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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
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全国一
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布局全国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启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构建国家算力网络体系。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
勃发展，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

用不断凸显。
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进度加快，全社会数据总量
呈爆发式增长，数据资源存储、
计算和应用需求大幅提升，迫
切需要推动数据中心合理布
局、供需平衡、绿色集约和互联
互通。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
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
体系，有利于促进数据要素流
通应用，实现数据中心绿色高
质量发展。

然而现实是，目前我国数

据中心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失
衡、失序发展等问题。这是由
于传统上，我国通信网络主要
围绕人口聚集程度进行建设，
网络节点普遍集中于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数据中心对网络依
赖性强，随之集中于城市部署。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
是，东部一些地区应用需求大，
但能耗指标紧张、电力成本高，
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难度和局
限性大；西部一些地区可再生
能源丰富，气候适宜，但存在网

络带宽小、跨省数据传输费用
高等瓶颈，无法有效承接东部
需求。

由此，《方案》布局在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
渝，以及贵州、内蒙古、甘肃、宁
夏等省区建设全国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以下简称“国家枢
纽节点”），重点推动在数据中
心布局、网络、电力、能耗、算
力、数据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

“通过国家枢纽节点布局，
可引导数据中心向西部资源丰

富地区以及距离适当的一线城
市周边地区集聚，实现数据中
心有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
高技术司主要负责人表示。

此外，对于国家枢纽节点
以外的地区，《方案》指出，重点
推动面向本地区业务需求的数
据中心建设，加强对数据中心绿
色化、集约化管理，打造有地方
特色、服务本地、规模适度的算
力服务。加强与邻近国家枢纽
节点的网络联通。后续根据发展
需要，适时增加国家枢纽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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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在数字化转型
工作上又迈出坚实一步。

近日，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一市网信部门在沪召开
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联席会
议，共同签署《沪苏浙皖网信协
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协议书》。

5月27日，在第三届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
三省一市政府与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等电
信运营商签订《深化5G创新应
用，服务长三角数字化转型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十四五”期间共同加速5G基础
设施建设，深化5G创新应用，服
务长三角数字化转型发展。

“共”“同”“合”推进转型

记者注意到，在上述联席
会议上，三省一市网信办一致

认为，要在中央网信办的指导
下，积极协助推进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的统筹协调，强化网络
安全领域的威胁情报共享和网
络安全事件协同处置机制，联
合推进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
全评估体系建设，合力提升技术
管网治网能力，共同为长三角的
数字化发展贡献网信力量。

“这里面的关键字是‘共’
‘同’‘合’。”独立经济学家王赤
坤向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各地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各自为
政、自制规则、自定标准。无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带来的后果
就是重复无效建设严重，造成
数字化资源巨大浪费。“三省一
市此举实际上是想打造数字转
型下区域协同示范区。”

为什么长三角能够先行一
步？一个数据或许能给出答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80%以上的
网络交易都发生在长三角。

曾有多年通讯和高科技产

业咨询经验的行业观察者陶旭
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
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信息化基
础设施程度高，5G、家庭宽带、
企业宽带接入的渗透率高，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基础好。
特别是居民、劳动力和政府工
作人员的知识水平相对较高，
所以不论是生活数字化、产业
数字化，还是社会治理数字化，
都更好地被接受、配合和利用。

“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
达，区域经济水平趋同，区域数
字化基础建设相同，区域数字
化市场环境相似。在上级部门
的指导下，更容易协同建设和
衔接。”王赤坤说。

三省一市持续发力

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城市
数字化转型，还是智慧城市建
设，都是一个迭代渐进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的转变。这其

中，不仅有技术的加载，还有思
维的转变、商业模式的完善，更
有体制机制的改革。

事实上，长三角三省一市
在数字化转型工作上，一直在
持续发力。

今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
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
字化转型的意见》，目标打造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与此前不少地方提出的政
府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等
某个领域的数字化相比，上海
市在全国首次提出“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透露
着上海要进入城市发展下一个
阶段的信息和决心。

江苏省召开长三角数字化
转型大会，共谋高质量融通合
作、共商长三角协同发展。

浙江省召开数字化改革大
会，明确数字化改革定义、改革
重点，提出加快构建“1+5+2”
工作体系。

安徽省举办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峰会，进一步助推制造业
数字化进程，为企业信息化发
展探索合适的路径与方向。

“基于此，建议长三角数字
化转型从共同规划、统一标准、
协调实施三方面发力。”在王赤
坤看来，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
精确探索行业标准和行业规
范，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从
而推动智能互联基础设施快速
建设，为将来更多区域数字化
转型提供经验；同时，可以为参
与数字化转型的上下游企业提
供明确的业务方向和清晰的业
务范围，减少参与企业的盲目
研发和浪费。

业内：减少对劳动力数量依赖
是转型重点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大
体上看，长三角协同推进数字
化转型有着天然优势，但仍然
面临不少难题。

陶旭骏表示，长三角地区
基础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不严重，
因为有大量人口补充，但劳动力
成本上升的问题不容忽视。

对此，北京特亿阳光新能
源总裁祁海珅也有着相同看
法：“现在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
感受，营业收入增长越来越乏
力，但是各种成本居高不下。
过去众多企业一直追求高速增
长，很多时候是粗放式发展，这
导致一些企业的运行成本很
高，缺乏核心竞争优势。”

祁海珅认为，长三角地区
金融财政雄厚，拥有研发人才
聚集的优势，可多维度地应用
于生产生活数字化、深层次赋
能转型、高效率执行力度、精益
化生产以及先进的管理水平。

“利用数字化提升生产效
率，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是
重点方向。”陶旭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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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原是一片荒山，现已成为一座工业新城。该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24.5平方公里，建成区已近20平方

公里，目前已入驻豫光金铅、华能沁北等110余家企业。产业集聚区围绕“千亿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的目标，已形成有色金属及深加工

和能源及新能源两大主导产业，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循环经济之路。图为5月26日，河南济源豫光集团建设的我国首个覆盖全国的

再生铅回收系统的生产场景。 史家民摄

河南济源玉川产业集聚区：特色循环经济助推工业新城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