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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09日 

数据中心监管速递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推动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引言 

2021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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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

心和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发改高技[2021]1742 号）（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为发挥新型基础设施“一业带百业”的

作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施方案》

对数据中心、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

量发展提出要求。 

一、 发展目标 

《实施方案》规定的发展目标为，到 2025年，

数据中心和 5G基本形成绿色集约的一体化运行格

局。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以下简称“PUE”）

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明显提升，全国新建大型、超

大型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到 1.3 以下，国家枢纽

节点进一步降到 1.25以下，绿色低碳等级达到 4A

级以上。全国数据中心整体利用率明显提升，西部

数据中心利用率由 30%提高到 50%以上，东西部

算力供需更为均衡。数据中心能耗动态监测机制基

本形成，综合产出测算体系和统计方法基本健全。

在数据中心、5G 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全

面支撑各行业特别是传统高耗能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升级，助力实现碳达峰总体目标，为实现碳中和

奠定坚实基础。 

数据中心是支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

源和公共基础设施，也是代表性的新型基础设施。

《实施方案》以降低数据中心 PUE、提升整体利用

率，以及建设能耗动态监测机制为发展目标，重申

了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对实现碳中和的重要

性。 

二、 统筹规划数据中心布局 

《实施方案》规定，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

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原则上布局在国家枢纽

节点数据中心集群范围内。支持东部地区有关后台加

工、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需求，向西部风光资源富

集、气候适宜的地区转移。鼓励数据中心骨干企业率

先完成布局落地。原则上，对于在国家枢纽节点之外

新建的数据中心，地方政府不得给予土地、财税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各地加强对数据中心建设的统筹指

导力度，坚决避免数据中心盲目无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

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发改产业[2021]1464 号）（以

下简称“《若干意见》”）已提出新建大型、超大型

数据中心原则上布局在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

群范围内。对于在国家枢纽节点之外新建的数据中

心，地方政府不得给予土地、财税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实施方案》重申了前述要求，同时还提出各

地应加强对数据中心建设的统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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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实施方案》提出要统筹协调通信网络、

电力能源、生态环境、财政税收等相关力量，为绿

色低碳发展创造有利政策支撑。对于符合条件且纳

入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范围的新建数据中

心项目，积极协调安排能耗指标予以适当支持，并

对落实“东数西算”成效突出的项目优先考虑。统

筹解决设施规划、投资、建设、监督、评估等重大

事项，组织开展行业准入、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探索

试点。 

三、 提高算力能效 

《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建设绿色数据中心，

发布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名单。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

中心 PUE 不高于 1.3，逐步对 PUE 超过 1.5 的数据

中心进行节能降碳改造。 

这一要求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1 年 7 月 4 日

印发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 中心

发展三年)》及《若干意见》的规定相符。新建数据

中心的 PUE 要求继续下降，既存的 PUE 较高的数据

中心则面临节能改造，改造存量与优化增量将协同推

进。 

《实施方案》还提出，对于区域内数据中心整

体上架率（建成投用 1 年以上）低于 50%的，不支

持规划新的数据中心集群，不支持新建大型和超大

型数据中心项目。 

数据中心应坚持建用并重，整体上架率作为一项

重要的考量因素将可能影响整个区域的数据中心项

目的建设。 

四、 鼓励绿色节能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鼓励使用高效环保制冷技术降

低能耗和鼓励优化节能模式。一方面，支持数据中心

采用新型机房精密空调、液冷、机柜式模块化、余热

综合利用等方式建设数据中心。推广制冷系统节能技

术，优化气流组织，逐步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与 IT

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适配性。另一方面，鼓励在数据

中心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自动化、智能化能耗

管理，提升整体节能水平。鼓励探索利用具备条件的

闲置工业厂房，以及利用山洞、山体间垭口、海底、

河流湖泊沿岸等特殊地理条件发展数据中心，充分

发挥气候水文和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天然优势，因

地制宜促进数据中心节能降耗。 

同时，《实施方案》还鼓励使用风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通过自建拉专线或双边交易，提升数据

中心绿色电能使用水平，促进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

支持模块化氢电池和太阳能板房等在小型或边缘数

据中心的规模化推广应用。结合储能、氢能等新技术，

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数据中心能源供应中的比重。支持

具备条件的数据中心开展新能源电力专线供电。 

五、 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数据中心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将承担带动传统行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职责。根据《实施方案》的规

定，充分发挥数据中心、5G 在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

转型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煤炭、钢铁、水泥、

有色、石化、化工等传统行业加快“上云用数赋智”

步伐，优化管理流程，实现节本降耗。发布国家新型

数据中心名单，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传统行业数

字化转型标杆。鼓励西部能源充裕地区围绕数据中

心就地发展数据加工、数据清洗、数据内容服务等偏

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瓦特”产业转化为“比特”产

业，依靠产业跨越升级实现低碳绿色发展。 

六、 开展能耗调查，加强用能监管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加快组织开展数据中心

生产能耗情况调查，对于规模超过 100 个标准机

架（2.5kW）的数据中心（包括已建和在建）逐一

登记造册，形成数据中心规模、上架率、能耗水平

等底数清单，每年年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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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 

本次能耗情况调查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全国

大部分数据中心可能都需要每年按要求报送相关

情况，纳入有关部门的监管。 

除能耗调查外，《实施方案》还强调要加强用

能监管，包括： 

（1）将年综合能耗超过 1 万吨标准煤的数据

中心全部纳入重点用能单位管理。 

（2）加快研究建立涵盖能效水平、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资源利用率、经济贡献率等指标的数据

中心综合评估体系和动态监测考核机制。 

（3）组织实施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加强

数据中心能效监察。 

（4）引导利用率低、耗能高、效益差的小散

数据中心腾退升级。 

七、 分步推进，稳步实施 

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支持国家枢纽节点

在数据中心标准、机制、技术等方面先行先试，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优秀经验模式向全国复制推广。

逐步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提升电力特别是可再生

能源对数据中心的供给保障能力。 

可以预见，数据中心未来将以国家枢纽节点为

先行发展区域，相关地区可能会进一步出台创新性

的规定、标准、机制等推动数据中心项目实现绿色

高质量发展，成功的经验将逐步推广并覆盖至全国。 

八、 结语 

《实施方案》的发布再次彰显了数据中心作为

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也对数据中心能效水平、

统筹布局、节能模式及节能监管等多方面要求进行

了重申和细化。各地（尤其是国家枢纽节点）将如

何落实有关要求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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