式優化等則稱為非
功能性需求。

曾負責打造摩根
大通次世代雲端
數位銀行服務的
網路大廠技術長
Geng Lin



當代數位服務
的非功能需求
程式碼，遠遠
超過了功能性

需求

§ 對企業來說，只有功能性需求的服務，才能
創造差異化，這是商業創新的目的。

§ 若沒有辦法將非功能性需求變成可重複使用
的平臺能力，

§ 企業開發團隊，可能高達70%時間開發與
AP功能無關的事

70% 時間用於無
法創造差異化價

值的需求



非功能性需求
提高用戶體驗

必解課題

1. 現代的分散式應用或數位服務中，這些非功
能性需求是提高用戶體驗必須解決的課題。

2. 平臺工程團隊負責這些與商業創新無關，
但又是企業必要的非功能性需求。

3. 國外越來越多企業設立平臺工程團隊，或將
現有IT維運團隊，轉型成平臺工程團隊來負責
非功能性需求。

§ 平臺工程工程師和SRE工程師
§ 運用雲端原生技術，維運雲原生技術打造的服務、管
理日益龐大的企業內部微服務，但兩者的本質和運作
思維截然不同

§ 用新名詞，方便區分兩者各自的專業領域不同。



平臺工程思維
與傳統IT服務
思維大不同

§「從平臺工程的思維，來打造企
業內部應用，與用傳統IT服務的
思維相比，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 By Google CTO辦公室技術總監
知名雲端戰略顧問Gregor Hohpe



平臺工程
vs.

傳統IT



自助式服務
vs.

工單派工

§ 看長不看短：同樣用雲原生技術打造內部後端服務，但平臺
工程思維，更以長期、大規模發展來思考，因此，成長性高、
容易擴充，更可以降低邊際成本

§ 與內部顧客（開發團隊）的互動方式大不同
§ 平臺工程：採取自助服務式設計，因此，用戶上手門檻低而能降
低採用阻力。

§ 傳統IT：多以表單申請，或是工單派工形式（Ticket）來提出需
求，內部員工常常抱怨等到天荒地老，IT抱怨工單做不完

§ 自助式服務的好處：減少例行性、重複性、無聊的開發工
作，也能加快開發團隊交付應用的速度

§ 有些平臺工程團隊的目標是，連非技術專業的一般員工也能
用，減少更多「工作小事的開發負擔」



發展和推廣
策略大不同

§開放性：平臺工程思維，更容易建立一套通用的擴

充機制，或是可以定出一套後端應用與外部介接的做法，
讓後端服務可以整合到第三方應用，或嵌入外部提供的
API，因此可以建立一個開放或半開放的應用體系。

§ 例子：國泰金控可以建立一套使用外部開源程式碼的

通用規範或可用開源軟體清單（程式庫），簡化和加速
開發團隊使用外部開源資料的「審查流程」

§導入策略：平臺思維更容易採取激勵、自我學習的

自主導入推廣方式，而不用像傳統IT服務，多半由上而
下的要求來強制採用。



自助式
平台服務
如何更進化

§自助式服務是內部服務平臺化後的重要
呈現形式

§以入口網站形式，結合開放式架構設計
後，更可以整合NoCode開發工具、
RPA工具、互動式BI或分析探索工具等

§很適合延伸到非技術專業的一般員工

§來分攤一部分的IT開發工作



分攤開發責任
IT更專注業務

1. 現代軟體架構越來越複雜，才催生了平臺工程的崛
起，甚至為了讓非專家的一般員工，降低運用內部
後端服務的門檻，超前思考的企業會開始建置這類
維運型的平臺。

2. 平臺工程做法可以將IT應用開發責任分散到一般員
工，讓業務團隊也能分擔一些簡單但又高度客製化
的小需求，讓開發團隊可以有更多人力專注於核心
業務。

§ By國際分析機構Gartner分析副總裁Paul Delory



平臺工程Case

§ Clarity AI：利用AI提供ESG分析，每週追蹤200萬個數據
點，進行ESG評分，提供企業ESG分析所需

§ Clarity AI平臺工程經理Eduardo Ferro Aldama經驗

§ 平臺工程導入目的

1. 降低認知負載/錯誤/阻力

2. 改善工程團隊生產力：減少相互等待、提高部署頻率、縮
短上線準備時間（commit to production)

3. 發布系統和產品擁有權整合

§ 來看一個降低負載的例子：平臺工程Chatbot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4lvGUnVZc&t=1s



Zalando
歐洲服飾圈的

Amazon

§ 歐洲最大的快時尚平臺，23國銷售，從賣鞋
子起家，到後來，賣各種快時尚的服裝，體
育用品等，幾個數字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家公
司的規模

§ 一年營收約80億歐元，相當於台幣2400億
元。

§ 2022年Q1顧客人數有4800萬人，5800萬
張訂單，都是透過網路平台完成

§ 一年約130-150億台幣，投資在物流和科技
平台上。



Sunrise日出平台
(雲原生技術自行開發)

§ 資料來源:Zalando



Zalando Tech Radar § https://opensource.zalando.com/tech-radar/



§ 資料來源:Zalando



持續交付平台 § 資料來源:Zalando



開發高度自動化
GitOps § 資料來源:Zalando



DORA指標衡量
DevOps績效 § 資料來源:Zalando





CNCF Platforms 
White Paper
平臺工程特性

1.平臺產品化(Platform as a product)

2.重視使用體驗/開發者體驗(User experience)

3.豐富文件和新手指南(Documentation and 
onboarding)

4.自助服務(Self-service)

5.盡可能降低認知負載(Reduced cognitive load 
for users)

6.提供選擇和組合能力(Optional and 
composable)

7. Secure by default思維



平臺團隊
基本任務

1.要有平臺產品經理

2.研究平臺使用者（開發者）的需求，規劃
相關功能藍圖

3.負責平臺價值（效益）的行銷、推廣、倡
導行為和教育

4.管理和開發使用者介面、可觀測性能力和
相關服務，包括平臺入口網站、API、文件
和範本、CLI工具



提醒！
SRE方法論不見
得能 完全套用

§ SRE是一套從顧客導向思維來發展的網站
維運方法論

§外部顧客與內部顧客（員工）的角色大
不相同
§ 例如找不到顧客，但看得到員工

§規模和需求相差很大

§不少SRE方法論，不見得全盤適用到內部
員工，必須轉換思考角度才行



IDP
內部開發平台

指南



IDP
五大核心

Core Component Short Description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Manage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in a dynamic, 
scalable and reliable way.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Orchestrate your 
infrastructure in a dynamic 
and intelligent way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Enable developers to create 
new and fully provisioned 
environments whenever 
needed.

Deployment Management

Implement a delivery 
pipeline for Continuous 
Delivery or even Continuous 
Deployment (CD).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Manage who can do what in a 
scalable way.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applicatio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applicatio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infrastructure-orchestration/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infrastructure-orchestration/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environment-management/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environment-management/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deployment-management/
https://internaldeveloperplatform.org/core-components/role-based-access-control/


平臺工程浪潮
已經吹進台灣

§ 臺灣這兩年積極招募SRE人才的企業，大多不
是直接提供2C端服務的產業

§ 這些企業需要SRE人才的雲原生技術能力，來
服務內部DevOps團隊

§ 平臺工程浪潮早已吹進臺灣IT現代化

§ 雲原生技術採用潮，會更帶動企業內部IT，開
發團隊擁抱DevOps

§維運團隊也要開始擁抱現代化，平臺工程正是
邁向維運現代化的關鍵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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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工程/SRE
採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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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工程
AIOps(用AI優化IT維運)

平臺工程

SRE
ChatGPT/GPT類LLM

DevSecOps
GitOps

中臺架構設計
LowCode/NoCode開發

微服務架構
敏捷開發

多雲混合雲
Kubernetes/容器技術

DevOps

2023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