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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数据库行业趋势洞察：数据库出海成为国产厂商的全新增量逻辑，欧美线路和东南
亚线路是国产厂商出海的优选项；云原生进入2.0时代，实现了云资源对数据库的细
粒度资源拆解和优化编排，云托管数据库进一步向原生式数据库推演；数据库与大
数据技术的边界不断模糊，呈现融合趋势。

中国数据库市场规模：据艾瑞统计，2021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达286.8亿元，
同比增长16.1%。中国数据库市场虽受疫情影响，但整体稳步增长，由多方面因素
促成：1）信创利好；2）需求驱动；3）国产厂商厚积薄发；4）国内用户对基础软
件的IT支出，尤其是国产数据库的付费意愿逐年提升。

在数据库市场供给侧：分布式架构的技术特性趋于融合，云化部署大势所趋，使用
门槛不断降低；数字化业务场景不断丰富，业务需求驱动HTAP技术成为重要的技
术底座；在开源数据库领域，国产开源时间不长，整体表现尚有提升空间；国产数
据库借信创东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在数据库市场需求侧：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企业用户的数据已初具规模，业务场
景和数据结构越来越复杂，对于数据分析的需求日趋强烈。数据库部署方式呈现多
元化，其中分布式架构和云部署的渗透率显著提升。随着国产数据库的技术创新以
及产品性能提升，国产产品的头部效应明显，用户体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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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数据库是由DBMS统一管理的，有组织、共享的数据集合
数据是描述事物的符号记录，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和语言等。数据库是相互有关联关系的若
干数据的集合，特点是数据间联系密切、冗余度小、独立性较高、易扩展，并且可为各类用户共享。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S）是负责数据库搭建、使用和维护的系统软件，通过组织、索引、查询、修改数据库文件，实现数据定义、组织、
存储、管理以及数据库操作、运行、维护等主要功能。围绕DBMS构建包含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
员以及相关机制配套在内的数据库系统（DBS），才能有组织、动态地存储大量相关数据，方便多用户访问。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整理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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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硬件技术、应用场景等快速变化，行业格局百花齐放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整理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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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数据库按照不同维度，分类方法多种多样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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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现状

分布式数据库是通过计算机网络将物理分散的多个数据库单元连接组成的逻辑上统一的数据库。目前分布式数据库的技术
路线分为三类：分库分表+中间件方案、共享存储分布式数据库、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当下分布式数据库市场产品
繁多，但其技术特性逐渐趋同，从两个角度分析：其一，系统架构。存储采用开源或者自研内核，用一主多从的数据副本
保证数据完整性，计算通过 SQL 语句解析分发和结果汇聚，管控用于保证各模块的高可用和故障切换等管理功能。其二，
开源和自研两条研发线路。开源主要基于 MySQL 和 PostGreSQL，难点在于源代码改造的技术难度大；自研周期长且技
术要求高，国内完全自研产品屈指可数，如 TiDB 和 OceanBase 等。未来分布式数据库的核心竞争要素为分布式事务的
稳定性、产品全面性以及生态工具的完备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及绘制。

分布式数据库技术线路分类

数据库中间件

技术特性趋于融合，云化部署大势所趋，使用门槛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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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控制层

• 方案：分库分表+中间件，下层单机数据库提供存储，
其上封装中间层补足分布式能力

• 优势：兼容性好，学习成本低，用户门槛低
• 劣势：代码修改成本高，计算节点扩展性、全局事

务能力及高可用不佳，机器冗余度高

• 方案：共享存储分布式，共享存储集群，提供动态
扩容的分布式高性能存储，计算节点独立

• 优势：兼容性好，应用无需改造；事务性能好，读
写响应快；共享存储一致性高

• 劣势：依赖共享存储系统，扩展性有限，难以做到
跨地域高可用，架构可改造性较低

• 方案：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各节点独立计算和存储
功能，且不共享数据（shared-nothing)，架构存算
分离，通过共识算法保证副本高可用

• 优势：架构高度解耦，按需扩展，无数量和规模限
制，数据一致性的安全机制更好，高可用高兼容

• 劣势：对硬件要求较高，上下游生态适配度仍需进
一步完善

分布式数据库发展方向

技术特性融合，能力补齐
分布式数据库的不同技术路线逐渐融合，取长补短，丰富产品能力，集中体现
于两方面：第一，分布式事务的一致性提升，全局一致性协议保护加强；第二，
分布式场景下数据分片智能化，多副本细粒度控制能力得到加强。

云化与云原生设计
分布式数据库与云环境加速融合。一方面，分布式的架构优势可将传统部署与
公有云资源结合，解决私有部署灵活度低、成本高等问题；另一方面，云环境
可低成本加强分布式架构的高容灾和算力扩展，融合云基础资源实现云原生。

软硬件结合，异构芯片混合部署
以多核 CPU、异构计算（如DSP、GPU、ASIC、FPGA ）持久化内存等为代表
新硬件，为分布式数据库提供丰富的想象空间。通过异构芯片的混合部署，让
分布式数据库在不同层级上提供锁定模式的安全机制，提供分离模式的性能。

单体分布式一体化数据库架构
在单机部署下实现分布式数据库的完整功能，从技术上突破分布式数据库的单
机性能瓶颈，极大降低分布式数据库的部署门槛。无论用户自身规模大小，采
用单机部署抑或水平扩展部署，一套数据库系统便可满足核心系统要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