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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湾区加快数据中心建设步伐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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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工程正

式全面启动。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大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

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计算能力，“东数西算”就是利用西部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

成本、地理优势发展数据中心，用以计算、处理东部地区（或较发达地区）经济活动

产生的数据和需求。根据通知，粤港澳大湾区将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

纽节点，规划设立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承接广州、深圳等地实时性算力需求，构建辐

射华南乃至全国的实时性算力中心。韶关市属于广东省北部欠发达地区，但地质条件

有利于数据中心的安全可靠运行。作为广东省主要的电源基地之一，韶关市的大工业

电价全省最低，是国家光纤一级网络节点北京至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的必经支点。

韶关市现有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华南数谷”，已聚集华韶数据谷等项目，大数据产业

基础较好。此次大湾区“东数西算”工程选点韶关，也蕴含了中央希望借助大湾区的

产业带动作用，探索实现区域城市共同富裕的经验。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东数西算”工程将助力大湾区基建投资提速。根据历史经验，在内外经

济环境发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基建能够发挥经济托底作用。2022 年以来，

在国内稳增长预期下，中央和地方在传统基建、新能源基建、重大工程项目方向投资

发力方向已经明确，而 “东数西算”工程正是新基建中的重要组织部分。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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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据中心规模已达 500 万标准机架，算力达到 130EFLOPS(每秒一万三千亿亿次浮

点运算)。随着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持续渗透，全社会对算力需求仍十分迫

切，预计每年仍将以 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东数西算”的战略定位可对标“南水

北调”、“西电东送”等国家工程，每年投资体量会达到几千亿元，对相关产业拉动

效应会达到 1：8，不仅有利于今年稳增长和振作工业经济，更将以统筹优化布局，促

进数据中心精准发力，节约资源。早在 2020 年 11 月，广东省就印发了《推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 年）》，对广东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部署。

在广东省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动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努力把

短板变成“潜力板”，其中发展数据中心产业是重点。深圳市 2020 年 7 月份也印发了

《关于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2020-2025）》，也明确了要超前部署新型

基础设施，梳理出新基建项目 95 个，总投资达到 4119 亿元，其中就涉及 5G 网络、卫

星通讯、算力设施等信息与数据中心类基础设施 28 个。此次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提升网

络级别至国家级骨干网络枢纽节点，将引导全省大型、超大型（3000 架以上）数据中

心集聚。到 2025 年，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将建成 50 万架标准机架、500 万台服务器规模，

投资超 500 亿元（不含服务器及软件）。

第二，“东数西算”工程将带动大湾区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随着国家数字化转

型加速，以及云计算需求暴增的趋势带动，数据中心产业也进入了高速增长期，未来

“东数西算”工程将从多个维度推动湾区转型升级发展。一是助力地方政府对优秀互

联网公司的招商引资。数据中心产业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吸引了更

多科技公司落户湾区。继腾讯、阿里后，2022 年 2 月，百度智能云（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也正式成立并落户，将在更广维度上推动区域加速新基建与产业融合进程。二是

丰富互联网应用场景，帮助实体企业提质增效。华为云作为湾区内龙头大数据公司，

2021 年 7 月推出东莞工业互联网平台，聚合了树根互联、金蝶、用友、纷享销客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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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伙伴，帮助东莞的电子信息、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新能源、生物制药等工业领域实

现转型升级。在平台支持下，东莞知名电子企业德普特打造了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

实现了产品直通良率提升 5%、车间制造成本降低 1200 万、生产效率提升 10%的成果，

实现提质、降本、增效三位一体。三是节约互联网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计算分类，把需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需

求转移到西部，从而节约运营成本。目前腾讯在贵州、京津冀、成渝等枢纽节点等均

有布局，华为云在中国布局五大数据中心。四是带动技术出口，改善我国服务贸易状

况。2021 年 11 月，工信部印发的《“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

要构建通达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增加海外云计算数据中心和 CDN 节点。RCEP 正式启

动后，也更有利于中国云服务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目前阿里云在亚太市场的份额位列

全球第一，且在全球公有云市场位列第三，腾讯云与华为云也挤进了全球前十的位置。

其中腾讯云在全球 26 个地理区域运营着 53 个可用区，部署服务器机架超过 10 万个。

但从 2020 年度全球市场数据看，我国云服务公司的海外市场份额还偏小，与 AWS

（40.8%）、微软(19.7%)相比规模和利润差距都很大，这也说明我国在大数据、云服

务方面的出口市场拥有非常大的潜力。

第三，商业银行在“东数西算”工程中大有可为。面对广阔的市场空间，银行可

以由内到外多个维度来把握“东数西算“这一风口机会。一是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

加强与优秀大数据公司的合作，借鉴“新基建”提供的场景，结合 5G、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技术，持续完善银行科技产品开发流程与运行机制，提升金融数据服务的市场

竞争力，争取在远程银行、物联网银行、开放银行等新领域推出更多产品。二是提升

行业研究能力，“新基建”在给银行带来商业机会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以大数据中心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对银行来说仍属于相对新颖的领域，建设投

入大且时间跨度比较长，银行难以在短时间内了解清楚企业情况，需要前瞻性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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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基建”行业的调查研究，发现行业亮点，分析风险，进而寻找可切入的合作点。

三是创新项目授信的服务模式，数据中心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大多数“新基

建”项目处于轻资产状况，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抵押物，这就要求银行调整授信

策略，根据企业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在招标阶段，银行可以联合中介担保

公司为数据中心建设公司提供分离式保函业务，降低投标企业的资金压力和成本。在

项目建设阶段，除了提供传统贷款、债券承销等融资服务外，银行还可与基金、信托

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产业股权基金、公募 REITs、PPP、EOD 等资金来源渠道，优化

授信品种，降低集中度风险。在后续运营阶段，银行可以瞄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和

上市公司，与核心企业及上下供应链客群之间建立联系，梳理目标客户清单，设计“1+N”

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实施精准营销，并拓展普惠金融业务。在成熟阶段，可以发挥

商业银行集团化综合经营和投贷联动的优势，借助北交所、注册制、香港 SPAC 等多种

资本市场 IPO 渠道，助力企业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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