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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速发展算力产业
文 ◆ 本刊记者 语 迟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我们已经

身处数字时代。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激活数

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和完善生产、生

活、治理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

我们正大步走在发展数字经济，迈

向共同富裕的路上。在大家广议的

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背

后，是数据、算力、算法等数字生

产力的协同支持与进化。

2024 年 3 月，国家数据局局长

刘烈宏日前在《求是》杂志发表署

名文章时表示，数字经济时代，算

力是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促进全

国范围内各类算力大规模调度运营

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化是国

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未来算力与人力、物力、财力

一样，将成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主

要指标。

一、算力是数字社会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定义了

基础设施建设，把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 "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随后 " 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被

列入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0 年 5 月 22 日，《202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重点支持 " 两新一重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建设。

所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是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供数字转型、产业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

的基础设施体系。

新型基础设施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融

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就以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为

基础的算力来说，这是一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

基础设施。

二、国家加大政策引导

2021 年，中央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

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等一系列文件，指导推动全国数据中心的建设。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

统筹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根据能源结构、产业布局、市

场发展、气候环境等，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

以及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引导数据中心集约化、规

模化、绿色化发展。国家枢纽节点之间进一步打通网络传输通道，

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提升跨区域算力调度水平。

2022 年 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

国数字经济》一文中提出要“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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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明确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系统

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

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

合理梯次布局。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2023 年 10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算力

规模超过 300EFLOPS，智能算力占比达到 35%，东西部算力平衡

协调发展。

三、“东数西算”带动算力产业大发展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算力总规模持续增长。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

模超过 760 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

模达到 197 EFlops，位居世界第二，

算力总规模近五年年均增速近 30%。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

能应用、以科学计算为代表的超算

应用、以边缘计算为代表物联网应

用等，广泛深入到政务、工业、交

通、医疗等多个领域，为各行各业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对

算力网支撑能力的需求与日俱增。

2022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四

部门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 8 地启动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并规划了 10

具体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个节点，立足服务重大区域发展

战略实施的需求，进一步统筹好城市内部和周边区域的数据中心布局。贵州、内蒙古、甘

肃、宁夏四个节点，在清洁能源供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适宜建设绿色算力基地，通过

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中高时延业务，推动东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推理、机器学习、视频渲染、

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业务有序转移，并承担本地实时性数据处理，形成全国算力发展“一

盘棋”。 

 

四、算力服务统一大市场亟需建成 

网络的互联互通成就了全球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算力互联互通是形成

统一算力服务大市场和人工智能变革时代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关键路径。尽管我国

算力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我国算力网领域存在诸多挑战，如算力资源分布不均、技

术创新不足、产业链条协同不够紧密等，其供给能力仍不能满足各行业日益增长的数字

化转型需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标准化普惠化算力服

务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存在算力供给紧张而同时部分算力未能有效利用的矛盾，算力

新质生产力作用未充分释放，存在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他分析说，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如何在多元化算力供给的状况下统合形

成标准化、可调度的算力服务；如何在算力资源和需求区域差异突出的情况下实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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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标志着“东

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目前八个

枢纽节点 2023 年新开工的数据中心

项目近 70 个，其中，西部新增数据

中心的建设规模超过 60 万机架。

2024 年 3 月 14 日， 随 着 中 国

电信东数西算国家枢纽庆阳算力中

心 1000 台 GPU 服 务 器 稳 定 运 行，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甘肃枢纽节点

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突破

5000P，达到 5300P。

截至目前，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数据中心集群取得全面建设。这

个位于江苏吴江的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计划今年 5 月开

始启用部分算力大楼。此外，经过

近 2 年的建设，芜湖集群起步区数

据中心项目 17 个、设计装机规模

64 万架、投资额 约 2588 亿元 ；已

投产数据中心项目 6 个、在建未投

产项目 6 个、待建项目 5 个。

2023 年，宁夏建成全国首个万

卡智算基地，算力质效指数全国第

四、西部第一，数字经济占 GDP 比

重为 35% 以上。中卫集群互联网出

口带宽达到 18T，实现中卫到北京

的单向时延 8~10 毫秒以内，到上海

的单向时延 15 毫秒以内。

内蒙古数据中心服务器在运行

已达到 260 万台，和林格尔新区数

据中心标准机架达到 22 万架，服

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150 万台，通用

算力总规模达到 1000P ；推动建设

11 个超算项目，超级算力规模达到

195P。

此外，截至 2023 年底，张家口

市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为 27 个、标准机柜 33 万架、服务器 153

万台，算力规模达到 7600P ；截至 2023 年 7 月，四川全省算力规

模约为 10EFlops，其中智能算力占比约为 10%，主要分布在成都

及周边地区 ；2023 年，重庆全市算力规模超过 1000P ；目前，贵

州总算力规模增长 28.8 倍，智算规模占比超过八成，贵州全省在

建及投运数据中心 39 个，大型以上数据中心 22 个。

具体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个节

点，立足服务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需求，进一步统筹好城市

内部和周边区域的数据中心布局。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四

个节点，在清洁能源供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适宜建设绿色算

力基地，通 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中高时延业务，推动东部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推理、机器学习、视频渲染、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

业务有序转移，并承担本地实时性数据处理，形成全国算力发展

“一盘棋”。

 

四、算力服务统一大市场亟需建成

网络的互联互通成就了全球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算力互联互通是形成统一算力服务大市场和人工智能变革时代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关键路径。尽管我国算力网取得了显著

的进步，但我国算力网领域存在诸多挑战，如算力资源分布不

均、技术创新不足、产业链条协同不够紧密等，其供给能力仍不

能满足各行业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

访时表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算力总

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标准化普惠化算力服务统一大市场尚未

形成，存在算力供给紧张而同时部分算力未能有效利用的矛盾，

算力新质生产力作用未充分释放，存在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

他分析说，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如何在多元化算

力供给的状况下统合形成标准化、可调度的算力服务 ；如何在算

力资源和需求区域差异突出的情况下实现全国资源优化配置和算

力高效服务 ；如何将算力并网调度的局域化探索扩展为构建全国

统一大市场。

例如，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算力供不应求，但区域内算力

资源供给能力和增长潜力有限。西部地区具有大规模算力设施发

展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本地需求不足，资源利用率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