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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机理与实现路径

□张　兵　曹玉娟

[摘　要]    算力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底座”，其战略意义得到全球公认。本文系
统阐述了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算力
作为数字经济新引擎，驱动了高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动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带动了相
关数字产业的繁荣、加速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和缩小了数字鸿沟助力数字经济
均衡发展。然而，当前支撑算力发展的产业基础存在短板、在传统行业和实体经济中算力应
用落地难、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能耗和碳排放问题突出、算力相关标准缺失、“算运存”三力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限制了算力价值发挥。鉴于此，亟需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
力、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建设绿色高效数据中心、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来激发算力创新
活力和应用潜能，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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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统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

增速位居世界主要国家前列。但同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

优等问题。为了实现我国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转型升级，应当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算

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算力的发展加速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2023全球计

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指出算力指数每平均提高1个点，国家的数字经济将增长3.6‰。算力对数字经

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重要的竞争力基础支撑[1]，各国政府都在加大

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推动算力技术的发展。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为算力产业提供良好的发

展环境，力争抢占未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我国高度重视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算力相关技术、产

业的发展，通过持续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聚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升级、激发算力应

用赋能价值等多方面举措，不断提高我国算力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进一

步推动国家整体算力水平的提升，实现了算力在全国范围的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 

一、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算力是设备通过处理器，实现特定结果输出的计算能力[2]。算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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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的支撑，其本质是一种基础设施的支撑[3]。数字经济的任何发展都建立在优秀的算法和高

效的计算速度上，这让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生产力[4]。本文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

业、数实融合、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探究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驱动高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高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算力能够成为高端数

字技术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算力的高效性。高效算力能够快速处理大量

数据，使得复杂算法得以实现和应用，这直接推动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技

术创新。比如，GPU推动了深度学习的发展。深度学习需要处理大规模的数据集，并进行多次迭代

训练，以提高准确性。GPU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度的可扩展性，不仅能加速深度学习的训练过

程，还能提高训练效率，推动深度学习的发展。深度学习领域的最新进展之一AI大模型通常拥有海

量参数，并经过大规模数据训练。第二，算力的可扩展性。可扩展的算力架构能够根据需求动态调

整计算资源，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计算需求。这种特性在云计算和边缘计算中尤为重要，能够提

供灵活的计算资源分配，支持大规模数据处理和实时计算，进而促进了云服务和物联网技术的广泛

应用。第三，算力的可靠性也是其关键特点。可靠性强的计算系统能够确保数据处理过程的稳定性

和准确性，降低系统故障和数据丢失的风险。这对于金融科技、医疗健康等对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

要求极高的领域来说尤为重要。例如，在金融领域，高可靠性的算力保障了高频交易系统的正常运

行，提高了交易的安全性和效率。第四，算力的智能化特性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智能化算力具备更强的自适应性和自主学习能力，能够根据任务的特点和环境的变化自动调整计算

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实现更高效的计算和更智能化的应用，比如自动驾驶和智能制造。智能化

算力使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实时处理来自各种传感器的数据，作出快速准确的决策，从而提高驾驶的

安全性和效率。在智能制造领域，智能化算力使生产系统能够自主调整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二）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生产要素，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数据处

理和传输是数据价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而算力则是处理和传输数据的关键能力。数据在传输过程

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前提保障。首先，算力越高，处理数据速度越快，

能完成的任务也越复杂。现代社会产生的数据量以指数级增长，算力可以快速处理和分析这些海量

数据，并从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和规律。此外，算力的提高使得复杂算法得以实现，比如机器学习

算法，它可以处理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各种类型的数据。其次，算力可以增强数

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以量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量子算力，能实现和发展更加复杂和安全

的加密算法，比如量子加密技术，其通过使用基于量子物理的算法，如QKD，利用量子力学原理生成

密钥，并在密钥的基础上进行加密和解密，从而避免了传统加密算法在密钥传输过程中可能遭受的

攻击，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长期安全。最后，算力可以促进数据流通。数据流通是数据

要素产生到数据价值释放的“枢纽”，算力的提升为隐私计算技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提供可

能。隐私计算被视为解决数据要素流通难题的关键技术，其本质上是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解

决数据流通、数据应用等数据服务问题。这项技术可以提供“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

的流通范式，它在不转移或不泄露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一定程度上解决数据

来源、标准和格式的差异性问题，有助于打破数据孤岛现象，推动数据的流通和共享[5]。 

（三）算力的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数字产业的繁荣

数字产业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算力

作为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为整个产业链注入强大的动能。在上游产业中，算力的大规模

需求为芯片、通信设备、软件等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这一趋势，已经从芯片产业巨大的市场

前景和大量的投资与人才流入中得到了验证。在中游产业中，算力的强大推动力更是显而易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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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产业在算力的支持下，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没有强大的算力

支持，云计算可能仅限于简单的存储和计算任务，但是随着算力的提高，云计算服务能够拓展至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高端复杂的应用领域，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加入云计算生态

系统，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促进云计算生态系统的发展。同时，因为算力的增强，区块链网络的安

全性得以提升，公众对于区块链技术的信任度也随之上升，为企业和机构提供了合作的信心，它们更

愿意采纳这项技术，从而推动了社会对区块链技术的认同，这使得政府更加有信心对该技术进行支

持和监管，政府层面的认同为区块链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此外，算力提升使

得复杂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模型得以应用，帮助企业和研究机构更高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有

价值的信息，并且还降低了成本，这就为大数据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创新空间，从而推动大

数据产业的繁荣发展。可以说，算力的提升不仅推动了各个数字产业的发展，也强化了它们之间的

协作与联系，共同推动着数字产业链向更高层次协同发展。 

（四）算力的提升加速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算力的提升，使得数字技

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更为紧密，推动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一方面，算力的提升为传统

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算力的提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变得更加快速、精确，更

复杂、更高效的算法得以实现，实时数据处理和即时响应成为可能。这些推动了人工智能、物联

网、边缘计算、大数据分析、区块链、高性能计算、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这些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应用广泛，推动各类产业技术融合创新，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技

术条件和创新动力[6]。另一方面，算力推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使得传统产业边界模糊与脆弱化，

产业进入壁垒大幅降低，跨界融合需求持续增加[7]。人工智能与制造、医疗、教育、交通、农业等多

个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创造出以智能制造、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自动驾驶、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此外，算力的提升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推动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还在管理和运营层面带来了显著改变。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使得企业能够更准确预

测市场趋势、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五）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布局，缩小数字鸿沟助力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的数字经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各区域的数字经

济发展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呈现自东向西逐级减弱的特点。不均衡性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堵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布局能有效缓解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均

衡的问题。比如“东数西算”工程，“东数西算”就是为了引导西部地区利用能源优势建设算力基

础设施，服务东部沿海等算力紧缺区域，所规划的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一方面，数据中心的

产业链条长、覆盖门类广、投资规模大，从信息通信、IT设备制造、基础软件，到土建工程、绿色能源

供给。在西部地区建立大型数据中心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上下游投资，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

到西部，从而形成产业集聚，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并逐步形成大型产业集群。另一方面，通过算力设

施由东向西布局，推动数据要素从东向西流动，把东部地区的非实时算力需求以及大量生产生活数

据输送到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心进行存储、计算。在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过程中，带动资金、技术、

人才等要素从东部向西部流动。随着数据、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在西部不断聚集和深度融合，

催生出 “新资本”“新型劳动力”“新技术”“新土地”，形成数据驱动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二、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支撑算力发展的产业基础存在短板

算力发展的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和高端算法等，然而我国在这些领域目前仍存在

短板。在高端芯片领域，我国的芯片领域存在工艺落后、供应链不完善、人才短缺等问题。芯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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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制造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和精密的设备。目前，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方面仍存在短板，包括

芯片微缩工艺、设计工具（EDA工具）和核心专利等。目前最先进的7纳米及以下工艺制程主要掌握

在美国、日本和荷兰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手中。此外，高端芯片的生产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还需要

完备的产业链支持，包括光刻机、化学材料等关键设备和材料，这些关键设备和材料目前我国主要

依赖进口。国内供应链不完善，导致难以实现高端芯片生产的自主可控。芯片领域需要大量高素质

的专业人才，在这方面我国的人才储备尚不充分，人才不足直接制约了芯片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在

基础软件领域，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国内基础

软件的生态系统建设尚不完善、国际市场份额占比小、核心技术依赖国外开源社区。在高端算法领

域，高端算法的研发离不开坚实的数学和计算理论基础。目前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相对薄弱，

尤其在算法设计、优化和复杂性理论等方面，缺乏系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制约了算法的创新。 

（二）传统行业和实体经济中的算力应用落地难

信通院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在传统行业和实体经济中应用的比例仍然较低，其中，

以提供通用数字化能力为主的数据中心在传统行业的应用比例不足10%，以提供人工智能能力为主

的智算中心在传统行业中的渗透率不足7%，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数智化应用场景落地推广难度较

大①。算力应用落地难，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我国算力提供商在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

中，缺乏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技术落地的障碍。同时，算力技术与行

业场景的深度结合，需要较强的行业经验，而目前我国算力企业在细分领域的经验储备尚不充分，这

也限制了算力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潜力[8]。二是传统企业对于算力增益效用的认知

程度有限。当前，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所加快，但在算力应用层面，企业的实践还相对较浅，大

部分企业缺少对数字技术、计算技术的理解，无法结合业务需求有效抽象应用场景，也缺乏与供给

侧的沟通渠道。三是算力使用门槛高。人才门槛高，专业人才缺口大且分布不均，多数企业缺乏相

关数字化转型人才，使用算力能力不足；技术门槛高，国产自主可控算力技术生态体系建设及相关标

准尚不完善，技术平台相互之间兼容性问题突出，上层应用开发成本高、难度大；资金门槛高，普惠性

算力设施尚未完全建立，企业自建成本高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落地算力应用的积极性[9]。 

（三）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能耗和碳排放问题突出

随着我国算力产业总体规模快速增长，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能耗和碳排放问

题越发突出。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超过3 800亿千瓦时，如

果不使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量将超过两亿吨，约占全国总碳排放量的2%②。造成数据中心能耗不

断升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数据中心能源供应结构不合理。数据中心能源供应以火电

为主，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占比较低，据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统计，当前我国数据中心有

七成左右电力供应来自火电，可再生能源利用使用比例仅占三成③。二是数据中心冷却需求。数据

中心使用大量电力，这会转化为热量，高温会导致电子元件性能下降，容易引发故障或缩短使用寿

命。因此，数据中心需配备全年制冷为主的冷却和空调系统，以保证其正常运转。据统计，在一个

PUE约为2的传统数据中心总能耗中，IT设备能耗占比约为50%，其次便是制冷系统能耗，约占

35%[10]。三是部分数据中心负载率不高、绿色管理不到位等情况进一步增加了数据中心整体能耗。

一些数据中心的资源配置过度，服务器长期处于闲置或低负荷状态，消耗大量电力。部分数据中心

在运维过程中，往往只关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性能，忽视绿色运维的重要性，也缺乏绿色运维相关专

业知识和人员。 

（四）算力资源接入、共享、交易、监管等标准缺失

算力资源在接入、共享、交易、监管等环节标准缺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

接口协议。不同的计算资源提供商可能使用不同的接口协议，就会导致资源接入的兼容性和互操作

性差。二是没有统一的认证机制和安全标准，增加了接入的复杂性和潜在的安全风险。三是没有统

一的资源描述语言和标识方式，使得不同平台之间资源共享变得困难。四是缺乏统一的定价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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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标准，使得定价混乱，损坏行业利益，也让监管变得困难，特别是在需要制定公平竞争和消费者

保护政策时。五是缺乏对算力资源使用的合规标准，使得用户难以确定其使用的资源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算力资源接入、共享、交易、监管等标准缺失的原因涉及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因素。

技术方面，算力技术发展迅速，各类新技术不断涌现，导致标准制定滞后于实际应用。还有就是不同

厂商建立的算力资源平台技术架构和实现方式各异，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兼容性问题突出，难以

形成统一标准。此外，算力资源的接入和共享涉及大量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安全和隐私问题复杂，对

标准的要求更高，这也增加了标准制定的难度。经济方面，算力具有高资本投入、高风险、强外部性

和高度垄断的特点，这使得算力的竞争主要由大企业主导，这些大企业为维持自身的市场优势和竞

争力，以及存在的利益冲突，导致不太愿意支持统一标准。社会方面，算力资源涉及多方利益相关

者，包括政府、企业、学者、用户，各方需求和关注点不同，导致标准制定过程中意见难以统一。此

外，由于对算力资源标准的研究和实践不足，进一步制约了标准化的进程。标准的缺失，导致难以充

分发挥标准对算力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五）算力与运力、存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显现

从基础设施侧看，我国通用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持续加快部署，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6月，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197EFLOPS，位居全球第二，算力总规模近五年年均增速近30%。

但是，我国算力中心的配置还普遍存在着重算力轻存力的倾向，公开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存算比为

0.42 TB/GFLOPS，美国存算比为1.11TB/GFlops，我国仅是美国的 37.8% [11]。此外，中国采用SSD先进

存力，占“存力”中先进存力比重的24.7%，而美国为52.8%，我国仅是美国的46.7%。目前我国数据

增量年均增速超过30%，根据IDC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据产生量将达到48.6ZB，中国将成为世

界上最大数据产生国，但目前来看我国存力显然跟不上数据量的增速。运力方面，尽管我国在5G网

络和光纤网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总体上看，数据传输能力仍然滞后于算力的发展。以“东

数西算”为例，“东数西算”对网络的时延（小于20 ms）、可靠性（99.9%）等指标的要求较高，但是

目前东西部国家级枢纽节点之间现有网络通信带宽供给不足，传输延时偏大，不能满足数据应用需

求，大大限制了“东数西算”的运用场景，许多东部企业宁愿承受高成本也不愿将数据西迁。在超

算方面，目前存储超算数据的硬盘还是通过卡车、火车、飞机运输，算完了再把结果取回来，导致这

些算力还是孤岛[12]。导致我国算力与运力、存力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高性能的算力能够

显著提升各类应用的性能，比如科学计算、人工智能、AI大模型等，这些应用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影响，从而使得这些应用对先进的计算能力有迫切需求，进而又推动算力的优先发展。而

运力和存力的发展虽然同样重要，但其短期内对用户的体验的提升不如算力明显。 

三、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坚持科技创新，夯实算力发展的产业基础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是推进核心关键技术攻关。聚焦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

性能芯片等关键共性技术，提高高端电子元器件制造工艺的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发展新型存储器产

品，提高存储速度、容量和密度，降低功耗。面向不同的应用场景，发展多样化的国产数据库产品，

同时提升数据库异地多活高可用能力、基于密态计算的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防篡改等能力。强化服

务器硬件工程能力建设，支持服务器架构与技术创新，推动服务器相关基础器件实现技术突破。推

进国产操作系统创新发展，突破系统调度、内存管理、虚拟化等关键技术，提升操作系统性能[13]。二

是加强前沿基础理论研究。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重点关注量子计算、类脑计算、机器学

习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强引领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发展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先进计算基础理

论体系。三是引导市场主体创新突破。激励培育重点骨干企业，强化骨干企业在重大专项创新突破

上的主体地位，统筹利用各方资源，支持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重点产品研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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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试验验证，支持具备技术、产品、产能和市场优势的重点骨干企业“走出去”。四是强化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对接。大力支持先进计算关键技术和产品商业化应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和

科研机构加大对先进计算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投入[14]。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用研发

力量协调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纽带，依托产学研合作平台，致力于攻克一批共

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5]。 

（二）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力，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 

1. 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优化算力设施布局。当前，要积极引导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向国家枢纽节点聚集，形成

数据中心集群，坚决避免数据中心盲目发展、重复建设，进而推动全国数据中心适度集聚、集约发

展。要根据算力需求，促进数据中心由东向西梯次布局、统筹发展。加强数据中心上架率等指标监

测。其次，推动算力结构多元配置。当前，我国通用算力的数据中心占比90%，但是随着AI大模型等

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兴起，智算需求快速增长，因此，要逐渐提高智能算力所占比重，推动智能算力

与通用算力协同发展，以满足各类算力业务需求。另外在数字化转型驱动下，边缘计算产业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要推动“云边端”算力泛在化分布、协同发展，以支撑低时延业务应用。最后，实现算

力与运力、存力协同发展。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推进，算力、存力、运力协同发展越来越重要，

要实现算力、运力、存力协同和均衡发展，需统筹发力。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力”协同

发展的目标、战略和路径。构建协同的基础设施，加快构建“云边端”协同、算存运融合的算力基

础设施体系。另一方面，推动“三力”协同相关技术研发。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自主创新，开

展存算一体技术、算网融合技术等前沿技术研究，推进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建设统一的技术

标准和规范，消除技术壁垒，以确保“三力”的互操作性和协同性。 

2. 加速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实现以网强算

现代产业体系对计算和网络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极低时延、极低丢包、大带宽的网络资源；同

时，还要求高精度、低处理时延等高性能计算资源。需求导向下，驱动算网不断融合，通过算网融合

来提升整体性能。算网融合已经被视为支撑国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能力底座。要推进算网

深度融合，一要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制定算网融合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明确算网融合的发展目标和

路线图。从技术研究、标准研制、商业模式、设施升级、平台建设五个维度形成算网融合发展指导

意见。二要进行产业生态布局。算网融合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和技术趋势，目前仍处于发展的

初期阶段，各种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等都处于摸索中，由于参与方众多，各方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

行技术研发和市场布局，进一步导致生态碎片化。所以需要加强产业引导，为整个行业提供一个明

确、统一的发展方向，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算网融合发展。通过产业引导，可以培育

和维护一个开放、健康、可持续的算网融合生态，为算网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要加快技术标

准研制。随着算网融合趋势不断加深，算网融合技术创新日趋活跃，在算力架构、网络技术和协议

以及资源调度等领域会不断涌现新技术，针对这些新技术和协议，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确保互

联互通和高效协作。四要围绕应用场景进行布局。加快交通、工业制造、医疗、教育、政府等算网

融合典型场景培育和应用创新。促进应用场景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

动算网融合在应用场景的落地实施。打造算网融合试点工程应用示范标杆项目，建立针对算网融合

在应用场景中的评价体系和反馈机制。 

3. 推动算力、数据、算法协同发展

算力、数据、算法共同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三大核心要素。算力是支撑数据和算法运行的重要平

台，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任何先进的算法和算力都将无从谈起，高效的算法可以更好地利用有限的

算力资源，快速地从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作出决策，因此要推动算力、数据、算法协同发展。一

是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制定“算力+数据+算法”协同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

施。通过规划引导，促进算力、数据、算法的融合和协同发展。二是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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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清除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完善数据确权相关制

度，实现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16]。建立规范化的数据交易平台，为

数据供需双方提供安全、高效、透明的交易环境，制定数据交易规则和标准，提升数据交易的规范性

和可操作性。探索构建多源异构数据统一标识编码体系，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多源数据标识互认，确

保不同数据源之间的数据能够畅通交换和集成，促进数据流通体系与算力支撑体系协同运行。三是

建立健全算法开发利用机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对算法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支持力度；建立严格

的数据保护措施，确保数据在算法开发和使用过程中得到适当保护，避免数据被泄露和滥用；建立算

法审核和监督机制，对算法开发和应用进行定期审查，避免算法歧视和偏见；积极开展大模型创新算

法及关键技术研究，提升数据分析能力，降低大模型计算的算力消耗水平。 

（三）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拓展算力应用场景

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整合和调度算力资源。将分散的算力资源

汇聚到一起，并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算力资源更加高效、合理地分配到各行业应用中去，避免

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保障算力使用需求。二是提供算力服务接口。通过提供算力服务接口和工

具，使行业用户能够更方便地使用算力资源，降低了技术门槛，让更多企业和组织能够享受到算力赋

能的便利。这将有助于推动算力应用的普及和个性化定制。三是推动各方共享资源和交流信息。

通过搭建算力服务交流平台连接不同的行业、企业和组织，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信息

交流，可以更好地了解各方的需求和资源情况，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四是推动标准和

规范的制定。建立综合性服务平台，推动相关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为各方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能

够促进整个行业健康发展。五是降低算力使用门槛。通过建设公共算力服务平台，提供普惠算力服

务，能够有效拓宽中小企业参与算力应用的范围，帮助中小企业减少算力使用成本，降低算力使用门

槛。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的构建将为各行业带来更高效、安全和便捷的算力服务，推动整个社会的

数字化进程和经济发展。 

（四）推动数据中心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推动数据中心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需要从技术、政策、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技

术方面，一是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

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17]。针对高能耗的缺陷，在运维模式、管理系统、冷却系统、供

配电系统等方面推出新型节能减碳技术。二是推动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强化绿色设计，鼓励采

用氢能源、液冷、分布式供电、模块化机房等高效系统设计方案，实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

境保护。提升IT设备能效表现，推广液冷型、高温型IT设备的应用，提高数据中心IT设备能源利用的

效率。将IT设备的风扇、电源等运行状态和存储、CPU等资源使用情况列入监控和管理范围，实现

IT全节点与数据中心的节能协同。加强面向代码的软件能耗优化，提高算法效率。政策层面，一是

将新型数据中心的布局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规划中。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在数据中心集群建设规

划时，要加强与新能源发展规划相衔接。二是支持数据中心集群配套可再生能源电站。充分利用数

据中心园区资源，建设分布式发电装置，如太阳能光伏板、风力发电机、微型燃气轮机等，并配置一

定比例的储能系统，以提高数据中心集群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标准方面，完善绿色标准体系。构

建和完善绿色数据中心的标准规范，编制包含PUE、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等指标在内的数据中心能效

综合评价标准[18]。 

（五）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算力互联互通

当前我国算力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经验。一是搭建与国际

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比如，组织国际会议、研讨会等，深化拓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二是推动项目合作研究。鼓励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开展项目合作研究，共同研发和

创新算力技术，通过分享资源、技术和经验，促进技术的突破和进步，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的整体进

步。三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算力技术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参与国际标准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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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方面可以确保我国在算力技术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声音被充分听取和考虑，保护我国的利益和

权益。另一方面通过共同制定标准和规范，可以促进全球算力市场的互联互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的协同发展。四是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在确保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前提

下，数据跨境流动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使算力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共享。这种共享促进了国

际合作，使各国能够充分利用和整合全球的算力资源，共同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民主同盟网站，https://www.mmzy.org.cn/mobile/NPC2024/Content.aspx?ArticleId=144933&

ColumnId=2637。

② 数据来源于《数据中心绿色设计白皮书》。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白皮书（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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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conduc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ersist in the
unity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insist on the unity of grasping the “key minority” and managing
the “vast majority”; adhere to the unity of problem-oriented and targeted correction.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long-term  mechanism  and  normal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the  basic  experie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efforts  to  improve  Party  conducts,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and  realiz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Key words   Party conducts; main achievements; main characteristics;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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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mputing Power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ZHANG Bing   CAO Yu-juan
Abstract   Computing  power  is  a  critical  foundation  supporting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recognized globally.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mputing  power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omputing  power,  as  a  new  engine  of  digital
economy, drives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facilitates the release of data
element value,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of related digital industries, accelera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helps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to  support  balanced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hinder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computing power: the
foundational industries supporting computing power have shortcoming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ing power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real  economy  is  difficult,  the  overal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of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are  significant.  Moreo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standards  for
computing  power,  and  there  is  an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capabilitie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upply  capacity  of  computing  power,  build  an  integrated  computing  power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  green
and efficient  data centers,  and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o stimulate the innovative
vitality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computing power,  thereby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computing power; digital  economy; data elem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编　辑　邓婧

第 1 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重大成就、主要特征和基本经验 · 35 ·


	引言
	一 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 驱动高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二 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三 算力的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数字产业的繁荣
	四 算力的提升加速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五 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布局，缩小数字鸿沟助力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二 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 支撑算力发展的产业基础存在短板
	二 传统行业和实体经济中的算力应用落地难
	三 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能耗和碳排放问题突出
	四 算力资源接入、共享、交易、监管等标准缺失
	五 算力与运力、存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显现

	三 算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 坚持科技创新，夯实算力发展的产业基础
	二 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力，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
	1 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2 加速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实现以网强算
	3 推动算力、数据、算法协同发展

	三 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拓展算力应用场景
	四 推动数据中心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五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算力互联互通

	注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