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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为西部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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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工程正进入全面建设
的快车道。近日，贵州省发布《贵州省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提出，贵州将加快推
进“东数西算”工程，到2024年基本建
成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为此，贵
州将加快建设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
集群， 提高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标
准机架的平均上架率， 降低数据中心
平均电能利用效率（PUE）值。到2024
年， 力争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标准
机架数达到60万架， 平均上架率不低
于65%，平均PUE值降低至1.2以下。

业内分析指出，“东数西算” 既支
撑东部算力需求，也带动西部发展，但
西部城市在建设算力中心的时候，还
需注意从东部地区的需求出发， 加强
规划，避免一拥而上的重复建设。

成本低、气候佳

贵州对算力保障基地的建设并不是“一
日而至”，也不是唯一的算力枢纽建设基地。

早在2022年初，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便联
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
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并规划了10个
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
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
程正式全面启动。

与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类似，
东数西算， 是将东部数据有序引导至西部进
行计算，是国家对资源的跨域分配，有利于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

为什么要进行“东数西算”？北京社科院
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
心研究员王鹏分析表示，在我国，由于东部人

口和互联网企业都比西部更多，对算力、存储
的需求也更高，数据中心自然不少。但是，建
一个数据中心至少需要数万平方米的土地，
这对于地价更高的东部来说需要投入的资金
和人力成本极高；其次，大规模的计算中心、
存储中心对电力的需求很高， 尤其散热是数
据中心的“耗电大户”，为了保证服务器长时
间稳定工作， 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
给它们降温。

“而这些问题，在西部地区可以得到有效
解决。” 王鹏说道，“西部区域首先地价便宜，
其次人工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再次在气候
方面独具特点，以贵州、内蒙古为例，当地气
候凉爽， 夏季不需要开太多的空调来制冷散
热，在能源上可以有所节省。且西部地区电力
充裕，能源价格较低，在建设数据中心时也是
一大优势。”

具体到被选中的四大省份， 贵州电力充
沛、气候优势突出，内蒙古风电发达，宁夏光

伏产业突出，甘肃能源丰富、清洁产业发达，
这成了四者在地域辽阔的西部中晋级西部四
大算力枢纽的支撑之一。

目前， 八大算力枢纽地均已与相关运营
商签订协议，推动算力枢纽建设。

增投资、补短板

“东数西算”工程，在解决了东部地区数
据计算的需要同时， 也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新
的机遇。

“‘东数西算’工程可以说能起到‘一石多
鸟’的效果。”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 教授洪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西部城
市通过建设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等相关工
程，一是可以吸引工程投资；二是通过基建工
程的建设可以带动就业； 三是在建设了一应
数字中心的基础上，可以吸引数字产业落地；
四是促进当地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五是

将网络联通全国各地，达到真正消灭‘数字鸿
沟’的效果。”

就数据中心本身而言，其产业链条长、投
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通过算力枢纽和数据
中心集群建设，将有力带动IT设备制造、信息
通信、基础软件、绿色能源领域等相关产业上
下游的投资。其中，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大数
据产业规模在2020年便超过6.3千亿元，同比
增长18.6%，预计到2023年产业规模超过万亿
元。西部城市在建设算力基地后，对当地相关
产业的带动不可限量。

在数字经济外，“东数西算”工程对西部地
区发展中本来存在的一些弊端也进行了弥补。

甘肃地区便是一个典型范例。 坐拥我国
河西走廊， 甘肃对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的开发
较早且规模较大， 但早年间由于新能源电力
不稳定、电力东西传输不稳定、调峰不够智能
等原因， 当地常存在新能源消纳不够充分的
问题。 而将甘肃作为八大算力枢纽之一建设

耗能较高的算力基地之后， 对新能源的消纳
也可进一步提高。

目前，除三大运营商外，国内的互联网大
厂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也开始大力投
入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布局， 逐渐将数据中心
向贵州、甘肃等整体气温偏低的地区迁移，实
现“物理降温”。

强规划、增配套

不过，受访专家指出，西部城市在建设算
力中心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如应
从东部地区的需求出发，加强规划，避免一拥
而上的重复建设， 同时算力中心建设时的水
电、散热等资源问题也应考虑其中。

“正如‘东数西算’工程的八大枢纽所显
示，并不是只有西部在‘算’，东部也有4个算
力枢纽。”王鹏说道，这意味着西部在承接东
部算力需求时，应有规划地进行建设，避免出
现像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发展过程中“一哄
而上”“盲目建设投资”的情况，而是应从应用
端的需求出发，进行系统规划、渐进发展，针
对需求建设园区。

配套产业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王鹏建
议，一方面，应建设配套的产业基础如研发基
地，形成相应的产业链来带动当地发展，而不
是仅仅建一个运算中心；另一方面，要采取配
套设施留住当地的人才，如通过户口、住房等
多元举措吸纳人才、提升当地产能；最后，不
能产能“空心化”，要和东部算力需求地建立
密切连接，保证建设的东西有所用。

“事实上，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仍未
打破‘胡焕庸线’以及‘数字鸿沟’的问题，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依然是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的区域核心，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数字
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发展并不均衡。” 洪涛
说，“东数西算” 是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
系，既支撑东部算力需求，也带动西部发展，
因此需要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按照体系化建
设、系统化建设、链式发展等数字经济的规律
来运营。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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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供暖清洁能源唱主角

先说“欢迎光临”还是说“请扫
码”竟然成了大问题。“双11”期间，
一段“黑龙江一奶茶店遭钓鱼执法，
服务员‘请扫码’ 说晚了被勒令关
门”的视频引发关注。

随后黑龙江肇州县人民政府网
站发布相关情况通报， 对市场监督
管理局干部执法不当问题进行调查
处理。

通报指出， 王某某等人在执法
检查过程中，执法不规范，方法简单
粗暴，态度生硬，以商家没有第一时
间要求扫码为由故意刁难， 以检查
为名滥用职权， 在社会上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

这段视频之所以在网络上被疯
狂转发，在于其做法之无常、其执法
之随意、 其处罚之无稽。 事件发生
后，官方及时查处，回应了舆论的质
疑， 但也客观造成了对广大工商户
的不良影响。

疫情以来， 依法防疫屡次被强
调，但时有冲破法律的执法行为令人
遗憾。就餐饮零售门店，应先说“欢迎
光临”还是“请先扫码”，没有任何法
律法规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

在法律之外， 执法人员滥用权
力自作主张，是防疫的大忌。法律是
标准，有了标准才好办事。科学精准
防控首先要统一标准， 即依法依规
办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防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首先是
科学问题， 但防疫政策的执行是法
律问题。守法是底线，法律底线一旦

崩塌，社会共识和约束被打破，想要
重新回归正轨困难重重。

防疫工作是否精准到位， 每个
环节都备受考验。 越是细小的地方
有纰漏，越容易引发大问题，科学精
准防控才最关键。

受疫情频发、 消费低迷等多重
因素影响， 不少市场主体都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困境。 尤其是在日常运
营、生产成本、场地使用、招工用人
等方面挑战颇多。

在此背景下，各地执法单位应
务必严格依法执法，切不可由于执
法乱象给广大个体工商户带来“二
次伤害”。

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强调， 既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
度，又要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

“双11”当天，疫情优化防控二
十条措施公布， 对科学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作出安排。 专门提及要
求加大“一刀切”、层层加码问题整
治力度。

新政严禁随意封校停课、 停工
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
“静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
封、随意停诊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
加大通报、公开曝光力度，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三令五申之下，层层加码情况正
得到缓解，“精准防控、担当作为”理念
正逐步落实。正是如此，发现的个别问
题更应严格引以为戒，深刻反思。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奶茶店乱执法必须引以为戒
陶凤 随着气温降低，北方城市陆续进入“羽绒服

模 式 ”。11 月 13 日 ， 北 京 提 前 两 日 启 动
2022-2023年采暖季居民供暖， 全市3557座居
民供热锅炉房正式供热。需要指出的是，截至
目前，北京城镇地区已基本实现了清洁能源供
热。同时，北方多地也正在探索不同模式的“绿
色”供热模式。专家表示，在“双碳”转型目标
下，清洁能源供热项目将陆续“上岗”。在新技
术的支撑下，供热中的化石燃料消耗和废气排
放将持续减少，“绿色”供热将在更多地区实现
全覆盖。

城镇地区基本实现清洁供热

清洁能源在北京供暖中正占据更重要的
位置。

据统计，2022-2023年采暖季北京市城镇
地区供热面积预计达到9.33亿平方米，其中居民
供热面积6.57亿平方米，城镇地区基本实现清洁
供热。

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的消息显示，近日，北
京市将再有10个可再生能源供暖项目陆续
“上岗”。 项目建成后， 新增可再生能源供热
面积约285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全市地热
及热泵供暖面积将达到4000万平方米（不含
空气源热泵）。

可再生能源供暖项目具有良好的生态效
益。据测算，这10个项目每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利
用量3.3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8万吨、氮
氧化物排放609.26吨。

“目前北方地区清洁能源供暖主要采用天
然气供暖，还包括煤改电、空气能热泵、地热等
多种方式， 满足城市、 乡村不同家庭的供暖需
要。”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介绍说，
“无论是煤改电还是天然气，都需要在考虑环保
的前提下，平衡好环保账和经济账，采取具有一
定经济性且更清洁的供暖方式进行供暖。”

政策加码“划红线”

为推动清洁能源供热， 北京市近年来已从
政策层面有所动作。以今年为例，今年2月，北京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
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此次修订将原禁止新
增燃煤火力发电、 燃气热电联产调整为禁止新增
火力发电、热电联产（保障城市应急备用、调峰和
基本运行除外）。

再从《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供热发展建设
规划》来看，其中也明确提出，北京市将创建绿
色供热体系。加强城镇地区，特别是首都功能核
心区的燃油锅炉清洁改造； 探索热源绿色发展
模式， 积极发展再生水源热泵和地源热泵等新
型供热方式；不再新建独立燃气供热系统。

到“十四五”末，北京市城镇地区基本实现
清洁能源供热，供热结构不断优化，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比例达到10%； 农村地区深
入推进清洁能源改造，基本实现清洁供热。

为“绿”“挤空间”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在“绿色”供
热上，北京还在不断“挤空间”。北京正大力开展
的智慧供热项目改造就是典型案例。

2022年， 北京热力集团选取了2082万平方
米供热面积进行分层次智慧供热改造， 涉及锅
炉房6座，换热站共182座。涉及9个区，项目完成
后预期每年节约燃气770万标立方，每年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1.3万吨。

在智慧供热改造项目中， 具有代表性的丰
台区京铁家园项目改造后， 整个供热系统采用
“质+量”并调的智能化调控策略，热源侧运行调
节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改造后的锅炉房运行气
耗相较于改造前，节约气耗约4.55%。实施完锅
炉群控改造后，整站运行气耗可进一步降低，预

计降幅约7%。
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集团供热生产部经

理王嘉明介绍， 北京热力集团加强了智能供热
自动测温远传设备推广， 目前已安装11万余户
室温自动采集装置。通过室温采集的自动化，结
合居民所在小区的供热系统参数， 运用大数据
计算，实现了供热系统的自动调节。

各地探路“绿”模式

事实上，在“双碳”转型下，各北方地区也在
因地制宜进行不同尝试。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家
电投所属电厂的29台机组近日完成了供热改
造，成为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能力增加4700万平
方米，改造后供热能力达到9200万平方米，满足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域全部供热负荷的需求。

什么是热电联产？它是利用热机或发电站同
时产生电力和有用的热量，以达到能量最大化利
用的目的。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晓宇表示，热
电联产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节约能源、 改善环
境、提高供热质量、增加电力供应等综合效益。

有专家预计，到今年底，我国全口径火电装
机容量将超过13亿千瓦，其中，热电联产装机将
达到6亿千瓦。

在天津， 一种太阳能光热联合供热的新技
术──“太阳能集热+光伏+PV/T+相变蓄热”
技术也正在采暖中得到应用———这也是首个太
阳能供热制冷综合利用项目。 这套创新技术不
仅利用了太阳能中的光伏，更结合热能，通过智
能化自动监控系统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资源，
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和废气排放。

据测算，在满足达标供热基础上，通过应用
该建筑用能系统， 预计全年可减少使用82吨标
煤，折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分别为213吨、697公斤、607公斤。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