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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及挑战 

1.1 发展现状 

1.1.1 政策上：政策导向日益明确 

全球各国通过政策支持、战略规划等手段，加速构建领先的算力

竞争力。美国公布 2024 财年政府预算，包括国防部、能源部、国土

安全部等多个机构，累计向 AI 领域计划投入超过 2511 亿美元，以推

动 AI 研究和软硬件服务；欧洲陆续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

洲芯片法案》等文件，围绕数字化转型进行算力产业布局；日本近年

来频繁强调振兴半导体产业，坚持以应用、绿色为导向发展算力，不

断扩大国内尖端半导体生产。这些政策的实施加速了全球产业升级和

科技创新，并提升了这些国家的算力竞争地位。 

我国以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锚点，全面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我国通过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力技术与产业的创

新发展，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国家层面，《数字

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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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等提出我国算力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要求；在地方层面，浙江、北京、上海、广东、贵州、山西等

省市也纷纷发布相关政策明确未来几年算力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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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算力中心相关政策规划（部分） 

发布 

时间 
发布部委/省份 政策名称 

2024 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

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 
《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3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

局、中央网信办、工信

部、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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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0 月 

工信部、中央网信办、教

育部、国家卫健委、中国

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3 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2024 年 5 月 浙江 
《浙江省运力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2024 年 4 月 北京 
《北京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2024—2027 年）》 

2024 年 4 月 江苏 《江苏省算力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规划》 

2024 年 3 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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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3 月 广东 
《广东省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暨

“粤算”行动计划（2024-2025 年）》 

2024 年 2 月 贵州 
《贵州省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2024-2025 年)》 

2024 年 1 月 山西 
《山西省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 

2023 年 12 月 深圳 
《深圳市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2024-2025）》 

2023 年 12 月 重庆 
《重庆市算力网络发展“算力山城 强算赋

能”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2023 年 12 月 安徽 
《安徽省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2023-2025 年)》 

2023 年 8 月 湖北 
《湖北省加快发展算力与大数据产业三年

行动方案》 

2023 年 7 月 河南 
《河南省重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行动

方案（2023-2025 年)》 

2023 年 4 月 天津 
《关于做好算力网络建设发展工作的指导

意见》 

2023 年 3 月 宁夏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宁夏

枢纽建设 2023 年工作要点》 

（来源：公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