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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研究背景

• 纵观算力中心发展历程，移动互联网时代与云计算时代的技术革命催生了集约化、超大规模化的数据中心需求，由此孕育出了算力中心定制批发的业
务模式，并且该业务模式在2015-2020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红利见顶、新基建边际效应递减及后疫情时代经济周期波动，
定制批发业务遭遇需求收缩与供给过剩的双重压力，行业陷入供需失衡与资本退潮的转型期。

• 在全球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交相辉映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生成式AI与大模型技术的突破性飞跃，正引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浪潮，重
塑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蓝图。在此背景下，算力资源已成为支撑AI技术持续进步不可或缺的基石，而算力中心，作为算力资源的核心承载平台，正迎来
崭新的发展机遇。其中，定制批发业务凭借其高效整合算力资源的能力，为大模型训练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成为推动AI技术革新与应用拓
展的关键力量。

• 鉴于此，本报告将聚焦于算力中心行业定制批发业务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不同地域市场供需关系的深度剖析上，力求提供更为详尽的数据支持与深
入洞察。

主要研究结论

• 从算力中心的定制批发业务发展现状来看，需求端和供给端均展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 需求端，随着 AI 大模型的迅猛发展，市场对算力资源的需求呈现出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主要源于互联网大厂、云厂商、短视频厂商等行业头部企业
对高性能、大规模算力资源的投入持续增长，这一趋势推动了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的高速发展。

➢ 供给端，受益于新一轮技术升级，算力中心市场迎来更多整合契机。头部企业凭借在技术、资金、资源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能够更迅速地适应市场
需求变化，逐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行业集中度，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 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速，尤其是 AI 与科技企业对算力资源的旺盛需求，正推动中国算力中心市场需求不断提升。一线及环一线城市凭借经济
发达、数字经济活跃的优势，对算力资源的需求更为突出，且由于资源与能耗限制，这些地区的算力中心服务资源或将率先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算
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供需格局存在一定差异，为行业参与者带来了多元化的市场机遇与挑战。

➢ 以环京地区为典型，得益于AI训练需求的持续增长，行业下游需求迅速扩张。在各地区中，环京地区有望率先步入供不应求阶段。预计到2025年，
环京地区将率先迎来区域性价格拐点，为算力中心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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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

• 在编制本报告的过程中，我们秉持严谨的研究态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旨在深入剖析算力中心行业定制批发业务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以下是对我
们所采用研究方法的综述及具体说明：

• 具体研究方法：

一、信息收集与调研：通过一手与二手资料收集，我们获取了涵盖算力中心行业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数据。其中，一手数据聚焦行业实际运营情况，
二手数据则从宏观层面提供政策导向与市场趋势指引。

• 一手调研：我们对算力中心行业上、下游共计超15位专家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内容涵盖需求侧（算力中心需求、全国各区域布局及未来规
划等）及供给侧（运营资源、全国各区域布局、项目规划及资源消耗速度等）等多个维度。

• 行业数据追踪：我们长期追踪算力中心行业上、下游超40家具有代表性的需求方与供给服务商数据，涵盖业务运营、市场份额等关键信息。

• 案头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最新的市场报告、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等公开资料，我们系统地回顾了算力中心行业的发展历程、驱动因素、
竞争格局等基本情况，有效把握当前市场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为报告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模型搭建与测算：

• 供需模型搭建：从专业的行业视角出发，我们将一手调研获取的、来自超40家具有代表性的需求厂商与供给服务商的数据，整合融入供需
模型，以此反映当下市场的实际供需格局。同时，我们吸纳从专家访谈中的关键信息，如需求侧的服务器规模及业务增长情况、供给侧的
运营容量及区域布局规划等，为模型的未来预测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亦吸纳案头调研收集的大量资料，如宏观政策文件、市场
报告等，从宏观政策导向、行业发展趋势等方面对模型进行校验与补充。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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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

• 具体研究方法：

一、信息收集与调研

二、模型搭建与测算：

• 供需模型搭建

• 模型测算逻辑：

➢ 供给端：我们详细梳理了共20家全国性及区域性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的运营容量及规划容量情况，并综合考虑各厂商的土地资源、
能评资源、资金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结合信通院等权威机构统计披露的算力中心服务商历史市占率等相关行业数据，模型中所选取
的20家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占据当前市场中绝大部分在运营容量的份额。随着AI技术取得的突破以及需求方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要
求不断提升，上述的头部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凭借技术、资金及资源等优势，其市场份额将逐步扩大。

➢ 需求端：我们详细梳理了包括字节、阿里、腾讯在内共计15家下游厂商的IT容量需求情况。基于各需求方的业务发展情况、服务器
采购数量及未来相关预算投入、采用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的IT部署比例等数据，对各需求方未来的需求容量进行了测算。结合各需
求方的服务器采购情况及供给侧的客户结构等历史数据分析，以上厂商持续且稳定带来了市场中绝大部分的定制批发需求，预测期
内，假设上述15家需求方定制批发需求在整体市场中的占比将维持当前水平不变。

➢ 其他考量因素：本报告研究重点为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相关供需研判，三大运营商及部分地方算力运营商在承接批发定制型算力
业务上占比较小，为更好聚焦其供需分析，本供需模型中供给端未直接引入运营商业务情况，而作单独分析，详见附录。

• 模型优化与交叉验证：在模型搭建过程中，我们从多重视角反复核验数据的准确性与模型的合理性。通过交叉对比、趋势分析等多种方式，
不断优化模型，力求使其结果尽可能贴近行业实际情况，为深入分析算力中心行业定制批发业务的市场供需状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算力中心服务商位于算力产业链的中游，是算力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方和运营方，提供高可靠性的主机托管、服务
器出租等基础业务，以及高品质的网络安全、数据应用、 运行维护等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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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中心1产业链分析

上游：软硬件供应商

… …

基础电信运营商

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

中游：算力中心服务商 下游：算力应用领域

互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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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泛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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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AI

冷却系统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基础通信服务

芯片
行业客户

… …

服务器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云服务商

注：1.算力中心即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自2020年开始逐步向算力中心演变。

UPS电源柴油发动机

… …



算力中心作为算力资源的关键载体，通过集成高性能计算、大规模存储、高速网络等基础设施，提供提供大规模、
高效率、低成本的算力服务。确保算力资源的集中部署、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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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中心的定义与概览

中央监控
电源配电柜

消防减压系统

机柜及其附件

气体灭火系统

UPS不间断电
源及PMM电
源管理系统

精密空调设
备和冷却器

高性能液冷
服务器机柜

钢制布
线系统

光纤布线系统

• 算力中心，是一种集中提供计算能力的基础设施，主要由算力设备、
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及管理运维系统四大核心要素构成。

• 算力资源的部署与利用离不开算力中心的支撑。核心使命是提供强
大的算力支持，以应对各类复杂的计算挑战，如数据处理、AI模型
训练等。

• 算力中心通过高速网络连接形成计算集群，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
和高可扩展性的计算能力，支持数据分析、模拟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复杂任务。

类型 设备种类 设备名称

IT设备

连接器
光纤

光模块

网络设备
交换机

路由器

算力设备 服务器

存储设备 存储器

类型 设备种类 设备名称

配套
设备

电气设备

UPS

蓄电池

柴油发电机

变压器

暖通设备

水冷机组

精密空调

冷却塔

算力中心的主要设备

算力中心的内部结构算力中心的定义与作用

资料来源： 灼识咨询



数据中心自互联网时代诞生以来，伴随科技的发展进步，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电商及短视频等行业的推动下
快速发展，而生成式AI的兴起正驱动其向重视计算效能与硬件配置的算力中心转型，为行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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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发展历程

时代
背景

• 互联网初步兴起，中国
进入门户时代

• 数据中心概念初步普及

• 互联网逐步普及，社交
平台的兴起与电子商务
的蓬勃发展成为该时代
下的核心驱动力

• 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
微信、微博、移动支付
等应用贡献海量数据

• 云计算服务于09年起步

• 云计算技术成熟并普及，
15-21年间，云服务行业
迎来高速发展期

• 18年开始，短视频与直
播电商行业迅速崛起

• ChatGPT于22年12月推
出，AI对算力中心产业
形成初步影响

• AI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大模型与AIGC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和价值

代表性
需求方

关键
分析

• 供给端以运营商为主，存在少数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

• 需求来源为通用算力的部署

• 销售模式为零售模式

• 需求端客户主要为通信企业与政企自用，互联网企业需
求逐步显现

• 供给端以运营商为主，
存在部分第三方算力中
心服务商

• 电商、游戏等移动互联
网产业的发展带来通用
算力的部署需求扩张

• 销售模式为零售模式

• 供给端第三方服务商在
资源端迅速扩张

• 需求来源以云服务、短
视频厂商带来的通用算
力为主

• 销售模式因云计算行业
的高速发展发生变革，
定制批发的新模式诞生

• 供给端第三方服务商逐
渐成为市场主流

• 需求来源中大模型厂商
的智算需求快速增长，
云服务与短视频厂商的
通用算力保持稳定增长

• 销售模式以定制批发为
主，结合部分零售业务

• 第三方服务商占据定制
批发市场的主要份额

• 需求来源以智算为主要
驱动，通算稳定增长

• 受益于大模型的训练需
求增长，定制批发模式
再迎发展机遇

• 零售模式有望在推理场
景中实现进一步增长

代表性
供给方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萌芽期 探索期
爆发期

转型期
繁荣期

2022-20232009-20142003-20082000-2002 2024-未来

发展期

2015-2021

算力中心发展历程



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趋近饱和，移动互联网的竞争焦点转向存量用户的注意力博弈，用户对短视频等富媒体
应用的依赖性的持续推动移动互联网流量接入流量的增长，进而催生出对算力中心资源的庞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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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

11.39
11.58

11.74

12.03
12.27

12.44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3

用户规模亿人

中国移动互联网各细分行业使用总时长分布，2024M3

资料来源：QuestMobile，灼识咨询

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1,220

1,656

2,216

2,618

3,015

3,376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亿GB

关键分析

• 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触顶，富媒体应用推动数据流量的持续增长， 算力中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需求压力。截至2024年三季度，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到
12.44亿，同比增长0.8%，用户规模已趋近饱和。2024年3月，移动视频类富媒体应用占据用户使用总时长的三成，用户对富媒体应用，尤其是短视频内容的深度依
赖与高标准要求，正推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持续上升。

• 短视频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典型代表，推动着算力中心需求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三季度，国内短视频平台月活跃用户规模达10.26亿，同比增长4.7%。这一增
速不仅彰显了短视频内容的强大吸引力，也反映了用户对于高质量、高频次内容消费的强烈需求。这一需求模式给算力基础设施带来双重压力：一是视频编码、转
码等基础处理需求，致使单平台日均算力消耗超250PFlops；二是用户对高清画质与低延迟播放的要求，让带宽成本在算力中心运营支出中的占比升至43%。用户
对实时渲染、内容分发网络的算力需求迫使企业加速部署边缘计算节点，直接驱动数据中心建设进入快车道，服务于移动互联网业务的智能算力设施占比显著提升。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33.9%

26.0%

6.8%

5.8%

5.5%

22.0%移动视频

移动社交

新闻资讯

手机游戏

移动购物

其他



云计算技术的持续升级迭代加速了云算的融合，算网云调度机制促进了算力、网络与云计算的协同发展，同时AI
技术与云计算的融合引领算力结构变革，智算成为核心竞争点，智能云服务的技术与应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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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服务市场规模

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公司公告，灼识咨询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2025E2026E2027E2028E

379 515 692 908 1,334 2,091
3,229

4,550
6,165

8,378

11,780

15,985

21,404

29,003

公有云

私有云

中国公有云细分市场规模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2025E2026E2027E2028E

102 170 265 437 689 1,277
2,181

3,256
4,562

6,387

9,233

12,798

17,424

23,917

亿元

IaaS

PaaS

SaaS

关键分析

• AI大模型井喷，智能算力需求增速远超芯片性能提升和产能扩张速度的上限。相较于传统云资源池以CPU为通用计算主体，当下以GPU为代表的芯片成为提供智能

算力的主力军。借助云计算实现零散智算资源集中与纳管的优势，各大云厂商纷纷在智算领域进行布局，形成千卡、万卡智能云集群，以云服务的方式提供可便捷
获取的智能算力。云计算与智算资源融合形成的智能云能够为大模型训练和推理提供充足的算力资源，已经成为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坚实底座。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15-2021 2021-2023 2023-2028E

66.5% 44.6% 39.3%

24.9% 23.7% 26.0%

总计 42.9% 38.2% 36.3%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15-2021 2021-2023 2023-2028E

75.5% 44.7% 37.3%

83.1% 74.7% 48.4%

37.3% 25.3% 39.9%



下游AI应用的广泛推广以及国产算力硬件性能的显著提升，驱动国内云计算厂商的资本开支正迎来拐点，呈现显
著增长趋势，未来将持续扩大资本支出规模。

12

BAT Capex变化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灼识咨询

关键分析

• 下游AI应用的推广和国产算力硬件性能的提升带动国内云巨头资本开支拐点向上。根据百度、阿里巴巴与腾讯的公告显示，2024Q3三家合计实现资本开支362亿元，
同比增长117%，2024年BAT合计资本开支有望超1,200亿元。此外，包括字节跳动在内的国内其他互联网企业同样加大了资本开支，2024年字节跳动的资本开支达
800亿元。随着25年春节期间DeepSeek的爆火以及相关应用的大规模推广， 国内各厂商在算力领域的资本开支投入有望保持较高增速。

➢ 未来三年，阿里在云和AI上的资本开支将
超3,800亿元，投入总额超过去十年总和

➢ 资本投入主要用于AI和云计算的基础设施
建设、AI基础模型平台以及AI原生应用、
现有业务的AI转型升级，整体AI投资节奏
进一步加快

阿里巴巴FY25Q3电话会

亿元

3,800

2021 2022 2023 2024E

938
687 596

>1,200

未来三年

腾讯 阿里 百度

200%

117%

144%

38%

23Q4 24Q1

69%

24Q2 24Q3 24Q4

% BAT资本开支季度同比变化



2022年ChatGPT的出现引领全球科技领域的核心聚焦于人工智能产业，随着AI大模型的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拓
展，"AI+"战略将全面赋能推动千行百业加速迈向全面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的新纪元。

13资料来源： 灼识咨询

AIGC时代到来

• 2022年12月，OpenAI推出的

ChatGPT展现出了其在逻辑推理和

文本理解上的强大能力，且其生产

的内容已接近人类创作水平，这标

志着AI大模型能力的进一步飞跃。

• AI大模型高度智能化的生成能力具

备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为其在各

个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采纳
成长期

目标市场渗透率

探索
孵化期

试验
加速期

落地
成熟期

发展阶段

100%

0%

农业 能源

医疗
建筑

制造
电商

出行
游戏

软件

金融
传媒

教育

广告

AI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 随着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场景的拓展，“AI+”将给各行业、各领域注入发展驱动力，助力千行百业“加速跑”。目前AI大模型在广
告、传媒、教育、金融等领域快速落地应用， AI算力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将加速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进程。

• 算力基础设施是实现AI产业化的核心力量，而算力中心作为算力资源的核心载体，将伴随AI技术的广泛应用迎来持续性的规模扩
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

以OpenAI 的 Sora为例，生成性人工
智能算法将文本转化为照片和视频： 行业模型

零售

政务教育

交通

医疗

广告 金融传媒

工业 ......

基础模型

NLP 多模态 科学计算CV 预测 ......

算力基础设施

AI芯片 AI服务器 智算中心云服务 智算一体机 ......

场景模型及应用

智能风控

自动驾驶智能监控 自动定价

智能医学影像

推荐搜索 代码生成智能客服

智能药物研发 ......

智能调度
场景
数据

行业
数据

通识
数据

主要行业大模型应用阶段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全球AI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AI搜索、具身智能、AI Agent及多模态等多元化需求显著增长，伴随
DeepSeek对开源大模型生态的重塑，AI应用即将步入爆发式增长的新阶段。

14资料来源： 灼识咨询

全球AI产业蓬勃发展， AI应用即将爆发

AI搜索 具身智能 生物医疗 AI Agent 代码

通用大模型

海
外

中
国

文心大模型豆包大模型 混元大模型

通义大模型 盘古大模型

硬件 云服务 数据治理 开发平台

视觉生成模型 音频生成模型

✓更低成本

✓优异性能

✓开放获取

AI应用即将迎来全面爆发算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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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 当下模型参数量大规模提升，同时影响训练数
据量及训练次数，推动训练阶段算力及对应的
微调阶段算力提升。

• 模型参数量基本确定，随着应用场景、适用
人群数量增加，导致推理数据及模型数量增
多，进而使推理算力需求井喷发展。

训练算力
核心影响因素

模型数量

参数量

训练数据量

训练次数

训练：从历史数据中学习

现阶段AI大模型仍聚焦于训练阶段，而DeepSeek的突破大力推动了大模型在各领域内推理应用

➢ AI 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各行业的数智化转型，大模型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通用大模型侧重发展通识能力，行业场景大模型侧重发展专业能力，模型赋能行
业有效的提升了效率、降低成本及优化决策过程。

➢ AI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包括两个环节：训练（Training）和推理 （Inference）。训练是指通过数据开发出 AI 模型，使其能够满足相应的需求，一般为 AI 技术的研发，
因此参数量的升级对算力的需求影响大。推理是指利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计算，利用输入的数据获得正确结论的过程，一般为 AI 技术的应用。推理部署的算力主要在
于每个应用场景日数据的吞吐量。

大模型及生成式人工智能需求日益增长，训练与推理环节对算力双重刚需，显著推动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踏上快速
发展轨道，促使其不断迭代升级、扩容增效，全方位满足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内在需求。

推理算力
核心影响因素

训练

预训练 二次训练 全参微调 局部微调

算力需求
超大规模
千卡~万卡

大规模
数百卡~千

卡

较小规模
单卡~8卡

起步

小规模
单卡1卡起

步

工程难度
很高

TP/DP/PP并
行，海量数据

高
基模选择、
高质量数据

较高
十万~百万
条指令集

一般
<万条指令

集

推理

To C推理 To B中心 To B边缘

算力需求
超大规模
千卡以上

大规模
数百卡

小规模
数十卡

工程难度
很高

极致性能
高

融合高效
较高

灵快轻易

推理：将训练好的模型应用于新场景

经过训练的模型参数量

模型数量

应用场景

单用户数量

用户活跃度

应用时间

大模型在不同场景的算力需求及工程难度

算
力

训练阶段 微调阶段

➢ 训练完的模型参数量也会影响推理端算力

大模型训练



作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规模多维度影响大模型的性能与应用场景：超大模型追求“能力上
限”，轻量化模型聚焦“应用普适性”，两者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研究走向规模化商业落地。

17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大模型的发展及参数量变化

➢ 规模法则（Scaling law）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目前，规模法则（Scalling Law）正在从预训练扩展到后训练和推理阶段，基于强化学习、思维
链等算法创新在后训练和推理阶段更多的算力投入，进一步大幅提升大模型的深度思考能力。同时，杰文斯悖论的现象表明，DeepSeek带来算法效率的提升并未抑
制算力需求，反而因更多的用户和场景的加入，推动大模型普及与应用落地，重构产业创新范式，带动数据中心、边缘及端侧算力建设。

➢ 大模型参数规模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主要表现为“超大参数模型”与“轻量化模型”的并行发展。超大参数模型（如千亿级以上）在复杂任务处理中展现出显著优势。
通过海量参数学习更复杂的特征和模式，支持定制化解决方案，满足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高阶需求；轻量化模型（如参数在数十亿至百亿级）通过模型压缩、蒸馏等技
术实现高效部署，尤其在移动端和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中占据主流。兼顾性能与成本，且能通过端侧计算降低云端负载，优化隐私保护和用户体验

参数数量

时间

Wu Dao 2.0 

GPT-3 175B 

(davinci) 

Turing NLG 
T5-11B

Megatron-LM 

(Original, 8.3B) 
T5-3B

Meena

Grover-Mega
GPT-2

Megatron-

Turing NLG 

530B 

HyperClova

PanGu-u Jurassic-1-

Jumbo

Gopher

PaLM(540B)
Minerva (540B)

GLM-130B
Chinchilla

GPT-NeoX-20B

Jurassic-X

DALL·E 2 

Stable Diffusion 

(LDM-KL-8-G) 

OPT-175B

DALL-E Codex

ERNIE 3.0 GPT-J-6B

CogViewGPT-Neo

Wu Dao - Wen 

Yuan 

ERNIE-GEN 

(large)3.2e+8

3.2e+9

3.2e+10

3.2e+12

3.2e+11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GPT-4 (1.8T)

Sparrow (70B)

Claude (52B)

Ernie Bot (260B)

ChatGLM-6B

通义千问 (7B)

日日新 (180B)

中国大模型 海外大模型

“超大参数模型”与“轻量化模型”并行发展在大模型出现之前，机器学习算法的参数量以平均每5-6年翻一个数量级的速度快速增长，
而大模型的出现使模型参数量的增长速度大幅提升。

• 2025年发布的大模型开始分化为两级

2021年
12月

• 2024年之前，最大参数量一直在增长

2018年
6月

2019年
2月

2020年
6月

2023年 2024年

参数
数量

GPT-1

1.17亿

BERT-

Large

3.4亿

GPT-2

15亿

Facebook

94亿

GPT-3

1750亿

2019年
7月

新版
BERT

4810亿
StableLMM6

1750亿

Llama3-400B-

InTraining

4万亿

2018年
10月

DeepSeek-R1-67B
6710 亿

参数
数量

高参数量 低参数量

2025年1月

MinMax-
Text-01
4560亿

MinMax-
VL-01

4560亿
DeepSeek-R1-

Distill- Qwen-32B
320亿

Phi-4
140亿

DeepSeek-R1-
Distill- Qwen-1.5B

15亿

2025年1月 2025年1月2025年1月 2025年1月2025年1月



18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 大模型算力选择应着重最优解而非最大解：不同需求程度的模型不能唯算力的参数而论，而是结合自身对于算力部署的能力进行探究。模型的参数量及涌现结果在技
术落地过程中有一定重要性，但模型运行所需的算力成本、能耗成本、运营成本等能否匹配 AI 技术带来的效果及价值突破更为关键。

➢ 训练与推理的成本差异及趋势：未来 AI 应用中，推理成本可能远超训练成本。大模型训练属于阶段性需求，其训练数据量级通常固定（如几万亿、几十万亿 token），
且客户集中度高；而推理方面，每天的计算量可能达几万亿到 10 万亿 Token，一周的计算量就可能超过训练阶段。

➢ 模型推理成本下降是超级应用爆发的前提条件之一：随着推理市场扩大以及更优方案出现，非 GPU 的时长份额也在增加。并且，推理成本的颠覆性降低，会推动 C 

端产品在多数应用场景落地，使原本因预算不足、用户意愿不足而难以商业化落地的场景具备落地的可能性。

AI模型已从大语言模型进化为全方位多模态模型：面向人工智能场景着力构建先进的数据基础设施并打造高质量
数据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市场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算力供给模式持续创新，AI的快速发展推动智能时代的到来。

资源分配：通过选择合适的技术路径实现算力的成本优化

其他成本制约因素

训练需求
（一次开发）

• 考虑到模型训练“黑盒”
机制与多次调优，所需算
力与开发过程强相关

推理需求
（长期运营）

• 模型推理阶段的算力主要为
运行模型和数据处理，并且
需要考虑产品的使用体验

推理算力未来将出现爆发态势

推理算力未来可能爆发的示意图

时间成本
(是否尽快抢到实践

化的落地）

能耗成本
(云服务或者算力的

使用成本）

人员成本
(工程化协作的团队）

技术实现路径

算法结构

训练数据量

参数量规模

预训练

基于需求进行
fine-tune

模型规模
（参数稀疏程度）

模型种类
（算力需求系数相关）

数据吞吐量

时延

网络通信

安全性与稳定性

✓ 功能需求决定推理能力，推理能力
取决训练水平，有限算力资 源要进
行主次的优先选择。

2024

训练算力爆发

推理算力爆发

推理成本大幅下降
（10X—100X）

AI推理成本 算力消耗



智算作为构建大模型的底座，伴随大模型训练及AI应用需求兴起，全球智算需求飙升，为在新一轮AI技术创新周
期中抢占先机，美股七姐妹正逐年加大在AI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形成了激烈的“AI军备竞赛”。

19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美股七姐妹资本支出持续增长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369.5 455.4
565.0

833.3 801.2

1,081.2

1,454.1

1,720.1 1,727.0

2,528.1

苹果 英伟达 微软 亚马逊 谷歌 Meta 特斯拉亿美元

美股七姐妹资本支出，2015-2024

✓ 自2015年Google推出开源机器学习平台TensorFlow后，美股七姐妹持续加大在AI技

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全面开启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

✓ 2022年生成式AI技术的突破，如ChatGPT的问世，进一步带动资本支出增长。

✓ 2025年，DeepSeek的出现，算力拐点显现，算法变革推动AI超级产品的诞生，推动

多模态大模型商业化落地、AI应用爆发在即，巨头不断提高资本开支，全球AI基础设

施规模持续 扩大 。

美股七姐妹大力投资AI

➢ 市值总额超17万亿美元1的美股七姐妹，每年在AI基础设
施上投资高达4,000亿美元。

➢ 资本开支覆盖了从AI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高性能芯
片、数据中心、网络基础设施等）、大模型，到人形机
器人、自动驾驶、AI医疗等各个领域。

注：1.市值总额截止2025年2月6日。

AI芯片 大模型 人形机器人

智能驾驶 AI医疗



大模型训练对算力中心提出更高要求

AI大模型的训练对算力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涵盖集群化部署、高效网络通信、大规模电力供应及专业运维管理
等多个维度，促使算力中心的定制批发模式成为承载大模型厂商算力中心需求的主流模式。

20

大模型训练带来的算力中心需求将由定制批发模式承接

• 为保证大模型训练效率，大模型厂商对算力中心提出更高要求

算力中心

✓ 网络通信：集群内部节点之间更高的网
络带宽与更低的网络延迟

✓ 能源供应：稳定的大规模电力供应

• 算力中心定制批发模式有效满足大模型训练需求

✓ 运维管理：专业的、7*24小时的运维服务

• 训练时间是大模型厂商的关键竞争要素

以训练15TB数据，5,000

亿参数的大模型为例：

A100 单卡算力 

 ~ 0.6 P

1,000P 算力
1,600 卡

10,000P 算力
16,000 卡

训练时间 > 3年

训练时间 <1个月

✓ 集群规模：构建千卡、万卡集群

定制化高带
宽服务通道

定制化基础
设施采购

更高带宽、更
低延迟

多元化电力
供应系统

建设专用变
电站

稳定的大规模
电力供应

专业的运维
团队

7*24 监控
与故障处理

减少故障导致
的训练中断

算力中心
可拓展性

更大的集群规
模

具备富足资
源的区位

算力中心
定制批发模式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在AI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强劲推动下，美国算力中心产业需求急剧攀升，已面临资源供不应求的态势，而展望
中国，随着AI大模型的快速发展，预计算力中心的需求也将迎来一场爆发式的增长浪潮。

21资料来源：公司年报，CBRE，灼识咨询

美国北弗吉尼亚及芝加哥算力中心市场运营容量，2022Q1-2024Q1

1,785

302

2,132

364

2,523

572

北弗吉尼亚 芝加哥

2022Q1 2023Q1 2024Q1MW

运营容量
空置率

2.6% 1.8% 0.1% 8.2% 6.7% 2.4%

➢ 北美地区的两大算力中心供应枢纽——北弗吉尼亚与芝加哥，自2022年以来，其算
力中心容量一直处于稳步扩张的阶段。然而，受北美地区对算力中心资源需求持续
高涨的影响，目前两地算力中心的空置率正持续下降，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

➢ 北美算力中心的定价大幅上涨，以北弗吉尼亚地区为例，算力中心平均单价1从
2023年Q1的120美元/kW/月增长至2024年Q1的170美元/kW/月，同比增长超40%。

◆ 算力中心作为算力基础设施，产业需求水涨船高

美国算力中心产业需求快速爆发，算力中心资源已供不应求

➢ 以OpenAI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通过大模型（如GPT系列）的研发和迭代，推动全球AI技术进入“大力出奇迹”的算力驱动阶段。

◆ 北美算力中心龙头企业上架率维持高水平，机柜平均收入持续增长

Equinix机柜上架率

73%

76%

80%
78%

81%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Equinix与Digital Realty北美地区机柜上架率，2020-2024 

2,415
2,342

2,419
2,527 2,550

Equinix北美地区单机柜月均收入2

%

• Equinix是全球领先的算
力中心服务商，在全球
33个国家和地区运营着
多达260个算力中心。

注：1. 该价格不含电费；2.单机柜月均收入由公司每月经常性收入除以当年第四季度上架机柜的平均数量计算得出；3.平均每平方米月租金为全球>1M算力中心每年合同租金除以12个月计算得出。

• Digital Realty是全球领
先的算力中心服务商,在
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运
营着300多个算力中心。

Digital Realty机柜上架率

87%
85%

86%

84%

86%

美元

Equinix北美地区算力中心服务价格，2020-2024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2资料来源：信通院，Trendforce，灼识咨询

中国AI服务器1出货量，2020-2024

15.0

22.6

28.4

35.4

42.1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E

万台

➢ 中国AI服务器出货量快速增长

中国AI服务器出货量

20-23年复合增长率

33%

➢ 互联网行业是中国智算需求最大的行业

• 2024年，字节跳动和腾讯共计采购46万片英伟达H系列智算芯片，
其中字节跳动和腾讯各采购约23万片，是英伟达H系列智算芯片在
全球范围内第二、第三大的采购方。

✓ 近年来，中国AI服务器市场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增长态势，出货量实现了

快速增长。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AI技术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也揭

示了国内厂商对于高性能计算资源的迫切需求。

53.2%

17.8%

8.7%

4.2%
4.2%

4.0%

3.7%
4.3%互联网

服务

政府

电信

制造

教育

金融

其他

中国各行业智能算力应用分布，2023

➢ 互联网头部厂商大量采购智算芯片

相较海外，国内智算中心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中国各行业对智算的需求急剧上升，其中互联网行业是最大需求方，
互联网巨头积极投身AI领域并大量采购智算服务器，促使超大规模算力中心迎来上架率激增，市场库存快速消化。

注：1. AI服务器是指基于GPU、FPGA、ASIC等加速芯片，专门提供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所需计算能力的服务器系统。



DeepSeek的出现推动 AI大模型推理应用的加速落地，未来推理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而算力中心的零售模式
能够有效满足推理场景下的低延迟、高吞吐量需求，为算力中心行业的发展增添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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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技术突破加速大模型推理应用落地

推理场景对于时延要求高于训练场景

• 数据传输所产生的时延状况，与推理终端同算力中
心之间的实际物理间距紧密相关。

实时金融分析 智能驾驶 智慧医疗诊断

• 大模型推理过程需要对实时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
响应，并快速、即时地返回结果。常见推理场景：

推理终端算力中心

物理距离越远，时延越长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模型名称 发布时间
输入费用1

（缓存命中/未命中）
输出费用1

DeepSeek-R1 2024年12月 1.0元 / 4.0元 16.0元

Open AI o1 2024年12月 53.5元/107.1元 428.4元

Claude 3.5 Sonnet V2 2024年10月 2.2元 / 21.8元 108.8元

Llama 3.1 405B 2024年7月 18.1元 / 36.4元 116.0元

主流AI模型API服务收费价格对比

注：1.输入费用与输出费用均以每百万Tokens计算，海外大模型费用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算。

➢ 在保持同等卓越性能的前提下，开源的DeepSeek模型大幅削减了AI应用开发者的成本投入，
这吸引力更多企业加入到AI应用的开发，促进了AI应用的创新性与多样化发展，同时加速了AI

应用的市场商业化进程。

• 针对时延敏感型AI应用（如自动驾驶、实时金融交
易），企业需优先选择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算力节点
部署推理服务，以满足毫秒级响应需求。

• AI应用推理需求的爆发将驱动算力中心零售业务的
下游需求持续增长。

智能客服

✓ 头部流量应用接入DeepSeek，
显著推动了AI大模型技术向日
常化普及

✓ 云厂商以API或私有化部署形式
将DeepSeek模型接入云平台，
推动AI应用开发范式向云端
MaaS（模型即服务）模式演进



推理需求由城市型算力中心承接，原零售型中心升级后或迎需求高峰；训练需求仍集中在环一线及新能源富集地
区，由定制批发型中心承接。未来五年，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需求将实现近30%的增长，28年将突破22GW。

24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中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IT容量需求变化 – 存量口径

6,334

8,535

12,197

15,528

18,831

22,087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单位：MW

关键分析

• 在AI大模型训练的驱动下，算力中心正加速

向超大规模化、集群化的方向演进，这一变

革不仅为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也对算力中心服务商的提出了更高要求。

• 算力中心定制批发服务的需求方在选择服务

商时，需综合考虑多个维度，以确保所选算

力中心能够满足训练推理与应用的各项需求，

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富足的区位：涵盖地区电力资源充沛、

网络通达性强、算力中心人才充足等要素；

2）快速的定制化交付能力：T+6/8的灵活定制

化交付，保证资源快速上架；

3）卓越的运维能力：确保数据中心的安全性与

可靠性，为模型训练的高效率提供保障；

4）良好的资源储备：涵盖土地资源的储备、充

足的电力资源供应，以及算力中心的可扩展性；

5）服务商财务状况、历史合作经验、成本控制

能力等因素也在考量范围之内。

• 基于对行业的长期追踪，我们筛选出超过15

家有定制批发需求的关键下游厂商，对其定

制批发需求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整合。

年均复合增长率 23-28E

定制批发需求 28.4%

主要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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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复合增长率 23-28E

30.8%

17.8%

算力作为激发数据要素潜能的新动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算力基础设施是算力的载体，对
实现数字化转型、培育未来产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6

➢算力主要由通用算力、智能算力和超算算力组成。通用算力作为基础，满足广泛的日常计算需求；智能算力则在新兴技术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超算算力针对特定高端需求提供强大计算能力。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通用算力 智能算力 超算算力

技术特点

• 一般主要由CPU芯
片提供计算能力，
直射计算复杂度适
中的云计算，边缘
计算类场景

• 一般由GPU为代表、
FPGA、ASIC等AI

芯片的加速计算平
台提供的算力，侧
重于处理和分析大
量数据，执行复杂
计算任务

• 由超级计算机等高
性能计算集群所提
供的算力，注重双
精度通用计算能力
追求精确的数值计
算

应用场景

• 应用范围广泛，如
科学研究、工程设
计、商业分析、医
学诊断等

• 主要用于人工智能
的训练和推理计算
如语音、图像和视
频的处理等

• 主要用于尖端科学
领域的计算，如行
星模拟、药物分子
设计、基因分析等

不同算力的重点应用领域中国计算设备算力规模

40 48 55 59 72 86 101 117 13575
155

260

414
497

617

813

1,117

1,587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2020 2021 2022

115

203

314

473

569

703

914

1,235

1,721

智能算力1

通用算力2

单位：EFLOPS

注：1.智能算力基于FP16计算；2.通用算力基于FP64计算。



27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灼识咨询

算力中心行业相关政策梳理

能源政策：“3060”双碳目标下，算力中心行业高耗能问题亟待缓解 东数西算：驱动算力中心行业合理化布局，避免无序竞争

➢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贵州、

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布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建设数据中心集群，并结合产业发展需求优化

建设布局。

➢ 提出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

补和协网联动，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

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

➢ 加强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多元算力资源的科

学布局，提升国家枢纽节点各类算力资源的综合供给水平。

引导各类算力向国家枢纽节点集聚，国家枢纽节点外原则

上不得新建各类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坚决避免区域间

盲目无序竞争。

➢ 到 2025 年底，新建及改扩建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电能

利用效率降至1.25以内，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电能

利用效率不得高于1.2，平均电能利用效率降至1.5以下，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年均增长10%。

➢ 到 2030 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平均电能利用效率、单位算

力能效和碳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北方采暖地区新建大型

及以上数据中心余热利用率明显提升。

➢ 到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

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国际先进水平。到2060年，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碳中和目

标顺利实现。

➢ 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和各领域，提升数据中心、新型通信等信息化基础设施

能效水平。

2024年
7月

2021年
9月

《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2023年
12月

2023年
2月

2022年
1月

《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
实施意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规划布局》

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算力中心，多维度政策引导算力发展：启动“东数西算”工程、东西部差异化定位、绿色低碳
发展、算网融合与调动，推动算力结构多元化配置，促进行业的有序与高效发展。（1/2）



28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灼识咨询

算力中心行业相关政策梳理

➢ 北京将改变智算建设“小、散”局面，集中建设一批智算

单一大集群。

➢ 新建和改扩建智算中心PUE值一般不超过1.25，到规划期

末所有存量数据中心PUE值均不高于1.35。

➢ 预计到2025年，基本建成智算资源供给集群化、智算设施

建设自主化、智算能力赋能精准化、智算中心运营绿色化、

智算生态发展体系化的格局。

➢ 到2025年，上海智能算力规模超过30EFlops（FP16），

占比达到总算力的50%以上。算力网络节点间单向网络时

延控制在1毫秒以内。

➢ 到2025年，上海新建智算中心PUE值达到1.25以下，存量

改造智算中心PUE值达到1.4以下。智算中心内绿色能源使

用占比超过20%，液冷机柜数量占比超过50%。

➢ 到 2025 年，算力规模超过300EFLOPS，智能算力占比达

到35%；存储总量超过1800EB；重点行业核心数据、重要

数据灾备覆盖率达到100%。

➢ 在技术上推动存算网协同相关技术研发，在算力中心建设

上合理配置存算比例，在应用上支撑数据在算力中心内及

算力中心间的高效流动。

➢ 支持产权清晰、运营状况良好的绿色数据中心集群、传输

网络、城市算力网、算电协同等项目探索发行基础设施领

域REITs，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

➢ 建立东西部地区算力对口联建计划，依托国家枢纽节点打

造面向算力需求旺盛地区的算力“飞地”。鼓励面向中小

企业发放算力券、运力券。

一线城市：算力中心供给存在稀缺性，土地资源与能耗指标相对紧张 其他宏观政策：融资支持、对口联建与存算网协同共促发展

2024年
4月

《北京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7年）》 2023年
12月

《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
实施意见》

《上海市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算力浦江”智算行
动实施方案（2024-2025年）》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年
3月

2023年
10月

一线城市强调能效优化与智算升级，环一线城市侧重算力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出台系列文件提供资金保
障、加快重大工程建设以及电力、网络等配套政策，增强算网融合能力，构建全国统一的算力服务大市场。（2/2）



AI 算力需求不断增长，促使机柜功率密度急剧上升，算力中心高耗能问题愈发凸显。而一线城市及周边电力资源
紧缺、成本高昂，在 “东数西算” 政策强劲推动下，算力产业链正加速 “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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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中心机柜功率密度急剧攀升

➢ 智算服务器的高功耗驱动下游客户对机柜部署密度要求逐步提高，市
场需求将向高功率机柜倾斜。

➢ 在当前算力中心租赁市场中，高功率机柜相较于传统机柜供给量较少，
行业面临结构性的供给缺口。

单位：kW /每机柜

2~3
3~5

5~8

20~50

~200

机房
计算机时代

DC

互联网时代
云DC

大数据时代
AI DC

智能时代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报，人民日报，灼识咨询

算力中心行业供给面临电力资源挑战

➢ 电力资源是支撑算力中心行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

随着算力中心行业的快速发展，在一线及环一线的部分地区已面临能耗指

标紧张的态势，进而将导致该部分地区算力中心供给资源的出现稀缺性。

➢ 到2030年，预计算力中心行业用电量将超过4,000亿+kWh。

算力中心耗能持续增长

➢ 2022年我国算力中心用电情况

• 耗电量：2,700亿 kWh

• 能耗占全国总用电量：~ 3%

➢ 电力成本对算力中心服务商的运营有重要

影响，电费支出占到算力中心运维成本的

七成。

➢ 西部地区电价具有明显优势，部分地区算

力中中心用电成本经政策补贴后降低至0.3

元/kWh以下，成为算力中心服务商 “西迁”

的原生动力。

电费占到算力中心
运维成本的比例

~70%

电费

其他



“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十大集群十大集群积极落实算力规划，结合地方特色制定区域算力中心发展要领，
推动区域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和高效利用。

30资料来源：通信产业网，灼识咨询

内蒙古自治区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和林格尔算力中心集群

• 从优化算力产业布局、强化电力保障、促进调度交易、推进
绿色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及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6方
面提出16条支持措施，拿出“真金白银”赋能绿色算力产业
高质量发展。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2,500MW。

京津冀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张家口算力中心集群
• 建成服务京津冀的区域算力调度中心，初步实现集群内数据

中心的一体化高效调度，可调度算力占总算力的比重超50%。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1,750MW。

长三角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集群
• 开展“算建协同”“算网协同”“算能协同” “算产协

同”四大行动，促进算力全领域赋能。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250MW。

芜湖算力中心集群
• 2023—2025年，省级每年统筹安排1亿元，用于支持起

步区数据中心项目建设。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总容量达1,600MW。

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韶关算力中心集群
• 在智算基础设施建设、智算资源成本、公共算力

调度平台建设等方面予以不同标准的保障和补贴。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总容量达1,250MW。

成渝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天府算力中心集群
• 积极发挥以国家超算成都中心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作

用，提高算力服务水平，推进算力赋能应用，加快发展算力产业。
• 四川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750MW。

重庆算力中心集群
• 持续深入实施“算力山城 强算赋能”行动，构建云、边、端协同，

算、运、存融合一体化的算力网络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算网融合
发展高地。

• 重庆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1,250MW。

贵州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贵安算力中心集群
• 聚焦算力、赋能、产业三个关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存算一体、

智算优先”，打造以昇腾为核心的智算集群。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2,000MW。

甘肃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庆阳算力中心集群
• 布局以应用驱动为主的数据开发利用大格局，

持续提升数实融合应用效能。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750MW。

宁夏枢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中卫算力中心集群
• 发放“算力券”，支持高校、科研机构、算力中介服务机构等

使用区内超算、智算资源，开展核心算法创新、模型训练研发
等，全力建设“中国算力之都”。

•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达1,650MW。

“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十大集群算力政策要点

2025年计划建成算力中心容量：

1,000MW以下

1,000-2,000MW

2,000MW及以上

尚未规划枢纽

注：图示算力中心容量分布热力图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各级政府政策规划指标口径。



算力中心行业的供给主要由三大电信运营商、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与企业或地方政府自建三大来源构成，其中
第三方服务商的供给容量份额已接近50%。

31

算力中心行业供给现状概览

✓ 在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战略背景下，伴随着智能化浪潮的
快速推进，算力中心行业的供给规模正持续扩大。

按供给方类别拆分

49%51%

第三方服务商

其他1

➢ 算力中心市场中，供给端目前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三大电信运营商，二是
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三是企业或地方政府的自建算力中心。三大供给方
通过各自的特色与优势，共同驱动算力中心租赁行业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1）三大电信运营商：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电信运营商的算力

中心服务以标准化需求为主，便于企业进行快速部署和接入，旨在通过
其庞大的网络覆盖能力，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资源。

2）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具备高标准等级的算力硬件和运维能力，
为高性能算力和节能方案提供支撑，兼具传统零售业务和大规模批发定
制业务。其中，集群化的算力中心定制业务主要服务于对算力中心有高
度定制化要求的大型企业或特定行业用户，如云服务商、人工智能企业
等。

3）企业或地方政府自建算力中心：企业自建主要用于满足自身核心业
务的数据存储或处理需求，地方政府自建则更多服务于本地经济发展，
特别是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2023年第三方服务商供给IT容量占比

◆ 2023年中国算力中心行业整体供给容量存量1：

20,250 MW

资料来源：信通院，灼识咨询

注： 1. 基于信通院数据进行测算，截至2023年年底，共计810万架标准机架，标准机架功率为2.5KW/架。包含自建自用及对外提供服务全部在运营机架规模。

➢ 以算力中心行业供给IT容
量计算，2023年第三方算

力中心服务商的供给容量
份额已接近50%。



传统电信运营商 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

• 低，以标准化产品为主
• 高，提供定制化服务，从设计、建设、服务

内容均可按照客户需求定制

• 单一网络接入，带宽租赁服务为主
• 云资源池 & 机柜托管
• 标准化服务

• 网络接入丰富
• 多元化服务，包含带宽租赁、机柜托管、异

地镜像、VPN、数据备份等
• 定制化服务解决方案

• 较弱，以标准化的运维服务方案为主
• 较强，提供7*24小时专人运维服务，具备高

度专业性，可提供定制化运维方案

• 政府、央企、国企及小部分互联网厂商 • 以大型互联网厂商为主

• 以零售业务为主，含小部分定制批发业务 • 以定制批发业务为主

• 以完善全国布局为主，在中西部地区投建
超大规模算力中心

• 算力中心资源布局在一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 响应“东数西算”政策，向西部地区算力枢

纽与节点积极布局

第三方服务商凭借对需求的精准把握、强大的定制化服务及高效的集群运维能力，承接了头部互联网厂商与云厂
商的大部分定制批发业务，伴随下游客户需求的持续攀升，第三方服务商承接业务规模将持续扩大。

32资料来源：信通院，灼识咨询

地域布局

代表性服务商

服务内容

主要客户类型

服务灵活性

主要承接业务模式

关键分析

• 在当前算力中心市场中，主要存在着零售与

定制批发两种业务模式。零售模式侧重于满

足零散、较小规模的算力中心需求；而定制

批发模式则更侧重于为大型客户提供高度定

制化、大规模的算力中心资源与服务。

• 电信运营商的算力中心建设战略主要围绕国

家战略布局需求展开，致力于推动算力资源

的均衡分布与高效利用。然而，这种战略定

位使得电信运营商在资源分配与项目部署上

相对分散。同时，电信运营商相较于第三方

服务商，在算力中心的定制化能力与集群化

运维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因素

共同影响了电信运营商在定制批发业务中的

市场表现，导致其承接的定制批发业务需求

份额仅占整体市场的约10%。

• 相比之下，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在定制批

发业务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得益于第

三方服务商对于市场需求的深刻理解、较强

的定制化服务能力，以及高效的集群化运维

能力。同时，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中包含

全国性与区域性两类服务商，两者共同满足

市场中的定制批发业务需求。

运维能力



受益于产业政策和下游市场需求增长，预计至2028年，中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的供给资源持续快速增
长，2028年有望超过25GW。

33资料来源：信通院，灼识咨询

中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IT容量供给变化–存量口径

单位：MW

关键分析

• 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增长共同驱动算力中心

服务商拓展供给资源。现阶段，大型第三方

服务商均积极推进算力中心项目落地，储备

优质资源，建立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 在AI时代浪潮下，算力中心电力消耗水平持

续攀升，电力资源储备已成为算力中心服务

商的关键竞争要素，拥有强电力资源获取能

力的头部服务商在未来竞争中将更具优势。

• 随着AI技术取得的突破以及需求方对算力基

础设施的要求不断提升，算力中心市场将出

现更多的整合机会。头部服务商在技术、资

金、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使他们能够

更快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扩大市场份额，

提高行业集中度，进而促进行业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

• 据信通院《中国算力中心服务商分析报告》,

我们综合选取了20家具备代表性的第三方服

务商作为第三方定制批发市场的主要供给来

源，对其定制批发供给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

整合。

注：供给规模统计口径仅包含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

10,485

12,342

15,968

19,609

23,227

26,235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年均复合增长率 23-28E

定制批发供给 20.1%

主要供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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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及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为抢占AI市场份额，不断扩充超大规模、高性能的算力中心。中国算力中心
市场有望迎来新一波上涨，批发定制型算力中心直接承接超大规模算力需求，部分区域将率先呈现供不应求。

35资料来源：信通院，灼识咨询

中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匹配 – 存量口径

6,334

8,535

12,197

15,528

18,831

22,087

10,485

12,342

15,968

19,609

23,227

26,235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单位：MW

关键分析

• 依托详尽的一手调研，本研究深入剖析了中

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需求的现状及其

趋势。生成式AI及大模型的蓬勃兴起，不仅

拓宽了算力中心的应用场景，还激发了前所

未有的创新活力，为算力中心市场开辟了全

新的商业机遇。

• 在需求端，本研究全面梳理了中国在算力中

心定制批发领域的关键下游厂商的需求状况

及未来发展趋势，这些厂商主要来自互联网、

云服务及短视频等行业。

• 在供给端，本研究全面梳理了中国头部的全

国性及地区性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的运营

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 随着DS对垂类模型的影响迅速扩散，千行

百业对算力的需求将逐渐显现，算力中心的

使用量与上架率将稳步攀升。

• 就区域布局来看，环一线城市及能源富集区

因具备具备承接大规模训练算力需求的良好

条件，比如充足的电力保障和能评批复；而

一线城市由于汇聚了大量高科技企业、科研

机构以及丰富的人才资源等，更适合承接推

理算力以及训推一体的算力需求。

注：定制批发供给规模仅测算第三方算力中心服务商在运营IT容量

需求

供给当年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xx%

年均复合增长率 23-28E

28.4%

20.1%

60%

69%

76%

79%

81%

84%



从区域分布来看，环京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算力中心聚集地，其上架率远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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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2%

10%

13%

环京地区

长三角

粤港澳

西南及其他地区

49%

23%

13%

15%

环京地区

长三角

粤港澳

西南及其他地区

69%

79%

65%

52%

58%

长三角

粤港澳

环京地区 西南及其他地区

全国整体

• 2024年末，全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市场需求总量达 8.5GW，供给总量为 12.3GW，整体上架率为 69%。从区域分布来看，环京（含内蒙古）在全国供需总量中

均占 50% 左右，剩余分别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地区与西南及其他地区。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灼识咨询

2024 年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市场需求 8.5GW 分布 2024 年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市场供给 12.3GW分布 2024 年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市场分地区上架率情况

• 截止 2024 年末，全国存量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
批发市场总需求（不含运营商）为 8.5GW。

• 其中环京（含内蒙）为 4.8GW、长三角 1.8GW、
粤港澳 0.85GW、西南及其他地区为 1.1GW。

• 截止 2024 年末，全国存量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
批发市场总供给（不含运营商）为 12.3GW。

• 其中环京（含内蒙）为 6.0GW、长三角 2.8GW、
粤港澳 1.6GW、西南及其他地区为 1.8GW。

注：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市场统计的供需数据不包含运营商；环京地区包括内蒙古；西南及其他地区包括山西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未来环京和长三角地区的算力中心上架率有望持续提升，并率先实现供需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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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 2025～2028 年，全国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市场累计新增需求约 13.5GW，累计新增供给约 13.9GW。分区域来看，环京地区的使用率预计将在 2025 年率先

突破 80%，随后长三角地区将在 2026 年超过 80%。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灼识咨询

分地区上架率（使用率，存量需求/存量供给，%）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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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E 2028E

全国整体

环京地区

长三角

粤港澳

西南及其他地区

80%上架率

2023 2025E2024 2026E

分地区每年增量供需预测（GW）

 环京

0.91
0.80 0.77 0.73

0.64 0.60
0.71

0.52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长三角

0.13 0.15 0.15 0.15

0.34 0.33 0.31
0.24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粤港澳

0.20 0.24 0.26 0.28
0.20

0.49
0.44 0.42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西南及其

他地区

2.43 2.14 2.12 2.10
2.44 2.22 2.16 1.84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增量需求 增量供给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环京地区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的重要节点，算力规模领先全国，行业主要供需方均将核心资源布局于
此。长三角地区未来新增供给规模远小于需求，随着现有产能逐步消耗，整体供需格局将趋于平衡。

38资料来源：专家访谈，灼识咨询

2025-2028 年环京地区累计新增需求 8.8GW，累计新增供给 8.7GW 2025-2028 年长三角地区累计新增需求 3.2GW，累计新增供给 2.5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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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地区（含内蒙古）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

受北京禁限政策影响，环京地区直接承接北京外溢的算力需求；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以及算力网络建
设的完善，京津冀作为我国算力产业发展的关键枢纽，有望在2025年率先实现供需反转。

39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当年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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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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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算力基础设施市场进入理性发展阶段，算力中心热点城市市场的此

消彼长本质上是头部客户业务发展进程对基础设施需求演变的真实映射。
客户业务对IT架构不断迭代升级，对物理资源的直观要求变为更大、更快、
更经济，倒逼IDC供给侧提供产能更高、成本更低的集群化产品。

➢ 环京城市数据中心产业带逐渐形成，并经历从北京到廊坊、从廊坊到张家
口、从张家口再到乌兰察布、大同的市场热点覆盖。



环京地区（含内蒙古）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

京津冀地区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算力规模领跑全国，多元化业务场景需求，第三方算力
中心定制批发业务持续走高，有望在2025年率先实现供不应求。

40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当年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xx%

69%
80%

86%
89%

92%
95%

呈供不应求趋势
价格有望迎来拐点

• 环京地区的算力中心供给布局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其
算力中心供给主要在北京中心城市外的郊区、廊坊、张家口以及天
津武清区等地。北京受土地资源、电力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算力中
心供给收紧，主要提供高质量、低能耗的算力中心。

✓ 廊坊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核心网络节点布局，是承接北京需
求外移的理想之地；首先承接了北京外溢的部委、互联网大厂、公
有云等大规模算力需求。

✓ 张家口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资源，不断加强与京津
冀其他地区的协同合作，共同打造绿色、高效的算力中心产业集群，
主要为互联网巨头及云厂商提供定制批发型算力中心。

供给特征

•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是全国互联网企业总部、金融行业企业总部以
及独角兽企业总部的聚集地。全国有超三分之一的百强互联网企业总
部位于北京，阿里巴巴、百度、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
企业，覆盖了电商、视频、游戏、社交等消费互联网的重要领域，引
领北京地区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北京市是国家金融管理
中心，是中国金融产业聚集区，金融产业产值占整个市GDP 的比重达
到20%，存贷规模、保险规模、证券交易规模位于全国前列，且保持
10%以上的增速，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很大。

• 环京地区主要承接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大厂、公有云业务以及其他非首
都功能业务，对算力中心的存储容量、计算能力及网络传输能力要求
高。随着AI技术的渗透、数字经济发展、新兴技术应用及企业数字化
转型加速，环京地区的算力中心需求蓬勃。

需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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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地区（含内蒙古）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內蒙古

内蒙古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节点，承担着承接东部地区算力需求的任务，算力需求快速攀升，通过
技术创新和持续优化能源使用效率，内蒙古将进一步巩固全国算力保障基地的地位。

41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26%
72%

78%

79%
81%

86%

• 内蒙古是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内蒙古正积极推进国家算力协同发展试点建设，加快上游IT硬件软件
设备、中游算力网络及平台、下游应用场景全产业链发展。

• 内蒙古利用其毗邻京津冀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及绿色清洁能
源资源，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了低成本电力保障与强大的算力支持，承
担了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提供高实时性算力保障的任务。根据《北京
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7年）》，北京将构建京津
冀蒙算力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为主
轴的京津冀蒙算力供给走廊。内蒙古当地政府积极规划，在呼和浩特、
和林格尔、乌兰察布等地打造大型算力中心集群，形成规模化供给能
力，华为、世纪互联、中金数据等智算中心正在建设中，预计到2025

年，智能算力规模将突破8,000 PFLOPS。

供给特征

• 内蒙古正在加快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建设，以满足人工智能、科
学研究、工业仿真等领域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

• 内蒙古的算力中心不仅服务于数字经济，还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
发展，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通过与京津冀、长三角等
地区的合作，内蒙古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实现跨区域算力
资源的协同利用。通过建立算力交易平台，动态调度全区算力资源。

• 乌兰察布以云计算厂商自建和第三方代建项目为主，主要聚焦云计
算客户，包括华为、阿里、苹果以及快手等。

• 和林格尔超前部署超算中心、智算中心等，积极引进人工智能、智
能算法应用等国内外技术领先企业，承接、吸引超算平台项目，侧
重于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银行总部数据中心、云服务商和科技企
业自用数据中心等。

需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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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

受生成式AI影响，长三角地区未来对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模式下的算力中心资源需求复苏，但因前期供
给端超前布局，需要一定的消耗周期，未来增速将逐步放缓，整体供需格局趋于平衡。

42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57%
65%

79%
87%

90%

95%

上海

•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拥有众多互联网科技、
金融及先进制造企业，对算力资源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要求较高。

• 该地区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可观，2023年约占全国1/3，其人工智能
产业布局呈现多中心集聚发展的态势，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
合肥等地成为主要集聚地，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以浙江
省为例，浙江是数字经济发展先行省，在算力建设上处于领跑地位。
24年4月，《浙江省智能物联产业集群建设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年，浙江算力规模达40EFLOPS以上，高性能算力规模达到
30EFLOPS以上。

• 长三角地区当前的算力中心定制批发需求存量主要来自于金融企业
与互联网头部厂商。受益于AI发展与长三角地区AI企业的数量庞大，
预计未来算力租赁需求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云服务商在该区域内的
算力中心需求扩张。

需求特征

• 上海作为华东地区IDC市场的领头羊，坐拥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国内外众
多顶尖IDC服务商争相入驻，构建起华东最为核心的IDC枢纽，但由于其
批复资源规模受限，不符合头部客户定制集约化需求而使得周边市场兴起。

• 苏州市的IDC规模稳居次席。下辖市如昆山、太仓、常熟等地，成为了上
海溢出定制化IDC资源的首选承接地，这些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
活的定制服务，满足了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 南通市则以迅猛之势崛起，特别是得益于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的自建项目，
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繁荣，位列第三。

• 张家港则正积极布局IDC项目，预示着未来市场的进一步扩张。

•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长三角地区的算力中心正在向高密度、高能效的方
向发展，供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供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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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地区受限于大型下游客户较少，算力中心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未来供需预计保持稳定。西南及其他地区依
托丰富的新能源资源，供给将持续增长，其中贵阳、大同等核心区域供需两旺。

43资料来源：专家访谈，灼识咨询

2025-2028 年粤港澳地区累计新增需求 0.6GW，累计新增供给 1.2GW 2025-2028 年西南及其他地区累计新增需求 1.0GW，累计新增供给 1.5GW

单位：MW
2025-2028 年前三大需求分布

2025-2028 年前五大供给分布

2025-2028 年累计需求分布（地区占比、累计需求） 2025-2028 年累计供给分布（地区占比、累计供给）

2025-2028 年前五大需求分布

2025-2028 年前五大供给分布

单位：MW

2025-2028 年累计需求分布（地区占比、累计需求） 2025-2028 年累计供给分布（地区占比、累计供给）

需求方二

27%
(156)

需求方五

40%
(229)

需求方四

9%
(48)

其他

24%
(136)

供给方三

17%
(203) 供给方七

16%
(192)

供给方八

19%
(228)

供给方六

7%
(85)

供给方九

31%
(382)

其他

11%
(130)

需求方一

14%
(141) 需求方二

14%
(133)

需求方四

21%
(203)

需求方三

4%
(39)

需求方五

37%
(359)

其他

11%
(104)

供给方二

23%
(360)

供给方一
15%
(235)

供给方三

25%
(390)

供给方十

6%
(90)

供给方十一

19%
(300)

其他

11%
(170)

52
59 60 58

38 39 40 39

30 32
37 37

2025 2026 2027 2028

需求方二

需求方五

需求方四

53
50 50 50

36 38 36
31

21
27

38

48

32

19

27 26

9 10 10 10

2025 2026 2027 2028

需求方四

需求方三

需求方二

需求方五

需求方一

42

52

62

72

49 50 51 52
48 48 48 48

20

31 33

46

21 21 21 22

2025 2026 2027 2028

供给方八

供给方六

供给方七

供给方九

供给方三

95 98 98 98
90 90 90 90

14

70 67

84

25 25

60 60

30 30 30

2025 2026 2027 2028

0

供给方三

供给方十

供给方一

供给方十一

供给方二



粤港澳地区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

粤港澳地区整体算力中心需求增长不敌其他区域，未来供给将集中在韶关及东莞两大算力集群，受益于部分大厂
在该区域稳定部署规划，预计上架率有望维稳。

44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53%

52%
49%

49%
49%

50%

• 粤港澳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其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算力需求。

• 算力中心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电商、金融证券、智能驾驶、互联网
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同时，该地区算力需求增长的关键动力源自部
分大厂的稳定布局。例如华为、腾讯在粤港澳地区有一定的用户基
础，出于对网络延迟等因素的考量，以及依据自身业务的算力调度
优化需求，在粤港澳地区制定了稳定的部署规划。

• 韶关是粤港澳地区提供算力资源的重点城市，以承接广州、深圳等
地实时性算力需求。目前，朗科科技、华天科技、芯峰光电等企业
已成功落地韶关集群。

• 东莞的交通网络与地理位置优势，利于算力资源快速调配，主要为
深圳等地区提供算力资源。算力中心存量资源多来自互联网大厂的
定制批发型业务，如阿里、华为、百度、腾讯等。

需求特征

• 相较于其他地区，粤港澳地区算力中心规模相对偏小，主要系当地气候气
候潮湿且气温常年较高，不利于大规模、高能耗的算力中心进行长时间、
不间断运行。该地区的算力中心供给以本地化的第三方服务商为主，数量
多，但算力中心的可扩容空间有限；同时，该地区有众多的跨行业进入者，
为行业带来更加丰富的供给选择。

• 广州和深圳作为粤港澳核心城市，面临电力资源和能源供应紧张的境况。
由于电力资源限制，两个城市现阶段已基本暂停批复3,000R+以上能评。

• 粤港澳地区算力资源供给重心逐渐向韶关和东莞转移。

✓ 韶关：凭借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具备适宜气候、绿电
保障等算力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粤港澳地区提供算力资源的重点城市,

当前已建成的算力中心主要由运营商和鹰硕集团投资建设并运营。

✓ 东莞：具备制造业基础，为算力硬件设施制造，如服务器、存储设备等生
产提供便利。

供给特征

韶关

东莞

当年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xx%

需求增量

需求存量

供给增量

供给存量

772
1,46885

186
857

1,654

772
1,468

772

1,468

857
1,654126

344
983

1,998

983

1,998147

328

1,130

2,326

1,130

2,326151

307

1,281

2,633

1,281

2,633145

241

1,426

2,874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供需变化情况



西南及其他地区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

受益于西南及大同地区丰富的新能源资源，算力中心在这些地区承担了重要的能源消纳作用，未来供给将持续走
高，贵阳及大同两地需求较为旺盛，但其他地区需求尚未迎来大规模算力需求爆发。

45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53%
58%

62%
60%

60%
61%

•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和算力需求的日益增长，西南等非核心经济圈在算力中
心的供给部署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地区凭借各自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
禀赋和政策支持，正在逐步构建起高效、协同、可持续的算力服务体系。

✓ 西北地区（以甘宁为代表）：宁夏、甘肃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自然冷源和
良好的地质条件，为算力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同时，低廉的电
费也降低了算力中心的运营成本，为全国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支持。

✓ 成渝：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用户规模较大、应用需求强烈，服务商较为
积极在该地区进行部署。截至2024年年底，四川拥有131个数据中心，并建设
算力调动服务平台。

✓ 湖北武汉：作为中部地区代表性城市，形成以运营商和政企等国资背景企业共
同部署算力供给的局面。截至2024年，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已
落成，城市级算力公共服务平台上线，汇聚超4,300P高性能算力。

供给特征

• 以西南地区为主的其他区域当地主要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东数西
算”之前算力需求相对较为基础。伴随“东数西算”推进，这些区域开始承
接来自东部地区的算力转移，算力需求量和质量均在得到不断提升。

✓ 贵州贵阳市贵安新区：目前已吸引泛互联网头部企业华为、腾讯、网易，以
及美的、富士康、气象局、贵州农信、国家电投等企业进行大规模布局。

✓ 西北地区（以甘宁为代表）：亚马逊、美团均在宁夏建成大型数据中心，宁
夏中卫数据中心已陆续为超过4,000多家单位提供服务。宁夏也已建成全国首
个万卡级智算中心，可以向社会各界提供大模型训练所需的各种服务。

✓ 湖北武汉：智能驾驶和智慧城市是武汉算力中心需求的主要来源。智能驾驶
领域，车企为处理海量传感器数据，对高性能且低时延的算力需求高。智慧
城市建设需实时处理分析海量数据，以及统筹调度资源，需要高性能的算力
中心支持以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

需求特征

当年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xx%

需求增量

需求存量

供给增量

供给存量

832
1,573240

2721,072

1,845

832
1,573

832

1,573

1,072
1,845

200

199
1,272

2,044

1,272
2,044

241

494
1,513

2,538

1,513
2,538

261

436

1,774

2,974

1,774

2,974
276

416

2,050

3,390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供需变化情况



西南及其他地区第三方算力中心定制批发业务供需关系分析：山西（大同）

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大同地区得到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青睐，单一需求强势带动山西大同算力
经济，第三方算力服务商审慎布局，供需平衡有望维稳。

46资料来源：企业年报，灼识咨询

注：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超过80%即为供不应求

单位：MW 74%
78%

78%
79%

78%
77%

• 山西省是全国唯一全省域、全方位且系统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同紧抓发展窗口期，着力吸引北京及周边地
区数据存储、容灾备份、计算类等数据中心产业转移，将自身定位
于服务于京津冀的数据基地，并为支持数据中心发展提供了较为丰
厚的政策支持。

• 山西省在算力中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多个重点项目正在推
进中，涵盖了智能算力、绿色低碳算力以及区域性的算力枢纽节点
建设。

• 山西大同市充分利用区域、气候、能源、链路等优势条件，已经集
合了秦淮、京东等企业入驻，目前该县正在围绕大数据产业进行重
点招商。

供给特征

• 目前大同已入驻字节、京东等公司。截至目前，仅字节在大同地区IT

需求需求便超过650MW，在建接近200MW，同时仍有超过900MW

需求规划中，大幅拉动山西地区定制批发业务的需求。

• 以绿电园区建设为依托，大同地区主要为字节旗下今日头条、抖音、
西瓜视频等业务，其中短视频、直播和音频为主要载体。近年来，
字节短视频业务飞速发展，衍生了更多元的应用场景，伴随IT技术的
发展，字节对计算处理速度及频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需求特征

大同

当年存量需求占比存量供给xx%

需求增量

需求存量

供给增量

供给存量

543 734
164

177
707

911

543 734

543
734

706 911

56
62762

973

762
973

57
64819

1,037

819
1,037

55
84874

1,121

874
1,121

54

83928

1,204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供需变化情况



短期内，大模型训练需求激增成为算力中心行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推动行业供给侧转型升级进而有效改善行业
供需格局；长期来看，AI大模型的日益成熟与广泛应用，算力中心行业的增长潜力将源于推理需求的增长。

47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未来展望

一、行业背景与市场需求

         算力中心作为支撑AI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关键基础设施，正面临巨大的市场需求。大模型训练对算力资源需求极大，进而对算力中心的超大规模化与运
维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大模型训练成为推动算力中心行业定制批发业务显著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现有优质算力中心资源被需求方快速消化。

2025年1月，DeepSeek的发布引起了全球关注，其开源化、低成本、高性能的三大特性，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增添新动力。在训练端，DeepSeek有望
激励更多参与者进一步加大在大模型训练的投入；在推理端，AI应用的开发与落地进程将进一步加速，而推理需求将成为算力中心行业未来重要的增长引擎。

二、行业供给与业务发展

         近年来，受新基建政策与东数西算战略的驱动，算力中心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市场供给量大幅增加。然而，行业面临着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紧张及全

球经济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游市场需求趋于疲软，市场一度陷入供过于求的局面。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下游客户的智算需求激增，不仅推动
了算力中心对电力资源的需求扩张，也催生了对基础设施架构革新的需求，为行业供给侧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头部服务商凭借技术、资金与资源优势，
能够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为行业下游需求匹配有效供给，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引领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三、供需关系与市场竞争

        当前，算力中心行业的定制批发业务市场竞争格局正经历积极的调整与优化。而在以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市场价格已经触底，行业内各参与者的定价

策略亦日趋成熟与理性。在需求端方面，需求方当前的关注点已从单一的价格因素转向更为综合的服务品质与效率考量，显示出市场对高质量服务的强烈
需求。随着供需两端的持续改善，中短期内行业有望迎来积极的供需转折点，市场定价亦将呈现转折态势。届时，算力中心作为资源导向型业务，优质资
源供给将越发稀缺，算力中心行业将有望彻底摆脱低价竞争困境，步入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

四、长期增长潜力

         随着AI技术与商业模式的不断成熟，推理需求有望逐步释放，为算力中心行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下，AI技术

将广泛渗透至金融、医疗、教育、制造、物流等多个关键行业领域，这些行业客户对大模型推理的需求将日益旺盛。特别是一线城市及若干经济较为发达
的二线城市，凭借更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更高的科技应用水平，将成为推动这一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这些行业客户在算力资源方面需求的持续增长，
以及他们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分布特点，算力中心行业的零售业务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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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大模型厂商算力资源的采购模式以公有云算力租赁为主，未来整体算力需求持续扩大。

49

大模型厂商算力部署策略

• 智谱、Kimi、Minimax等独立大模型企业通过
向第三方或运营商采购和租赁算力硬件部署。
鉴于成本波动、技术升级等因素的考虑，短期
内这些大模型厂商的算力需求将以公有云算力
租赁为主。未来算力需求规模的扩大将使大模
型厂商逐步下云。

• 字节、阿里、华为、腾讯等互联网大厂通常采
取自采算力服务器，部署到自建或租赁的算力
中心的策略，通过自有资源和自主部署满足大
规模计算需求。

中国大模型AI企业整体算力需求，2023-2028E

• 大模型厂商主要分为两类，包括自主研发大模
型的互联网大厂，以及独立大模型企业。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23-2028E

21.8%

35.0%

47.6%

单位：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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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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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战略 部署资源
2024年前4月三大运营商
智算中心项目建成概况

• 规划“2+3+7+N+M”多层
次智算算力布局。

• 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建
设万卡智算集群，西部地
区打造大规模绿色智算池。

• 截至2023年，中国电信
京沪苏贵宁等节点具备
千卡以上训练资源。

• 中国电信中部智算中心

• 中国电信临港公共智算中心

• 武昌智算中心

• 以“4+N+31+X”战略布
局算力中心网络。

• 其呼和浩特超大规模单体
智算中心是全球运营商最
大单体智算中心。

• 2024年，中国移动首批
12个智算中心正式投产，
算力规模达11EFLOPS。

• 中国移动智算中心(青岛)

• 中国移动（克拉玛依）智算中心

• 深圳龙华新型工业智算中心

•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二期

• 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呼和浩特)

• 围绕“5+4+31+X”算力
资源布局，完善多级架构。

• 针对不同行业设立“数字
化军团”。

• 目前中国联通算力中心
机架规模超40万架，完
成 29省千架资源布局，
骨干云池城市覆盖超
230城，MEC节点超
600个。

• 中国联通京津冀数字科技产业园

• 京西智谷-北京联通自主创新人工
智能算力中心

三大运营商积极投入全国一体化算力中心网络建设，除服务于一线城市外，还广泛覆盖了众多非一线城市群，为
政府、金融、互联网、制造业等下游行业客户提供以零售为主的算力中心资源支持。

51

三大运营商以国家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智算中心战略布局，为算力做出贡献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灼识咨询

三大运营商的主要客户群体

… …

制造业互联网

金融政府

✓ 三大运营商的算力中心网络覆盖广泛，

涉及众多非一线城市群

✓ 以零售业务为主，服务多元的客户类型



中国电信正积极推进智算中心布局进程，至24年底预计能够对外提供算力中心服务的运营容量将达到3GW，并且
未来将以环京地区作为战略发展重点，推动该区域内的机架规模进一步高速增长。

52

中国电信算力中心服务运营容量存量1

• 中国电信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
也是国内领先的云网、智算服务提供商。

• 重点规划“2+3+7+N+M”智算布局，在上海与北京已
经建成单集群的万卡智算资源池，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设立多个具备千亿参数以上训练能力的公共智算中心。

• 公司有部分算力中心资源向电信旗下天翼云提供服务，
预计至24年底，对外提供服务的机柜数量达到52万架。

>

中国电信

➢ 环京地区（含内蒙古） 3：廊坊、怀来和雄安将是未来机柜数量增长的
重点地区。预计未来机柜的年增量预期为2.5~3万架，同比增速将是各
区域中最高的，约15%。内蒙地区电信规划建设10万机柜。

➢ 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未来机柜的增速低于京津冀地区，约为12-15%。

➢ 粤港澳地区：机柜数量增长情况取决于政策支持程度与需求侧情况，公
司未将粤港澳地区作为核心的算力节点，同比增速将在10%以下。

➢ 西南及其他地区：预计25年后年均机柜增量可超过2万架。

当前运营容量存量区域分布2

2,716
3,253

4,536

6,108

2023 2024E 2026E 2028E

运营容量MW

算力中心合建情况

算力中心服务业务具体情况

21%

24%

15%

40%

环京

长三角

粤港澳

西南及其他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45%

自建

55%

合建

50%

自建

50%

合建

北京 上海

• 在北京和上海等资源日益稀缺的地区，未来合
作建设的机房比例将持续上升，主要系众多算
力中心服务商经营策转变，更加注重利润回报，
不再倾向于持续进行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

• 预计合建机房的比例最高将达到60%。

注： 1.运营容量计算仅包含中国移动自建且不含自身云业务使用容量；2.分布比例以截至2024年底运营容量存量计算； 3.环京地区为河北及内蒙古地区。

“2+3+7+N+M” 智算布局

N个行业大模型 + M个内部大模型

两大万卡集群 • 京津冀

• 算力互联互通平台“息壤”
• 通智超一体化智算加速平台“云骁”
• 一站式智算服务平台“慧聚”

• 云计算及算力
• 新一代信息通信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三大智算平台

七大

战略新兴业务

• 安全
• 量子
• 数字平台

• 互联网企业、政府机关、教育公司、金融证券公
司、大型ICP运营商、游戏运营商等

客户情况

• 长三角



中国移动至24年底预计能够对外提供算力中心服务的运营容量将达到2.2GW，未来年均增量超过5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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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
截至2023年底，算力中心能力覆盖国家“东数西算”
全部枢纽节点。

• 公司目前按照“4+N+31+X”进行算力中心总体资源
布局，目前投产机柜数量超100架的算力中心超530座，
总体机柜数量超130万（3kw以上），其中对外提供服
务的机架能力预计在2024年底达到50万架。

>

中国移动

➢ 环京地区（含内蒙古）3 ：未来增量主要来自于张家口算力中心，预计
25年-26年每年均会新增8,000个机架投产，预计其中50%将用于对外租
赁。未来25-26年投产容量预计年增长分别为90MW及125MW。内蒙古
是未来规划的热点区域

➢ 长三角地区：新增需求主要来自于智算，未来25-26年投产容量预计年
增长分别为100MW及120MW。

➢ 粤港澳地区：韶关枢纽乐观预计26年投产，26年之前该地区市场需求将
主要以生态和合作形式满足。

➢ 西南及其他地区：成渝地区是未来规划的热点区域。

1,931
2,184

3,199

4,644

2023 2024E 2026E 2028E

运营容量MW

算力中心服务业务具体情况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16%

27%

12%

44%

环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

西南及其他

中国移动算力中心服务运营容量存量1

当前运营容量存量区域分布2

“4+N+31+X”算力中心资源布局

• X：面向300多个地市，按需建设，灵活部署X个
下沉式边缘云。

• N：建设N个中心资源池，辐射全国各大地区，满
足全网标准化需求。

• 31：面向31个省，统一标准，满足属地化用户需
求，建设多个省级资源池，实现云服务100%覆盖。

• 4：在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陕川渝4大热点
经济区布局高品质资源池。

注： 1.运营容量计算仅包含中国移动自建且不含自身云业务使用容量；2.分布比例以截至2024年底运营容量存量计算； 3.环京地区为河北及内蒙古地区。

客户情况

• 客户涵盖有大型互联网企业、政企类客户（党政
军、金融、媒体、制造业等）、医保、云交通等

客户需求变化

• 在智算时代背景下，客户在采购第三方算力中心
服务服务时，会明确提出要求服务商必须是算力
中心产权持有者，已成为众多项目的硬性标准。

• 这一变化主要系智算的集群化、大规模化的租赁
模式合同期限通常达10至15年，客户为确保租赁

期间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普遍要求算力中心服
务商必须具备良好的产权稳定性。



中国联通至24年底预计能够对外提供算力中心服务的运营容量将达到1.5GW，并且公司围绕东部智算产业发达区
域和西部资源充沛区域推进梯次算力中心布局和落地建设，预计2025-2026年实现规划产能的大规模投产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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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算力中心服务运营容量存量1

• 中国联通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

• 中国联通围绕国家“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
构建了“5+4+31+X”的高算力、高安全数据枢纽网络。
同时，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前沿场景，中国联
通创新性提出打造“1+N+X”智算能力布局。

• 预计至24年底用于对外服务的机柜数量将接近25万架。

>

中国联通

➢ 环京地区（含内蒙古） 3 ：内蒙古乌兰察布与和林格尔的算力中心于24

年投入建设，预计25年完成首批大规模交付，约2.5万机架。

➢ 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主要算力中心位于上海、嘉善、芜湖，24年
新投产的机柜数量达到1.5万架。

➢ 粤港澳地区：韶关算力中心将是未来的主要增量，预计未来到25-26年
会有近4,000个机架进一步投产。

➢ 西南及其他地区：预计2026-2028年西南地区平均每年新增3500个机架。

45%

33%

12%

10%

环京
长三角

粤港澳

西南及其他

1,213

1,564

2,189

2,604

2023 2024E 2026E 2028E

运营容量MW

客户情况

“1+N+X”智算布局

“5+4+31+X”枢纽网络

注： 1.运营容量计算仅包含中国联通自建且不含自身云业务使用容量；2.分布比例以截至2024年底运营容量存量计算； 3.环京地区为河北及内蒙古地区。

• 24年占比情况：互联网70% / 金融及政府30%

• 未来占比趋势：互联网40% /政府 40% /其他 20%

• 客户业务量占比变化主要系互联网厂商逐步向海外
布局算力中心，国内需求缩减

算力中心服务业务具体情况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当前运营容量存量区域分布2

• X：在地级市灵活部署X个边缘算力中心。

• 4：在蒙、贵、甘、宁四地建设国家西算枢纽节点。

• 31：面向31个省，在包括长沙在内的省会城市、
经济发达城市打造核心算力中心。

• 5：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陕、鲁豫，
5大热点区域打造全国高等级算力中心。

X个
智算训推一体枢
纽和属地化

1个 超大规模的单体
智算中心

N个 智算推理节点



CIC灼识咨询

电话：+86 21 2356 0288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普济路88号静安国际中心B座10楼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ninsights.com

敬请致函：marketing@cninsigh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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