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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被国家委以重任

在关于长三角地区启动建设

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的方案里，芜湖

将承担重要角色：未来，芜湖要设

立数据中心集群，与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

群一道，共同构建长三角地区国家

算力枢纽（以下简称“长三角枢

纽”）。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

于同意长三角地区启动建设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

复函》中，芜湖多次出现，成为长

三角枢纽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复函要求“设立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

群和芜湖数据中心集群。其中，芜

湖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为芜湖市

鸠江区、弋江区、无为市。”

为什么将设立芜湖数据中心

集群 纳入长三角枢纽建设规划？

一是区位优势明显。芜湖处

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崛起

两大国家战略覆盖范围，是全国

“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重要

节点城市和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对

南京、镇江、扬州、湖州、合肥、马

鞍山等长三角中西部地区辐射作

用明显。

二是统筹推进有力。芜湖作

为都市圈内跨长江两岸的城市，既

服务长江以南地区，与浙北和一体

化示范区衔接，又服务苏北和中部

等长江以北地区。

三是配套资源丰富。芜湖作

为跨江城市，水资源丰富，可以高

效满足数据中心集群用水需求。

同时毗邻华东电网负荷中心，设有

响水涧抽水蓄能电站，可再生能源

相对丰富。

？东数西算，影响有多大

众所周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

达、人口众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生

的海量数据对算力需求愈发迫切。

然而，土地、人工成本较高，能源及

电力需求紧张，早已对数据中心的发展

形成了直接制约。

与东部不同，西部地区 地广人稀，

空间广阔、气候适宜，风光水煤等自然资

源相当丰富，无论是电力成本还是土地、

人力成本都远低于东部。

因此，“东数西算”，将算力资源向西

部地区倾斜和分配，正是全国一盘棋思维

的体现。相比于提升算力效率，更重要的

是 通过战略腾挪，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东数西算，最直接的当属正是拉动

西部地区的新基建投资。据测算，“十四

五”期间，“东数西算”每年将新增4000

亿元以上相关投资。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当数据中心向

西部集聚之时，与数据相关的数字经济

等产业也就有了萌芽乃至发展壮大的

可能。

根据业内人士预计，“东数西算”启动

后，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杠杆效应达到1:

8。相关研究报告显示，计算力指数平均

每提高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

别增长3.3‰和1.8‰。目前，以数据中心、

超级计算中心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正在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底座。

目前，我国布局了 8大国家算力枢

纽、10大数据中心。

10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均位居8

大枢纽之内：

京津冀（1个）：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

长三角(2 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芜湖数据

中心集群；

大湾区(1个)：韶关集群；

成渝（2 个）：天府数据中心集群、重

庆数据中心集群；

贵州（1个）：贵安集群；

内蒙古（1个）：和林格尔集群；

甘肃（1个）：庆阳集群；

宁夏（1个）：中卫集群。

可见，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除了

覆盖4大国家级城市群之外，还囊括了贵

州、内蒙古、甘肃、宁夏4个西部省份，可

视为东西协调发展的体现。

在4大国家级城市群内，河北张家

口、安徽芜湖、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上海

青浦、广东韶关、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

新区等地被点名，这些地区有望成为数字

新基建的最大受益者。■杨晓春/整理

东数西算，哪些地区最受益？

“东数西算”
数字经济时代的“南水北调”

所谓“东数西算”，“数”

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

力。通俗地讲，即把东部的

数据传输到西部进行计算

和处理，可以理解为数字经

济时代的“南水北调”工程。

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数

据中心正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日前，

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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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启动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

设，同时规划设立10个国家

数据中心集群。多名数据中

心业内人士表示，东数西算的

影响是长期的，会加大西部数

据中心布局和利用率，也将直

接拉动通信网络的建设投入。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

司负责人指出：“我国数据中

心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由于

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在东部大规

模发展数据中心难以为继。而我国西部

地区资源充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

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

的潜力。为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体制机

制优势，从全国角度一体化布局，优化资

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多名数据中心业内人士认为，东数

西算的影响是长期的, 未来会加大西部

数据中心布局和利用率。

根据国家规划目标，到“十四五”末，

东部数据中心总

量占比由 60%下

降至50%左右，西

部数据中心占比

由 10% 上 升 至

25%左右。

相比东部，

西部的优势在于

辽阔的土地以及

光伏水电等低碳

新能源。在中西

部的数据中心可以依托中西部廉价能源

供给。此外，将国家数据中心布置在西

部地区，除了考虑到其能源、气候等环境

之外，促进东西均衡发展，无疑是更深层

的考虑。随着东数西算、西部大开发、国

内大循环等战略的推进，未来东西差距

还有望进一步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