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放发展潜能 “东数西算”算力向西火热挺进

本报记者 杨洁 何昱璞

塔吊林立，机声轰鸣，盛夏6月的河西走廊一片炽热。 同样火热的还有作为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代表的数据中心施工现场。

自今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以来，相关项目签约、施工在各地火热推进。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国家批复的西部节点均在制定数据中心集群准入标准，并优先对现有数据中心进行改造升级，积极提高上架率。

对于西部地区如何更好地分享“东数西算”红利，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规划处处长王建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提高中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上架率、降低空置率，是“东数西算”工程的出发点之一。 建议在东部和中西部城市之间建立合理的跨域GDP和税收分配机制，充分释放中西部算力经济发展潜

能。

投资开工热

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会点的甘肃庆阳市，南距西安255公里，从西安乘坐高铁前往大约1个小时。

已建有直连西安全国互联网骨干节点链路的庆阳，是此次“东数西算”工程规划的新增节点之一。 规划一出，万国数据、太极股份等公司接踵而至，考察洽谈一派繁忙。 围绕“东数西算”工程规划目标和建设任务，2022年上半年，庆阳市已经全面铺开详规、土地征用储备以及项目施工各项工作。

截至6月中旬，总投资2.14亿元的中国移动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已完成地基处理工程桩施工，将于2023年1月实现一期第一阶段验收投产；总投资4.47亿元的中国电信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已于6月中旬开工建设，计划2023年12月实现首批机柜交付使用。 庆阳市政府网站显示，2022年上半年已开工项目7个，总投资19.76亿元，

1.7万余亩“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建设正徐徐展开。

3月出台的《庆阳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引领创新发展规划》提出，到2023年底，庆阳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要新增2.5千瓦标准机架15万个，到2025年底，累计新增2.5千瓦标准机架30万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

自今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以来，作为可适度超前部署的新基建项目以及地方稳增长的投资抓手，大批数据中心工程建设在全国多地马不停蹄推进。

3月，在长三角集群，总投资50亿元的中国电信杭州大数据中心项目开工建设；5月，在韶关集群，30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落户；6月，在重庆集群，中科曙光投资建设的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加速工程收尾，预计在6月底投入试运行……

国家发改委4月中旬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新开工项目25个，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1900亿元。 其中，西部地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6倍。 “十四五”期间，预计大数据中心投资将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累计带动各方面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

6月16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将强化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布局，围绕规划、网络、用能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支撑“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推动各枢纽节点建设尽快落地生效。

差异化发展

跃跃欲试的不只是所划定集群起步区范围的城市，其他中西部地区也想借“东数西算”的东风。 不过，受限于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中西部数据中心建设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平均上架率低于全国水平。

“找客户难”是西部地区很多数据中心面临的现实。 根据《2021中国数据中心市场报告》，全国数据中心平均机柜上架率为50.1%，西北地区上架率在33%左右，西南、华中分别在40%左右。

从庆阳市一路往西800公里，深入河西走廊腹地，就来到了甘肃金昌市，这座因盛产镍而被称作“镍都”的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数据中心。

金昌早在2015年便开始规划建设紫金云大数据产业园，目标是打造千亿级产业集聚区。 紫金云数据中心项目规划投资高达50亿元，分三期建设，最终将形成占地面积51万平方米，拥有5万个机柜服务能力的规模。 作为紫金云的控股股东，截至2021年年底，甘肃电投集团累计为紫金云大数据中心项目投资5.9亿元，2022年

计划新增投资约4亿元。

目前，该项目处于1.2期施工阶段。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解到，从2017年开始施工到2019年投运，经历了缓慢的上架率爬升。 紫金云1.1期工程2543个机柜中目前已出租2000多个，预计今年三季度 IDC机柜有望全部租赁出去。 紫金云1.2期工程今年年初正式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梁、板和柱的混凝土浇筑等施

工，预计2023年6月建成投运。

金昌位置较为偏远，每日航班数量仅5班，若从东部城市前往金昌，路上约需2天时间，交通不便以及当地配套产业缺乏，均对吸引客户与人才形成不利条件。

紫金云数据中心1.1期以当地政府部门和国企客户为主，包括当地政务云、金川集团、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 紫金云数据中心市场部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拜访了一些互联网企业，希望为明年1.2期工程交付积累一些客户，但目前还没有太大进展。 为了锁定一些优质客户，价格和付款方式都可以商

议。 ”

金昌紫金云遭遇的困境在中西部地区并非孤例。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吴绍辉日前坦言，目前自治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数据中心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创造税收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尚未充分显现，数据中心建设规模与应用水平不平衡，数据中心上架率有待进一步提升，IDC业务拓

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等。 吴绍辉认为，必须防止盲目建设和一哄而上，要确保 IDC建设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

加快网络建设

王建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几年中西部地区上马了一批数据中心，相比东部地区上架率确实不高。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东西部网络连接条件较差、时延高、通信费用高，可向西转移的算力需求有限、算力迁移成本高；二是人才缺乏，数据中心运维需要专业人才，而人才一直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大瓶颈。

“提高中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上架率、降低空置率，正是‘东数西算’工程的出发点之一。 ”王建冬强调，目前国家批复的西部节点均在制定数据中心集群准入标准，优先对现有数据中心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上架率，改造后仍未达标的将关停。

为避免盲目发展数据中心，国家发改委已为10个数据中心集群划定了物理边界，并明确了绿色节能、上架率等发展目标，集群内数据中心的平均上架率至少要达到65%以上。

2021年年底，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印发《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原则上布局在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范围内”“原则上，对于在国家枢纽节点之外新建的数据中心，地方政府不得给予土地、财税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等举措，以增强西部数据中心竞争力，解决西部数据中心上架率不高等问题。

东部有数据，西部有算力，东部供不应求，西部供给过剩，算力向西势在必行。 “我们做过一组测算，至‘十四五’期末，在现有数据中心上架率达标后，我国算力缺口仍将超过50%，这些算力绝大部分将在西部地区布局。 ”王建冬说。

万国数据高级副总裁陈江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考虑到经济、科技的长期发展，数据中心规模仍有数倍体量的增长空间。 如果不进行战略性调整，未来大量算力可能会“淤积”在一线城市。 “东数西算”工程对算力结构调整以及成长意义重大。

陈江平认为，“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需要把网络技术、能源改革结合在一起，把东部的业务分流到西部合理的区域，在算力西进过程中，逐渐把东西部的计算与存储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通过未来3-5年甚至10年的规划分步实施及迭代优化。

王建冬建议，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将数据中心业务向西部节点迁移，将算力基础设施向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聚集，探索数据中心绿色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积极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

阿里云基础设施 IDC研发总经理高山渊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前西部地区数据中心利用率不高，主要是受到综合TCO（总体拥有成本）、网络时延、基础设施配套等因素制约，需要构建低时延、高可靠、灵活配置的数据传输网络。

“目前东西部8个枢纽10个集群之间存在一定的配对关系，但前期建设的传输网络、数据网络尚不能支持大规模算力调度，需要运营商加快传输资源调度和网络建设。 ”高山渊称。

陈江平认为，西部地区应解决好数据中心“可以用、有人用”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方面西部地区具有天然禀赋，但基础设施、网络以及产业聚集等建设和完善都需要一定时间。 可以通过政府引导产业聚集解决‘有人用’的问题，并通过高质量的设施和网络解决‘可以用’的问题，提高当地的上架率。 ”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电信集团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冯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电信目前已经实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之间的高密度、全方向、大带宽互联，同时骨干通信网络核心节点直接部署到内蒙古和贵州数据中心园区，并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经济热

点区域。

“可以说，基本具备了东西部数据中心的快速连通能力。 ”冯杰透露，2022年中国电信已经启动庆阳-西安-郑州、西安-庆阳-中卫、怀集-韶关-赣州等光缆工程建设，建成后将极大提升庆阳、中卫、韶关等新兴枢纽节点的网络能力。

“关于东西部网络传输问题，国家层面正在考虑解决方案。 ”王建冬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推动三大运营商逐步建立8大节点重点城市之间的直联通道，降低网络时延和资费，西部节点地区也纷纷出台了优惠政策。 ”

“不花钱”制冷

北纬43°，从北京往西北200多公里的张北县草原天路附近，阿里云张北数据中心正经历一年中的炎热季节，工程师们“不得不”开启空调为机房降温。 实际上，这些空调每年工作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日子都是靠“不花钱”的自然风进行制冷。

2015年，阿里巴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部署了数据中心，总投资超过200亿元。 张北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年均气温仅2.6℃，最低气温达零下40℃，工程师通过风墙技术将室外新风输送至机房，直接为 IT设备降温，实现全年300余天“免费”自然冷却，可以大大降低空调系统的电力消耗。

减少能耗成为算力向西、向北迁徙的一大逻辑。 数据中心能耗巨大，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 。 根据Gartner测算，一个典型的数据中心TCO构成中，电力能耗占据成本的20%，而电力成本的41%在于散热的消耗。

202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将数据中心定位为高能耗产业。

从2021年开始，数据中心的审批政策收紧，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对数据中心的能耗管理要求更加严格。 “数据中心‘能评’卡得非常严，这关最难过。 ”某头部IDC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一些地区拉闸限电对数据中心行业影响很大。 ”数据中心行业洗牌悄然进行。

“西部地区可再生资源丰富，电价是东部的一半，而且气温较低，可以大量利用自然冷却模式，降低耗电量。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吕天文表示。

业内人士介绍，2021年我国数据中心平均PUE大概是1.49-1.5，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按照“东数西算”一体化数据中心建设要求，东部数据中心集群平均PUE小于1.25，西部则小于1.2。

PUE值是指数据中心消耗的所有能源与IT负载消耗的能源之比，PUE值越接近于1，表示数据中心的绿色化程度越高。

经初步统计，中国电信的存量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PUE大多在1.3-1.5之间；部分中小型数据中心因建设时间较长，采用以前的技术方案，导致PUE值高于1.5。 下一步，中国电信将进一步强化西部区域节点的规模，东西部比例由现有的7：3逐步调整为6：4。 同时，积极探索试点应用新技术，包括蒸发冷、热管多联、液冷等高

效空调节能技术，在国家枢纽节点南方省份PUE值力争低于1.25，北方省份PUE值力争低于1.2。

高昂的耗能成本和严苛的PUE要求，让数据中心具有“逐电而居”的市场行为，因此一路向西；西部地区则看中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济抓手的产业转型潜能，以优惠的电价以及丰沛的新能源，吸引企业在当地布局数据中心。

“据我们测算，数据中心每消耗1吨标准煤，能够为数据中心直接贡献产值1.1万元，并可贡献88.8万元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还可带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产生360.5万元的产业数字化市场。 ”王建冬说。

但撬动的这些巨大数字经济价值短期难以体现，还可能成为当地的能耗大户。 “能源换比特”如何才能让西部城市真正受益，分享“东数西算”红利？ 王建冬认为，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推进，应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数据中心单位GDP能耗评价体系，充分考虑数据中心的溢出效应，综合考虑数据中心技术水平、投入产

出比、下游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拉动能力等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城市之间建立合理的跨域GDP和税收分配机制，充分释放中西部算力经济发展潜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近日在公开论坛上指出，西部地区要从全产业链角度完善数据中心生态，建议西部地区向大数据上下游产业拓展，例如向上游发展数据预处理产业，向下游发展引进大数据产业链的硬件生产以及工程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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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以

来，数据中心建设在全国多地马不

停蹄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对算

力结构调整以及成长意义重大，在

算力西进过程中，需要把东西部的

计算与存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下

一步将强化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布局，围绕规划、网络、用能等方

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各枢纽节点

建设尽快落地生效。

释放发展潜能“东数西算” 算力向西火热挺进

塔吊林立，机声轰鸣，盛夏6月的河西走廊

一片炽热。同样火热的还有作为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代表

的数据中心施工现场。

自今年2月“东数西算” 工程全面启动以来，相关项目签约、

施工在各地火热推进。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国家批复的西部节点

均在制定数据中心集群准入标准，并优先对现有数据中心进行改造升级，积

极提高上架率。

对于西部地区如何更好地分享“东数西算” 红利，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规

划处处长王建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提高中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上架率、

降低空置率，是“东数西算” 工程的出发点之一。 建议在东部和中西部城市之间建立合

理的跨域GDP和税收分配机制，充分释放中西部算力经济发展潜能。

●本报记者 杨洁 何昱璞

●投资开工热

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会点的甘肃庆阳市，

南距西安255公里，从西安乘坐高铁前往大约1

个小时。

已建有直连西安全国互联网骨干节点链

路的庆阳，是此次“东数西算” 工程规划的新

增节点之一。 规划一出，万国数据、太极股份等

公司接踵而至，考察洽谈一派繁忙。围绕“东数

西算” 工程规划目标和建设任务，2022年上半

年，庆阳市已经全面铺开详规、土地征用储备

以及项目施工各项工作。

截至6月中旬， 总投资2.14亿元的中国移

动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已完成地基处理工程

桩施工， 将于2023年1月实现一期第一阶段验

收投产；总投资4.47亿元的中国电信数据中心

一期项目已于6月中旬开工建设， 计划2023年

12月实现首批机柜交付使用。庆阳市政府网站

显示，2022年上半年已开工项目7个， 总投资

19.76亿元，1.7万余亩“东数西算” 产业园区建

设正徐徐展开。

3月出台的《庆阳市“十四五” 数字经济引

领创新发展规划》提出，到2023年底，庆阳国

家数据中心集群要新增2.5千瓦标准机架15万

个，到2025年底，累计新增2.5千瓦标准机架30

万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

自今年2月“东数西算” 工程全面启动以

来，作为可适度超前部署的新基建项目以及地

方稳增长的投资抓手，大批数据中心工程建设

在全国多地马不停蹄推进。

3月，在长三角集群，总投资50亿元的中国

电信杭州大数据中心项目开工建设；5月，在韶

关集群，30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落户；6月，在

重庆集群，中科曙光投资建设的西部（重庆）

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加速工程收尾， 预计在6

月底投入试运行……

国家发改委4月中旬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以来，在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新开工项

目25个，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1900亿元。其中，

西部地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6倍。“十四五”

期间，预计大数据中心投资将以每年超过20%

的速度增长， 累计带动各方面投资将超过3万

亿元。

6月16日， 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 下一步将强化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布

局，围绕规划、网络、用能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支撑“东数西算” 工程建设，推动各枢纽节

点建设尽快落地生效。

●差异化发展

跃跃欲试的不只是所划定集群起步区范

围的城市， 其他中西部地区也想借 “东数西

算”的东风。 不过，受限于交通、网络等基础设

施配套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中西部数据

中心建设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平均上架率低

于全国水平。

“找客户难” 是西部地区很多数据中心面

临的现实。 根据 《2021中国数据中心市场报

告》，全国数据中心平均机柜上架率为50.1%，

西北地区上架率在33%左右，西南、华中分别

在40%左右。

从庆阳市一路往西800公里， 深入河西走

廊腹地，就来到了甘肃金昌市，这座因盛产镍

而被称作“镍都” 的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数据中心。

金昌早在2015年便开始规划建设紫金云

大数据产业园， 目标是打造千亿级产业集聚

区。 紫金云数据中心项目规划投资高达50亿

元，分三期建设，最终将形成占地面积51万平

方米，拥有5万个机柜服务能力的规模。 作为紫

金云的控股股东，截至2021年年底，甘肃电投

集团累计为紫金云大数据中心项目投资5.9亿

元，2022年计划新增投资约4亿元。

目前，该项目处于1.2期施工阶段。 中国证

券报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解到，从2017年开始

施工到2019年投运， 经历了缓慢的上架率爬

升。 紫金云1.1期工程2543个机柜中目前已出

租2000多个，预计今年三季度IDC机柜有望全

部租赁出去。紫金云1.2期工程今年年初正式开

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梁、板和柱的混凝土浇

筑等施工，预计2023年6月建成投运。

金昌位置较为偏远，每日航班数量仅5班，

若从东部城市前往金昌，路上约需2天时间，交

通不便以及当地配套产业缺乏，均对吸引客户

与人才形成不利条件。

紫金云数据中心1.1期以当地政府部门和

国企客户为主，包括当地政务云、金川集团、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等。 紫金云数据中心市场部

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拜访

了一些互联网企业，希望为明年1.2期工程交付

积累一些客户，但目前还没有太大进展。 为了

锁定一些优质客户，价格和付款方式都可以商

议。 ”

金昌紫金云遭遇的困境在中西部地区并

非孤例。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吴绍

辉日前坦言，目前自治区数

据中心产业发展还面临一

些挑战。 例如，数据中心在

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就业、

创造税收等方面的带动作

用尚未充分显现，数据中心

建设规模与应用水平不平

衡，数据中心上架率有待进

一步提升，IDC业务拓展和

竞争日益激烈等。吴绍辉认

为，必须防止盲目建设和一

哄而上，要确保IDC建设与

市场需求相适应，促进区域

差异化发展。

● 加快网络建设

王建冬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前几年中西部地区

上马了一批数据中心，相比

东部地区上架率确实不高。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东西

部网络连接条件较差、时延高、通信费用高，可

向西转移的算力需求有限、 算力迁移成本高；

二是人才缺乏， 数据中心运维需要专业人才，

而人才一直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大瓶颈。

“提高中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上架率、 降低

空置率， 正是 ‘东数西算’ 工程的出发点之

一。” 王建冬强调，目前国家批复的西部节点均

在制定数据中心集群准

入标准，优先对现有数据中心

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上架率，改造

后仍未达标的将关停。

为避免盲目发展数据中心， 国家

发改委已为10个数据中心集群划定了

物理边界，并明确了绿色节能、上架率等

发展目标， 集群内数据中心的平均上架率

至少要达到65%以上。

2021年年底，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印发

《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数据中

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原则上布局在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范

围内”“原则上， 对于在国家枢纽节点之外新

建的数据中心，地方政府不得给予土地、财税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等举措，以增强西部数据

中心竞争力，解决西部数据中心上架率不高等

问题。

东部有数据，西部有算力，东部供不应求，

西部供给过剩，算力向西势在必行。“我们做过

一组测算，至‘十四五’ 期末，在现有数据中心

上架率达标后， 我国算力缺口仍将超过50%，

这些算力绝大部分将在西部地区布局。 ” 王建

冬说。

万国数据高级副总裁陈江平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考虑

到经济、科技的长期发展，

数据中心规模仍有数倍

体量的增长空间。 如

果不进行战略性调

整，未来大量算力可

能会“淤积” 在一

线城市。 “东数西

算” 工程对算力结

构调整以及成长意

义重大。

陈江平认为，“东

数西算” 工程的实施，需

要把网络技术、 能源改革结

合在一起，把东部的业务分流到

西部合理的区域，在算力西进过程中，逐

渐把东西部的计算与存储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

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通过未来3-5年甚至10

年的规划分步实施及迭代优化。

王建冬建议，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按照相

关政策要求， 将数据中心业务向西部节点迁

移， 将算力基础设施向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聚

集，探索数据中心绿色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推

广，积极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

阿里云基础设施IDC研发总经理高山渊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前西部地区数据中心利

用率不高，主要是受到综合TCO（总体拥有成

本）、网络时延、基础设施配套等因素制约，需

要构建低时延、高可靠、灵活配置的数据传输

网络。

“目前东西部8个枢纽10个集群之间存在

一定的配对关系， 但前期建设的传输网络、数

据网络尚不能支持大规模算力调度，需要运营

商加快传输资源调度和网

络建设。 ” 高山渊称。

陈江平认为， 西部地

区应解决好数据中心“可

以用、 有人用” 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方面西部地

区具有天然禀赋， 但基础

设施、 网络以及产业聚集

等建设和完善都需要一定

时间。 可以通过政府引导

产业聚集解决 ‘有人用’

的问题， 并通过高质量的

设施和网络解决 ‘可以

用’ 的问题，提高当地的

上架率。 ”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

信集团云网发展部总经理

冯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介绍， 中国电信

目前已经实现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和成渝之间的高密度、全方向、大

带宽互联，同时骨干通信网络核心节点直接部

署到内蒙古和贵州数据中心园区， 并直达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经济热点区域。

“可以说， 基本具备了东西部数据中心的

快速连通能力。”冯杰透露，2022年中国电信已

经启动庆阳-西安-郑州、西安-庆阳-中卫、怀

集-韶关-赣州等光缆工

程建设， 建成后将极大提升

庆阳、中卫、韶关等新兴枢纽

节点的网络能力。

“关于东西部网络传输问题，国

家层面正在考虑解决方案。 ” 王建冬表示，

“有关部门正在推动三大运营商逐步建立

8大节点重点城市之间的直联通道， 降低网络

时延和资费，西部节点地区也纷纷出台了优惠

政策。 ”

●“不花钱”制冷

北纬43°， 从北京往西北200多公里的张

北县草原天路附近， 阿里云张北数据中心正经

历一年中的炎热季节，工程师们“不得不” 开启

空调为机房降温。实际上，这些空调每年工作的

时间很少，大部分日子都是靠“不花钱” 的自然

风进行制冷。

2015年，阿里巴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

县部署了数据中心，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张北

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 年均气温仅2.6℃，

最低气温达零下40℃，工程师通过风墙技术将

室外新风输送至机房， 直接为IT设备降温，实

现全年300余天“免费” 自然冷却，可以大大降

低空调系统的电力消耗。

减少能耗成为算力向西、向北迁徙的一大

逻辑。数据中心能耗巨大，被称为“不冒烟的工

厂” 。 根据Gartner测算，一个典型的数据中心

TCO构成中，电力能耗占据成本的20%，而电

力成本的41%在于散热的消耗。

202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严格

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

见》，将数据中心定位为高能耗产业。

从2021年开始， 数据中心的

审批政策收紧，尤其是北京、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对数据中心的

能耗管理要求更加严格。“数

据中心‘能评’ 卡得非常严，

这关最难过。 ” 某头部IDC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去

年一些地区拉闸限电对数

据中心行业影响很大。 ” 数

据中心行业洗牌悄然进行。

“西部地区可再生资源

丰富， 电价是东部的一半，而

且气温较低，可以大量利用自然

冷却模式，降低耗电量。 ” 中国电子

节能技术协会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员

会秘书长吕天文表示。

业内人士介绍，2021年我国数据中心平

均PUE大概是1.49-1.5， 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按照“东数西算” 一体化数据中心建设要求，

东部数据中心集群平均PUE小于1.25，西部则

小于1.2。

PUE值是指数据中心消耗的所有能源与

IT负载消耗的能源之比，PUE值越接近于1，表

示数据中心的绿色化程度越高。

经初步统计，中国电信的存量大型、超大

型数据中心PUE大多在1.3-1.5之间；部分中小

型数据中心因建设时间较长，采用以前的技术

方案，导致PUE值高于1.5。下一步，中国电信将

进一步强化西部区域节点的规模，东西部比例

由现有的7∶3逐步调整为6∶4。 同时，积极探

索试点应用新技术，包括蒸发冷、热管多联、液

冷等高效空调节能技术，在国家枢纽节点南方

省份PUE值力争低于1.25， 北方省份PUE值力

争低于1.2。

高昂的耗能成本和严苛的PUE要求，让

数据中心具有“逐电而居” 的市场行为，因此

一路向西； 西部地区则看中数据中心作为数

字经济抓手的产业转型潜能， 以优惠的电价

以及丰沛的新能源， 吸引企业在当地布局数

据中心。

“据我们测算， 数据中心每消耗1吨标准

煤， 能够为数据中心直接贡献产值1.1万元，并

可贡献88.8万元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 还可带

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间接产生360.5万元的

产业数字化市场。 ” 王建冬说。

但撬动的这些巨大数字经济价值短期难

以体现，还可能成为当地的能耗大户。“能源换

比特” 如何才能让西部城市真正受益， 分享

“东数西算” 红利？ 王建冬认为，随着“东数西

算” 工程的推进，应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数据

中心单位GDP能耗评价体系，充分考虑数据中

心的溢出效应， 综合考虑数据中心技术水平、

投入产出比、下游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拉

动能力等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城市之间建立

合理的跨域GDP和税收分配机制，充分释放中

西部算力经济发展潜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近日在公开论坛

上指出，西部地区要从全产业链角度完善数据

中心生态，建议西部地区向大数据上下游产业

拓展，例如向上游发展数据预处理产业，向下

游发展引进大数据产业链的硬件生产以及工

程服务等。

新华社图片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3万亿元

“十四五” 期间，预

计大数据中心投资将以

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

长，累计带动各方面投资

将超过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