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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形势下内蒙古数据中心“晋位升级”的路径

石彦龙

数据中心为非公益性基础

设施，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

政策会对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产

生重要影响，但决定因素还是

企业和市场。自治区将数据中

心发展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最

终将取决于数据中心对自治区

的价值贡献。本文通过分析数据

中心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东数

西算政策背景，数据中心价值贡

献，国内竞争环境以及自身发展

存在的问题，对内蒙古如何推动

数据中心“晋位升级”提出了相

关建议。

一、数据中心发展趋势

研究

（一）技术发展趋势

数据中心技术正在加速向高

质、高效、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主要表现为，机房建设更加集

约，机架功率大幅攀升，综合能

效稳步提升，建设周期逐步缩

短，算网协同能力快速提升。土

建方面，受土地资源影响，数据

摘  要 ：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内容和算力的承载平台，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数

据中心业务正加速向云服务业务转型，云服务业务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内蒙古发展数据中心比较优

势明显，应抢抓“东数西算”政策机遇，扩大基础设施规模，大力发展云服务产业，提升数据中心价

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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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筑由单层或双层结构向多

层结构发展。机架方面，功率不

断攀升，目前 6kW 占比最高超

过 30%，10kW 以上的大功率和

超大功率机架已经开始陆续普

及。网络方面，网络重要性凸

显，带宽需求在不断增大、延时

在缩短，云网协同和算网协同快

速发展，网络结构不断优化，算

力调度能力不断提升，各地都在

超前布局网络，抢占先机。服务

器方面，单个服务器的功率、计

算能力、价格均在线性提升。建

设周期方面，建设周期持续缩

短，前几年通常为 9-18 个月，

超过 12 个月的占比超过 68%。

近两年，建设周期在逐步缩短，

最快为 6 个月。能效方面，PUE

值 不 断 下 降。 目 前，PUE 值 以

1.4-1.8 为主，大型数据中心正在

向 1.3 迈进。

（二）行业发展趋势

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发展遵

循科技、产业、人口和资源等发

展及分布规律，越发达的地区数

据中心占比越高、增长越快。美

国占全球数据中心市场份额近

40%，中国约占 10%。我国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数

据中心布局的热点地区，占全国

数据中心份额超过 60%。美国

数据中心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约

为 6%， 中 国 约 为 2%。 到 2025

年，全球数据总量年增长率将超

过 25%，数据中心年增长率超过

20%，我国数据总量年增长率将

超过 30%，数据中心规模年增长

率超过 25%。

（三）主要国家和全球头部

企业的布局

数据中心算力已经成为大

国战略竞争的新焦点。近年，全

球算力处于加速增长的阶段，

2016—2020 年， 全 球 算 力 规 模

平均每年增长 30%，而 2020—

2025 年，预计全球算力规模增

速会再上一个台阶，达到每年增

长 50%。 美 国、 欧 洲、 日 本 都

在投入巨资加快算力布局，全

球 TOP10 的互联网企业占据了

全球 45% 市场份额，头部企业

占据主导地位，超大规模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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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运营商中，亚马逊、微软、谷

歌约占全球市场的 50%。头部

企业加大数据中心建设布局。

2021 年，全球超大规模运营商

（全球 20 家主要云和互联网服务

公司）资本支出总额超过 18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其中，

数据中心支出占资本支出的一半

以上。第一梯队为亚马逊、微

软、谷歌、脸书。第二梯队有中

国的阿里、华为、腾讯、字节跳

动。

二、“东数西算”政策分析

“东数西算”政策为西部地

区数据中心及相关产业发展带

来 了 新 的 机 遇。2022 年 3 月，

“东数西算”工程作为继“南水

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

等国家重大工程之后，又一项

国家级工程全面启动。“东数西

算”工程提出推动算力、网络、

能源、数据等协同联动，实现大

规模算力部署与土地、用电、用

水等资源协调可持续。国家比较

理想的目标 ：一是“十四五”末

东部数据中心总量由 60% 下降

到 50% 左右，西部数据中心比

例由 10% 上升至 25% 左右 ；二

是建成全国数据中心直联网络，

保证国家枢纽节点间的时延不超

过 35ms ；三是显著提高数据中

心集约化、绿色化水平，将大型

及以上数据中心 PUE 降到 1.3 以

下，可再生能源平均利用率达到

50% 左右 ；四是具备多地多数据

中心云计算能力，初步形成公有

云体系，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

可跨区域调度算力 ；五是中西部

数据流通和数据智能应用加快发

展。

三、发展数据中心的经济

价值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形

成持续稳定的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大

致可分为土建、机电建设、服务

器建设，其中土建投资占比 3%，

使用寿命 20-30 年 ；机电投资占

比 6%，更新周期 5 年 ；服务器投

资占比 91%，更新周期 3-5 年。

假设一家企业投资 100 亿建设数

据中心，建设期为 5 年，5 年以

后要保障数据中心正常运行，每

年需要至少增加 20 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用于更新机电和服务器设

备。由此可见，数据中心建设可

以有效带动固定资产投资。

（二）云服务业务能够形成

极高的产值

目前，云服务业务是数据中

心附加值最高的业务，其产值和

利润均远高于传统的机柜租赁业

务。2022 年，我国云服务产业规

模超过 4000 亿元。预计到 2026

年，我国云服务市场规模将突破

1 万亿元 , 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

将超过 6.7 万亿元。2021 年，内

蒙古云服务产业营收约 10 亿元

（2022 年达 23 亿元），而贵州省

云服务产业营收约 200 亿元，占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比重

从 2020 年的 23.1% 升至 2021 年

的 46.4%，带动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收入同比增长 59.3%，高

于全国平均 41.6 个百分点，增

速全国第一。预计到 2025 年，

贵州省云服务产业营收达 700 亿

元以上。

（三）数据中心具有很高的

隐性价值

一是数据中心达到一定规

模后，可以带动服务器等信息设

备生产制造产业发展 ；二是数据

中心建设会与网络建设形成相互

促进的关系，进而与直播、VR、

AR、MR、人工智能、区块链、

元宇宙等产业发展形成相互促进

的关系。三是数据中心建设能够

有力支撑和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

四、国内数据中心竞争格

局和内蒙古竞争策略分析

国家规划了八大算力枢纽

节点，京津冀、长三角、大湾

区、 成 渝、 贵 州、 内 蒙 古、 甘

肃、宁夏。除以上地区外中部地

区、山东、山西其发展基础和发

展潜力也不容忽视。现阶段发展

最好的是京津冀、长三角、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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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贵州。京津冀地区北京已经

开始产业转移，天津发展意愿不

强，河北是主要的承接地区，现

有数据中心规模已接近内蒙古 3

倍，在建规模也超过了内蒙古，

是内蒙古的主要竞争对手。长三

角地区主要向芜湖转移，大湾区

主要向贵州转移。山西目前规模

与内蒙古相近，也是内蒙古潜在

的竞争对手。甘肃和宁夏从物理

条件和发展基础来讲，尚不具备

和内蒙古竞争实力。由此来看，

内蒙古的策略应该是与河北开展

直接竞争，力压山西，提防甘

肃、宁夏，积极争取中部地区和

长三角地区业务，与贵州合作，

形成业务南北互备。

五、内蒙古数据中心发展

主要问题分析

（一）政策环境不够优化

一是能耗政策严苛。节能

审查过分强调能耗总量和单位增

加值能耗。能耗总量方面。内

蒙古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区社

会用电量为 0.33%，远低于 2%

的全国平均值。用电量增幅约

为 23%，短期都难以接近全国

平均值。增加值方面。数据中

心单位增加值的能耗要远低于

国家或自治区相关标准（自治

区“十四五”新上项目能耗强度

平均标杆值为 1.33 吨标准煤 / 万

元），目前，已经有数据中心可

以降低到 0.1 吨标准煤 / 万元，

未来甚至可以降低到 0.01 吨标

准煤 / 万元。然而，数据中心建

设周期长，投资回报周期长，短

期增加值贡献并不明显。此外，

对内蒙古而言数据中心固定资产

投资和业务结算当地占比低，直

接影响了增加值贡献。二是电价

政策不稳定。早期 0.26 元 / 千瓦

时电价并未实现全覆盖，目前，

0.29 元 / 千瓦时电价可以持续多

久、覆盖多少企业不明确。三是

网络支撑能力不强。新型互联网

交换中心尚未建成，企业自有算

力调度平台能力不强，公共算力

调度平台尚未启动建设，网络架

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网络时延有

待进一步缩短。

（二）规模效应不明显

一是存量小、发展速度慢、

发展目标低。截至 2022 年底，

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

过 650 万标准机架（2.5kW）, 内

蒙古仅建成 24 万个标准机架 ,

占比 3.7%，同比增长 25%，与

全国平均增长率持平。2021 年

至 2025 年，京津冀地区机架规

模 计 划 由 90 万 个， 提 升 到 170

万个，增长 88.9% ；成渝地区计划

由 20 万个，提升到 100 万个，增

长 400%。贵州计划由 27 万个，提

升到 80 万个，增长 196% ；宁夏计

划由 9 万个，提升到 72 万个，增

长 700% ；而内蒙古计划由 19 万

个，提升到42万个，增长121%。

二是引进企业少、头部企

业投资规模小。国内数据中心建

设企业内蒙古引进 1/3 左右。国

际知名云厂商亚马逊云、微软

云、谷歌云内蒙古均未引进，国

内云服务企业仅引进了阿里云、

华为云。阿里云在内蒙古投资规

模不足全国投资规模的 10%，华

为云投资规模约 10%（未来计划

乌兰察布+和林占比达到30%）。

（三）经济效益不明显

一是数据中心产值低。2022

年，内蒙古数据中心营收不足

30 亿 元， 而 杭 州 市 超 过 了 800

亿元，贵州省超过 400 亿元。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内蒙

古错失了先发优势，杭州、贵

州、深圳等地是通过先发优势获

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后发者需要

与先发地区争取利益分配。另一

方面是数据中心企业未注册本地

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和业务经本

地公司结算比例低，阿里云全年

营收超过 1000 亿元，内蒙古业

务结算量约 1.3%，华为云营收

接近 400 亿元，内蒙古业务结算

量约 2%。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仅快手等少数几家公司固定资产

投资通过当地公司结算，大量固

定资产投资无法计入当地。

二是对上下游产业链带动

作用不强。比如，服务器生产制

造，目前内蒙古数据中心每年新

上物理服务器 10—15 万台，不

能消纳 1 条产线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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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蒙古数据中心“晋

位升级”路径建议

（一）加大数据中心引进建

设力度，做大规模

加强招商引资和宣传推介。

招商方式手段方面 ：一是依托行

业协会，建立产业联盟，通过产

业联盟招商 ；二是建立精准招商

重点企业名录，主要领导亲自对

接 ；三是举办相关产业峰会，打

造“绿色算力供给者”品牌，提

升影响力和吸引力。招商对象方

面 ：一是重点对接数据中心建设

行业头部企业，如，国际国内云

计算企业、互联网企业、第三方

服务商、金融企业等 ；二是积极

引进超算中心、高性能计算中

心，对接国家超算中心推动建设

分中心 ；三是积极引进数据存储

计算业务，与数据中心建设形成

相互促进的格局。对于已签约落

地的项目，及时跟进建设进展情

况，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在

3-5 年内将数据中心规模做到全

国占比 20%—30%。

（二）优化政策环境，提升

发展驱动力

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加快

出台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方案，在

国家政策标准以外，不再设立其

他限制性条件，实施零门槛准

入。一是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

降低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要求。

二是全面推进和林格尔零碳数据

中心集群建设，一方面加快绿电

替代步伐，对已建、在建和新规

划负荷给予平等的绿电供应政

策，加快源网荷储项目和绿电直

供项目建设 ；另一方面，充分发

挥自治区碳汇优势，对自治区内

数据中心企业购买碳指标给与优

惠。三是提升网络支撑能力，加

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算力调

度平台建设，优化网络架构，降

低网络时延，提升算力调度能

力。四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加

快市政、中水、电力、交通、生

活等配套设施建设。

（三）聚焦云服务产业，提

升经济价值

大力发展云服务、大数据服

务产业，推动企业在内蒙古设立

全国性或区域性总部，开展全国

性、区域性业务结算。一是推动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加快本地云业

务开展，提升云业务在本地结算

的比例 ；二是重点提升华为、阿

里巴巴、苹果等云计算、互联网

企业本地业务结算规模 ；三是推

动金融类数据中心企业在本地注

册独立法人公司，开展本地业务

结算。力争到 2023 年云服务产

业产值达到 30 亿元，到 2025 年

达到 200 亿元。

（四）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

制，推动综合效益提升

加快数据中心相关标准和

制度建设，建立数据中心经济贡

献度评价指标体系、统计体系、

监督体系和评价流程，开展事

前、事中、事后综合评价，加强

评价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与能

耗指标供给、电价、土地供应等

相结合。重点从建设运营进度、

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经济贡献

值三方面考核评价。建设运营进

度方面。要符合相关政策和合作

约定，避免签而不建、中途停

工、建设进度缓慢、建成闲置

等。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方面。

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利用

要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经济效益

方面。初期可以根据建设模式、

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不同，分类

别提出相应的经济贡献值要求。

后期，可根据国内数据中心发展

情况、地区竞争情况和内蒙古

规模情况，适时调整电价，推

动企业调整建设模式、运营模

式和业务模式，从而提高经济

贡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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