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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据中是算力世界的基础
当前世界正加速向AI智能化迈进，在这一场波澜壮阔的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浪潮中，数据中心作为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未来世界的快速到来。它不仅承载着海量数据的

存储、高效处理与即时传输功能，还为算力的生成与释放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先进的技术支撑，进而深度赋能并加速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的进程，成为连接现在与未来的关键桥

梁。

数据中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 生产关系

数据价值比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采集汇聚 基础电信 智能制造 多主体参与

确权定价 电子信息制造 金融科技

市场交易 软件与服务 自动驾驶

安全保护 互联网 智慧政务

数据中心：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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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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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数据中心产业链：上游掌握底层技术
• 上游聚焦芯片、存储等硬件，为服务器提供核心算力与存储元件，把控关键底层技术。

• 中游是服务器制造环节，整合上游零部件，按照不同标准与需求，产出各类性能的服务器产品。

• 下游对接数据中心运营商、云服务企业等，靠多样应用场景，消化服务器产能，驱动整个产业链运转。

数据中心产业链概况

上游 中游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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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全球服务器市场规模预计在2028年将来到1016亿美元
当前全球市场服务器需求稳步上升。从市场规模来看，根据公开的数据，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服务器市场规模为515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这一金额将上升至1016亿美元，2023-2028年CAGR为

14.6%，具体数量上看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服务器出货约154万台，预计2028年将达343万台，2023~2028年CAGR为17.4%。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服务器需求可能再度爆发。

全球人工智能服务器市场规模（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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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下游需求旺盛，数据中心柜机数量快速增长
截至2023年底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已达810万架，近五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9%。鉴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大模型训练与海量推理任务导致算力需求激增，亟需扩大数据中心规模

以应对。同时，5G与云计算应用的广泛推广，对速度与资源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我国数据中心需持续建设，方能满足下游市场的迫切需求。

2018-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柜机规模及增长（标准机柜；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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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服务器技术不断迭代，液冷技术成发展新趋势
数据中心是为集中放置的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环境的建筑场所，集合了大量电子元器件。数据中心的持续运行产生大量热量，需要进行冷却散热及时将热量排出。液冷服务器是当前数据中心散热的

技术发展趋势，其凭借液体高比热容和精准散热特性，高效吸收并传递服务器关键部件热量，同时降低能耗，成为数据中心重要散热方式，尤其在高密度计算与大规模数据中心应用中，其优势愈发凸

显。

我国数据中心制冷技术变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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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需求多样性导致数据中心建设具有高度定制化特征
由于终端需求的多样性，数据中心建设具有高度定制化特征。由于基础设施涉及零部件分繁多，市场标准不一。现阶段终端用户在部署数据中心系统时更倾向于一体化采购模式，由总包方（数据中心

集成商）进行综合协同，一般情况由下游客户算力需求发起，总包方需求整合后传递到服务器厂商，服务器厂商根据下游客户服务器需求为客户提供“服务器产品及需求解决方案”，随后总包方根据

产品及解决方案进行整合与建设，最终解决客户服务器功能需求和建设需求。

数据中心业务落地流程示意图

发起定制需求 采购服务器
及解决方案

提供服务器产品
及相关解决方案

集成整合与建设

终端客户 数据中心集成商 服务器厂商 数据中心集成商 终端客户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嘉世咨询  |  中国领先的竞品调研和策略专研机构

07. 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历程
当前市场主流液冷技术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成长和成熟阶四个阶段：

• 1990~2000：随着互联网在国内的初步兴起，数据中心的概念开始引入。

• 2001~2010年：客户需求线上化，推动企业自建数据中心，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展

• 2011~2019年：云计算技术的兴起使得下游企业对数据中心提出承载数据提出更多要求，数据中心大型化、虚拟化、综合化成为主要特征。

• 2020~至今：人工智能化兴起，推动大数据存储，大数据模型发展，数据中心需求进一步增长

中国数据中心的发展历程

萌芽阶段 起步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1990~2000 2001~2010 2010~2019 2020-NOW

客户需求的信息化演进，对数据中

心的可用性和服务性要求提高，企

业开始自建数据中心，同时互联网

数据中心快速发展。数据中心的建

设逐渐规范化，初步规范标准开始

出台。

客户需求的信息化演进，对数据中

心的可用性和服务性要求提高，企

业开始自建数据中心，同时互联网

数据中心快速发展，数据中心的建

设开始标准化、智能化。

云计算技术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

服务器托管、机架租赁等IDC服务

形式，对大规模数据中心承载提出

更大需求，数据中心大型化、虚拟

化、综合化成为主要特征，并采用

了新的制冷技术和能源管理系统以

降低能耗。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数据云存

储及计算、智能算力、边缘算力等

需求持续增长，数据中心产业与其

他产业的融合也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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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数据中心国内分布：“东数西算”工程
目前我国数据中心分布呈现左右对称的大致趋势，东部共三个核心枢纽和4个产业集群，西部共有五个核心枢纽和六个产业集群。为了平衡东西部地区的算力差距，2021年5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部

门联合发布了《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简称“东数西算”工程），“东数西算”工程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将东部的算力

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以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

“东数西算”工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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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我国加速服务器市场规模达190亿美元，GPU服务器依占主导
• 根据相关机构预测，2024年中国加速计算服务器市场规模达到190亿美元，同比2023年增长近9成，其中GPU服务器依然是主导地位，约占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到2028年，中国加速计算服务器

市场规模将超过550亿美元，其中ASIC加速服务器增速将超过市场平均增速。

中国加速计算服务器市场预测（亿美元） 2024年加速计算服务器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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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I大模型助力我国数据中心算力规模快速提升
• AI大模型的兴起让算力需求水涨船高，在其强劲推动下，中国算力规模迈入快速增长通道，通用与智能算力均呈现迅猛发展态势。据IDC预测，到2027年，中国通用算力规模可达117EFLOPS，

2024-2027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18%，彰显出稳定的扩张步伐。同时期中国智能算力规模也将飙升至1117EFLOPS，2024-2027年高达31%的CAGR，凸显智能算力在AI浪潮下的爆发式增长潜力。

中国通用算力规模及预测（基于FP64计算）（EFLOPS） 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及预测（基于FP64计算）（EFLOPS）

40 

50 

60 

70 

80 

95 

110 

1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E 2026E 2027E

50 

150 

250 

400 

600 
650 

850 

11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E 2026E 2027E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嘉世咨询  |  中国领先的竞品调研和策略专研机构

11. 中国数据中心建设以算力为核心
• 2008 年中国 IDC 业务市场规模仅为 38 亿元，到 2021 年已增长至 1772 亿元，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5824 亿元，整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反映了对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和

需求的不断扩大。而市场从萌芽期迅速进入成长期，整体年增长率有所回落，2020年后数据中心建设进入到成熟期，市场规模达到千亿元以上，整体增长率虽然下滑，但是仍然稳步增长，说明当

前算力需求稳定攀升。

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进入算力中心阶段（亿元）

38 57 95 117 145 206 286 402 523 676 873 
1088 

1316 
1772 

2386 

3213 

4326 

582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E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嘉世咨询  |  中国领先的竞品调研和策略专研机构

12. 设备供应商、数据中心、终端服务的循环推动
• 中国智算中心产业链中，呈现出设备供应商-数据中心-终端服务三个环节的循环推动，作为IT设备并非直接提供给终端，而是集中设备建成为智算中心AIDC，而AIDC作为将软硬件技术集成后，形

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从而为整个终端客户服务，并提供大模型＆云服务等技术服务支持。而互联网公司通过智算中心以满足消费者在金融、通信、云端服务等多种多样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IT

设备不断迭代，促进数据中心进一步发展建设。

设备供应商 数据中心 终端服务

① 提供基础设施和设备

② 推动IT设备迭代更行

③ 为终端消费者提供定制化需求

① 集中提供数据计算能力

② 推动新技术发展，促进人工智

能发展

③ 保障数据服务需求，提供数据

安全服务

① 全天候满足用户数据服务需求

② 降低用户成本，推动全行业发

展

③ 集中管理数据，保证用户数据

安全与隐私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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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有数据中心龙头：数据港
• 数据港是我国数据中心行业龙头，其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服务，并以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为主，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和数据中心增值服务为辅。其中，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主要系根据大型数据中心

用户（如：大型互联网企业或金融机构）复杂多样化的应用部署需求特点，通过提供定制化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运营管理服务来满足最终用户的独特数据中心服务需求。2023年公司营业收

入达15.4亿元，其中93.8%来自于IDC服务业务。

公司历年营收及毛利率（亿元，%） 公司三项业务收入占比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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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国数据中心发展面临的四大挑战

数据中心能耗与电力制约

01

当前数据中心最大的制约问题不是算力堆叠，而是数据中心服务器需要大量电

能，以OPENAI为例。进行一次GPT-4的训练，需要消耗2.4亿度电，相当于约

300万个家庭一个月的用电水平，当前数据中心在电站附近、向低电价地区不

断建设发展，就是为了摆脱电力消耗带来的现值。

数据隐私保护难

02

当前大数据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数据，此前爆出多个AI模型，未经许可在互联网

上公开收集个人信息数据及资料，导致当前个人用户在无意间泄露的个人资料被

大量收集，当前数据中心收集数据量级不断增长，如何有效保护个人隐私数据，

如何反制AI模型自动收集个人信息，是当前数据中心行业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技术与人才短缺

03

数据中心行业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目前行业内存在技术和人才短缺

的问题。高技能人才相对匮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数据中心需要既懂技术又懂

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和资源。

市场竞争加剧

04

随着数据中心市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该领域，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数据中心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如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优化

性能等，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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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国数据中心发展未来的四大趋势

数据资产化升级

01

数据基础设施将从促进数据资源化向促进数据资产化升级。过去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主要围绕数据采集、存算、加工等，目的是实现数据资源  “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促进原始数据到数据资源的转化。未来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将围绕促进数据资产化方向升级，通过一系列手段，使数据能够作为一种资产

进行管理和运营，实现数据的价值最大化。

“硬联通” 与 “软联通” 互促共进

02

当前数据中心要求软硬件标准化互通，要求“硬联通”和”软联通“共同推进是

为提高资源利用率，避免设备资源闲置或分配不均，让各硬件能协同工作。同时

软硬件互联互通还能降低成本，软件适配与开发成本也因统一标准而减少而当前

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发展需求，决定了未来的互联互通是发展核心，只有通过标

准化互通，才能在同一数据中心为不同客户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需求。

长效高效运营重要性凸显

03

数据基础设施长效高效运营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建好基础设施只是充分发挥其

价值的先决条件，还需要把基础设施运营好。数据基础设施日常支撑的对象复杂

多样，包括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源、数据服务主体以及数据应用场景等，需要及时

高效地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需求甚至突发事件，并在运营过程中持续推动设施

自身的完善。

治理 “毒数据” 能力提升

04

当前数据质量管理难度高，只有符合业务使用要求的数据，才能称之为合格数据。

而那些影响业务运行，甚至降低工作效率，导致业务损失的数据则称之为“毒数

据”。当前“毒数据”问题频发，未来数据中心录入数据时要求数据录入标准和要

求需要清晰规范，要有明确的录入指引，数据口径要各方认可，从而不断改善数

据问题，并实现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性，数据可靠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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