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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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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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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ldquo;东数西算&rdquo;中&ldquo;数&rdquo;指数据，&ldquo;算&rdquo;指算力，即对数据的

处理能力，&ldquo;东数西算&rdquo;是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等一体化的新型算

力网络体系，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至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

动。&ldquo;东数西算&rdquo;对我国的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与之齐名的工程有&ldquo;南

水北调&rdquo;、&ldquo;西电东送&rdquo;及&ldquo;西气东输&rdquo;，再次彰显我国对数字化

建设的高度重视。  

&ldquo;东数西算&rdquo;的意义在于西部地区资源充足，具备发展数据中心与承接东部算力需

求的潜力，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东部地区土地、能源等资源逐渐紧张，难以维持数据中心的持

续化大规模发展的问题。基于8个算力枢纽及10个国家数据中心群，可以有效加快数据传输、

减少传输费用、保障数据的能源供给、协调安排能耗指标。&ldquo;东数西算&rdquo;可以实现

算力优化，提升我国数据国际竞争力；打通数字动脉，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高度契

合&ldquo;双碳&rdquo;目标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的推进，将有效带动土建工程、IT设备制造、信息通信、基础软

件以及绿色能源供给等产业链的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行业前景展望与前景趋势

报告》共十一章。首先对&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的战略背景、意义、推进状况等做了详

细的分析，接着重点分析了&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全国布局现状。随后，报告

对&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作建设重点内容、主要受益产业链环节和利好产业进行了深度剖

析。然后分析了网络巨头、电信运营商及主要参与企业在&ldquo;东数西算&rdquo;的布局。最

后重点分析了&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的投资潜力。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

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

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ldquo;东数西算&rdquo;工程

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ldquo;东数西算&rdquo;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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