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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是长远投资、长期见效的战略工程，其带来的直接投资规模可能不大，但是
带动的经济社会效益会非常大，将有力助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  |  刘学智

的战略意义“东数西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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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

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文件，

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

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 8 地启动建设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

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数字经济和“东数西算”
数就是数据，算就是算力，这是数字经济

的基本元素，核心在“数”。数字经济是以数

字化的形态识别、存储、传递经济活动信息，

优点在于可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利用。

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

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

范畴。数字经济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在技术层

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

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

“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电子科技

企业快速发展时期，数字经济的概念就萌芽诞

生。90 年代，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爆发，

数字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在国内，数字经济

早已是较为普遍的概念，每年我国都会发布《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

告》等。官方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

市场规模已达 39.2 万亿元，数字经济已成为我

国经济最强劲的增长极：2005 ～ 2020 年，我

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2.6 万亿元增长到 39.2 万亿

元，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从 14.2% 提升至

38.6%，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近几

年，5G、AR、VR等新技术获得突破并迅速推广，

“元宇宙”概念兴起，助推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

当前提出建设“东数西算”工程，按照字

面理解，就是把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产生的数据，

聚集到广阔的西部地区储存和运算处理。相对

而言，东部地区经济活动较为活跃，数字经济

规模快速增长；西部地区拥有更低的土地、能

源、劳动力成本，把能耗较高的数据中心建设

在西部地区具备一定的优势。简单而言，就是

让西部的算力资源更充分地支撑东部数据的运

算，更好地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

从地理分布来看，“东数西算” 没有绝对

的东和西的差别。全国规划了 8 大算力枢纽，

分别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贵州、

内蒙古、甘肃、宁夏，算力枢纽并非全部布局

在西部地区，其中 3 个在东部沿海地区。8 个

算力枢纽规划了 10 个数据中心集群，其中长三

角和成渝分别有 2 个，其余 6 个枢纽各有 1 个，

也就是东部沿海地区有 4 个数据中心集群，数

据中心集群也并非全部布局在西部地区。同样，

数据的产生也并非全部在东部，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产生的大数据也在快速增长。例如，成渝

枢纽位于西部地区，定位于服务成渝双城经济

圈，平衡好城市与城市周边的算力资源部署，

并非承接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性质上属于东部

节点。因而，“东数西算”没有严格的地理差异，

更像是全国一张网，全国一体化推进算力优化

布局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四大战略意义
“东数西算”建设规划为东部和西部赋予

不同的战略定位，确定了不一样的发展目标。

东部节点旨在服务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其

定位于统筹发展城市内部和周边区域的数据中

心布局，优化数据中心供给结构，实现大规模

算力部署与土地、用能等资源的协调可持续。

西部节点则旨在打造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

保障基地，其定位于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夯实

网络等基础保障，提升算力服务品质和利用效

率，积极承接全国范围的后台加工、离线分析、

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需求。

“东数西算”作为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区域

调配工程，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东数西算”没
有严格的地理差
异，更像是全国
一张网，全国一
体化推进算力优
化布局和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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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限。西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

宜建设数据中心，但是产业结构相对较为低端。

“东数西算”工程在全国一盘棋布局，打破传

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能

够推动东部和西部经济社会协同联动，实现东

西部互补发展。通过算力设施由东向西布局，

促进东西部数据流通、价值传递，以东部带动

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但能够延展

东部发展空间，而且能够推进西部建设、缩小

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

三是促进绿色发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数据中心被认为是高耗能行业，过去十

年，我国数据中心整体用电量以每年超过 10%

的速度增长，耗电量在 2020 年突破 2000 亿千

瓦时，是三峡电站当年 1118 亿千瓦时发电量的

1.8 倍，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71%。按照数据

中心发展速度估算，其未来耗电量还将以超过

战略意义。

一是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打牢数字经济发

展基础。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算力作为

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已经成为全球战略竞

争的新焦点。近几年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

数据中心规模已达 500 万标准机架，算力达到

每秒一万三千亿亿次浮点运算。随着经济社会

各领域加速数字化发展，预计我国对算力的需

求将以每年 20% 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通过全

国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布局建设，扩大算力设施

规模，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水平，破解数

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硬件设施瓶颈。

二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东部带动西

部建设新格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领先、

人口稠密，土地资源较为紧张，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导致算力设施投资增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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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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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枢纽处理工业互联网、金融
证券、灾害预警、远程医疗、视
频通话、人工智能推理等对网络
要求较高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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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数据中心处理后
台加工、离线分析、
存储备份等对网络要
求不高的业务。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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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4000 亿～ 6000 亿元，在我国每年近 20 万

亿元的基建投资规模中占比较小。因此，各地

在开展数字经济新项目建设投资过程中应避免

过度投入、好大喜功，需要警惕“新基建”投

资过剩，由此导致地方债务压力过重。

虽然“东数西算”工程带来的新增基建投

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其后续带来的经济社会

效应将非常强劲。“东数西算”工程数据中心

产业链条长、覆盖门类广、带动效应大，除了

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涉及 IT 设备制造、软件

系统研发、信息通信服务、绿色能源供给等诸

多产业。通过算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

将有力带动产业上下游投资和新业态、新经济

爆发式增长。根据相关研究测算，“东数西算”

工程拉动上下产业链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作用

比例将超过 1:8，也就是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投

资支出的 8 倍，由此估算出每年能够带来数万

亿元的经济增量，并增加大量就业岗位。

与传统基建投资有所不同，“东数西算”

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更多地依靠企业自主激发

出来，需要更好发挥市场的力量。当 5G 通信、

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之后，政府的作用就

会明显下降，更多地依靠有需求的企业自主开

展投资建设和业务拓展。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持

续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商业活动的数据化运

用成为必然。例如，腾讯、华为、百度等科技

公司拥有大量数据需要储存和运算，已经成为

我国数据中心建设的主力。这些企业对数据中

心的投资扩建与其业务规模拓展紧密相关，在

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就在不断扩大数据中心规

模，这是一个长期化、渐进式的过程。

总之，“东数西算”是长远投资、长期见

效的战略工程，其带来的直接投资规模可能不

大，但是带动的经济社会效益会非常大，将有

力助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0% 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是名副其实的能耗

“巨兽”。我国东部地区电力能源匮乏，需要“西

电东送”作为保障，这也是我国实施“东数西算”

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大数据中心在西部地区布

局，能够就近使用西部绿色能源，可大幅提升

绿色能源使用比例。

四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保障，确保国家数

据安全。数据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

提升，数据存储及服务已经关联到人民生活、

企业生产的方方面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数据资产的规模将持续扩大，储存好、保护好

经济社会活动相关的各类数据，已经成为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东数西算”工程拉

开数字新基建序幕，建设布局全国的数据信息

高速网络，将为我国数据安全提供有效的基础

保障。

投资规模及经济社会效益
在政策层面，“东数西算”是新征程，但

不是新举措。早在十多年前，我国就有大量政

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当前，我国数据经济相

关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 通信等基础

设施建设已经形成较大规模。“东数西算”规

划的 8 大算力枢纽和 10 大数据中心，早已具备

较大的存量投资，今后更多的是在存量的基础

上加以整合扩充。例如，贵州作为新规划的“东

数西算”8 大算力枢纽之一，早在 2015 年就建

设了首个国家级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目前

已经建设了各类大数据信息产业项目200余个。

在前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基础

上，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需求逐渐扩大

规模，而非一次性大手笔从零开始建设。“东

数西算”属于新基建，相较于传统“铁公基”

等旧基建以及房地产业动辄上万亿、十万亿元

的投资规模而言，“东数西算”能够带动的直

接投资规模比较有限。根据相关研究测算，“东

数西算”建设将带来每年上千亿元的投资需求，

与传统基建投资
有所不同，“东
数西算”工程的
经济社会效益更
多地依靠企业自
主激发出来，需
要更好发挥市场
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