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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结合融云专家访谈自主研究及绘制。

摘要

随着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建设重心逐渐从基础资源建设向场景化应用倾斜。随着AI能力
及解决方案精细化，智能算力将成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同时，算力网络的应用赋予终
端了场景无限算力与确定性网络，会进一步推动业务场景创新与科研探索。

算力网络是以计算为核心，通过网络实现连接，通过感知实现匹配与调度的服务，以
“计算+感知+连接”为千行百业带来高质量、低成本、低时延的算力。整体上看，算
力网络的发展会经历泛在连接、融合感知和无感调用三个阶段，目前尚处在发展初期，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行业标准有待统一、算网融合技术有待突破、场景应用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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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络的建设周期较长，其建设成熟度也因区域、行业、场景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基
于研究积累及访谈成果，报告总结了评估算力网络发展成熟度的三个方向：（1）基础
性能：评价算网资源充裕程度、算网调度能力和运营能力；（2）稳定性：评价算网整
体安全性及运维保障能力；（3）发展潜力：基于算网投入产业实践后的商业表现和市
场覆盖情况，评估算网是否出现规模效应。

主要需求 合作重点

基础资源层 算力整合、算网融合、绿色低碳 异构算力资源、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算网调度层 建立算网资源与终端需求的感知与匹配 AI算法框架、大数据、行业经验

算网运营层 算力交易平台搭建、保障参与者权益 区块链技术、意图引擎与供求撮合机制、
上链服务能力

算网安全层 明晰权责、关注数字安全 访问控制、数据全周期防护、软硬协同

算网运维层 提升运维可视化、智能化 智能运维、全区域监控系统

产业应用 衔接算网与终端用户 终端应用开发、场景解决方案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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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下的算力
算力是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和核心动能，需求侧科技进步
与产业数字化、供给侧算力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算力发展

来源：综合公开资料、企业及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

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加工，实现人与物的匹配和连接是当前数字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其中通过计算设备，按需求对数据与信
息进行处理的能力就是算力，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动能。随着数字化的推进，算力逐渐蓬勃发展：（1）从
需求端看，产业数字化加速对算力的“量”要求不断提升，专业科研和技术进步对算力的“质”提出了更高要求；（2）
从供给端看，算力在自发性迭代，一方面算力基础设施逐步向边端渗透，另一方面异构芯片的研发让算力形态越发多元。

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 供求驱动算力总量、行业应用和边端布局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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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

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

动能：电力
形态：电网

动能：煤炭
形态：运输网

算 力
供 给

分布式架构 计算能力提升

中心云

边端云 异构、多核芯片



5©2022.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2.12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算力网络是算力发展的阶段产物
算力的发展难以满足全行业计算需求，催生算力网络的建设
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算力也在自发性迭代，但仍无法完全满足全行业计算需求，出现了以下四种矛盾：（1）海量数据
计算需求增加，而算力呈现东多西少、互联网多传统行业少等特点，在区域及行业分布不均，供求失衡；（2）算力自身
架构不断迭代，GPU、DPU、FPGA等异构芯片的出现增加了算力度量和统筹管理的难度；（3）算力逐渐渗透各行业和
场景，但对偶发性算力需求激增的场景仍缺乏弹性应对措施；（4）IDC厂商、运营商、云厂商等对数据中心的建设让算力
布局更加复杂，各行业全级别计算需求对算力各节点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
为解决以上难点，需要通过网络对分散、异构的算力进行感知、连接和统筹调度，以匹配终端计算需求，因此，算力网络
应运而生。

来源：工信部、中国信通院《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海量高维数据量增加与算力供求失衡的矛盾

应用场景泛化与算力弹性不足的矛盾

全级别计算与算力节点稳定性与安全性的矛盾

算力多样性与统一管理困难的矛盾

算力的发展难点及解决思路

49.7%

12.0% 10.0% 7.2% 5.8% 4.2% 3.9% 7.2%

互联网 政府 服务 电信 金融 制造 教育 其他

算力应用占比（%）

2021年我国各行业算力应用占比

2016-2022年上半年中国算力总规模

31 40 57 87
135 140 150

29.0% 42.5% 52.6% 55.2% 3.7% 7.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H1
算力总规模（EFlops） 增长率（%）

—— 算力跨区域连接

—— 异构算力连接

—— 算力需求感知与调度

—— 确定性算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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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络内涵及架构
以计算为核心，通过网络实现连接，通过感知实现匹配与调度
算力网络是数字化时代的资源网，是以计算为核心，通过网络实现连接，通过感知实现匹配与调度的服务。算力网络有三
大组成要素：（1）计算：算力网络的核心资源；（2）感知：对具体场景算力需求的感知及算力资源的感知；（3）连接：
将分散、异构、多层级、闲置的算力集合起来。以上三大要素赋予算力网络功能属性和服务属性，让其能高效盘活全社会
算力资源，并赋能产业应用。从算力网络的技术架构上看，从下到上可分为基础资源层、算网调度层和算网运营层，同时
算网运维和算网安全贯穿全程，形成“三横两纵”的支撑形态。最终，算力网络会以产品或能力的形式，赋能产业应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算力网络的概念解析

基础资源层

算力资源 网络资源 存储资源

算网运营层

算力交易算力监管算力市场 算力计费

算网调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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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络三要素 算力网络的架构：三横两纵

产业应用

Ø 算力网络是数字化时代的“电网”
Ø 让计算更加随时随地、即开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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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络的价值
为产业创新提供高质量、低时延、低成本的算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算力网络的价值 算力网络价值图解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
①算力网络扭转了西部只能承载冷数据或温数据的认知，
在保障算力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低成本运用；
②算力网络覆盖资源多、范围广，待规模化应用后可以
带来网络和算力的边际成本递减。

培育创新业务：
算力网络能支撑对高算力与低时延有较高要求的终端场
景，为产业数字化及数字经济建设构建坚实基础设施，
推进创新业务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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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

智慧医疗

算力网络

提升算力质量：
算力网络让网络能智能化调动异构算力，能为终端场景
提供低延时、确定性的算力供给，提升算力质量。

网
络

Ø 西部算力拉低均价
Ø 算力分配降低损耗

Ø 智能调度减少浪费
Ø 低延时提升利用率

算力网络发挥倍乘效应 规模化应用后边际成本逐渐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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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资源有效利用：
①算网资源：算力网络以网络为媒介调动算力，以盘活
全国范围内算力资源为目标；
②能源：为建设绿色、可持续的新型算力中心，一定程
度上调动了对西部自然资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率；
③资金：算力网络产业链条长，且投资周期长、规模大，
对产业链上下游经济发展带动效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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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水能、电能等

技术能力、软件开发、硬件供给等

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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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进算力网络的建设和发展
加快建设新型数据中心与东数西算，驱动算网能力协同进步

注释：数据中心布局统计截至2022年6月，仅展示部分布局厂商。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算力网络建设相关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政策文件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2022.0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同意京津冀地区启动建
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复函》 发改委等 同意启动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建设并规划十大数据中心集群，正式启动“东数西算

工程”。
2022.01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国务院 布局八大算力枢纽，推进云网协同，统筹算力和智能调度，建设绿色数据中心。

2021.07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工信部 计划用三年时间形成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格局，建设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逐步降低电能利用效率。

2021.05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
方案》 发改委等 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推动老旧基础设施

转型升级。

2020.12 《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等

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数据中心形成布局合理、绿色集约的一体化格局，围绕
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建设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深化大数据应
用创新。

Ø 内蒙古枢纽：阿里、华为、Ucloud…

Ø 京津冀枢纽：腾讯、阿里、百度…

Ø 长三角枢纽：运营商、阿里、华为…

Ø 成渝枢纽：运营商、腾讯、阿里…

Ø 粤港澳枢纽：运营商、阿里、华为…

Ø 甘肃枢纽：运营商…

Ø 宁夏枢纽：运营商、AWS、天云网络…

Ø 贵州枢纽：运营商、腾讯、华为…

“东数西算”的价值及建设现状

“东数西算”是算力网络建设的初期探索

“东数西算”夯实算力及网络基础设施和
配套设施落地，为算力网络建设奠基

“东数西算”推动了算力网络相关行业标
准完善与市场体系建立

“东数西算”助力建设绿色、低碳、节能、
可持续发展的数据中心

Ø 截止2022年9月，8大算力枢纽中，
新开工数据中心项目60余个，新
建数据中心规模超110万标准机架，
项目总投资超4000亿元，西部数
据中心占比稳步提高。

Ø 2022年10月，“东数西算”八大
枢纽节点间的算力网络及调度平台
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浦东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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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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