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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据产业将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两万亿元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伴随数据要素政策的密集发

布，数据产业发展也有望加速。

2025年1月6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联合印发《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

设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

引》从数据流通利用、算力底座、网

络支撑、安全防护等方面指明国家

数据基础设施具体建设方向。

作为国内关于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的首个政策文件，《指引》一

经发布也引起广泛关注。

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陈荣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数据局将会

同有关部门统筹全国数据产业布

局，围绕和服务于国家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在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地区，

推动数据产业一体化布局，引导

各地逐步形成协同互补、特色发

展的格局。

基础设施将带动数据流通利

用以及网络、算力、安全等设施的

建设和升级。根据国家数据局的

测算，数据基础设施每年将吸引

直接投资约 4000 亿元，带动未来

五年投资规模约2万亿元。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生

产要素，也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资源。近

年来，全国各地十分重视数据产业

的发展，并相继出台了相关建设规

划，而国家数据产业也将制定统一

的发展规划。

《指引》明确了行业、区域、企业

数据基础设施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

中的定位，围绕数据流通利用、算力

底座、网络支撑、安全防护等部署了

建设任务，为各地区、各行业、各领

域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指明方向。

记者了解到，目前，四川结合当

地产业特色，聚焦 12 个重点领域，

遴选 31 个项目开展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试点，全方位发挥数据

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此外，江西、湖

南以及大连、厦门等地围绕产业转

型升级，拓展数字化应用。

对于各地数据发展规划，陈荣

辉表示：“我们要引导地方聚焦服务

实体经济，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相

融合才能产生更大价值。”

陈荣辉认为，各地要立足于本地

的产业特色，赋能转型升级，结合产

业结构、转型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明确本地区数据技术和产业重点

发展方向，培育扎根区域发展的数据

企业，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数据企业

数量已超过19万家，产业规模突破

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5%以上。

有研究机构预测，数据流动量每增

加 10%，将带动 GDP 增长 0.2%，数

据流动对各行业利润增长的平均促

进率为10%左右。

然而，随着数据产业持续发展

壮大，数据传输运营成本过高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

个国产汽车品牌用于采集自动驾驶

所需的路面数据量极为庞大。“每日

产生的数据量高达 160TB，需上传

至位于东部的公司总部。若选择专

线传输，年费用将达到 1000 万元；

而相比之下，采用邮寄硬盘的方式，

年费用仅为190万元。因此一些企

业会选择线下邮寄硬盘的方式进行

数据传输。”该人士表示。

1月6日，在国家数据局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副局长

沈竹林表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

设，将为各类数据主体提供低成本、

高效率、可信赖的数据流通利用环

境，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

创新活力，完善数据流通交易服务

生态，打造竞争有序、繁荣活跃的数

据产业。

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在《指引》出台前，我们已经规

划了很多基站建设。之前我们建设

算力中心，现在集中建设智算中

心。”三大运营商之一的某基建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我们会提前

预留出未来的发展空间。比如在中

西部建设算力中心，现在很多数据

都是运往中西部进行计算的。”

该人士还透露：“我们每年都会

有多次招标，很多中小企业参与其中，

主要是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的供应。”

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

设施建设司司长杜巍表示，建设和

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是为了支

撑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大规模

数据流通利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

充分释放，发挥海量数据优势和丰

富场景优势，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

力、建设数字中国提供动力。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

月底，中国的5G基站总数已经升至

419.1万个，相较于2023年年末净增

了81.5万个，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

头。同时，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PON端口数也达到了2792万

个，比2023年年末净增489.6万个。

陈荣辉向记者表示：“宁夏、青

海、甘肃、新疆等地发挥算力资源

优势，深度融入国家布局，加强与

东部省份合作交流，发展绿色算力

产业取得显著成绩。”

在网络互联能力方面，中国围绕

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拓宽集群之间的

直达链路带宽，目前带宽已经达到了

923Tbps（太比特每秒），400G端口数

量也大幅增加至9000个。

此外，南宁、太原、哈尔滨等27

个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的开

通，以及杭州、上海、深圳、中卫和

武汉等5个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

有序建设运营，都进一步提升了网

络的互联互通能力。

在算力供给水平方面，中国同

样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2024年9

月底，我国在用的算力中心已经超

过88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达到

了268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

运算，以FP32单精度计算），为各类

计算需求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这些

进展不仅彰显了中国在5G和算力

基础设施方面的实力，也为未来的

网络和应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据基建抢跑

多省部署一季度经济工作 稳增长仍靠基建发力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岁末年初，全国多

个省份也相继召开经济

工作会议，对 2025 年工

作 进 行 部 署 安 排 。 其

中，广东、江苏、浙江与

山东等经济大省在经济

工作部署中特别强调了

“开门红”。

《中国经营报》记者

注意到，2025年多省地方

政府对经济发展良好开

局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

拼经济的“竞速跑”已在

全国多地相继开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

究员叶银丹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开门红”意味

着在年度开始之际，各

地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

经济政策、推动重点项

目的实施和强化消费、

投资等领域的刺激，力

求为全年的经济增长奠

定坚实基础。

在叶银丹看来，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最

后一年，部分基建领域

建 设 可 能 出 现 赶 工 现

象，这有望推动相关基

建领域投资出现较快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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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数据基础设施处

于起步建设阶段。而建设国家

数据基础设施是一项长期性、系

统性工程。为此，国家数据局提

出了三阶段目标来指导推进。

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

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

介绍：“第一阶段，到 2026 年，

利用 2—3 年左右时间，开展数

据基础设施技术路线试点试

验，支持部分地方、行业、领域

先 行 先 试 ，丰 富 解 决 方 案 供

给；完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

设顶层设计。”

他表示，到2028年，建成支

撑数据规模化流通、互联互通

的数据基础设施，基本形成跨

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

跨行业的规模化数据可信流通

利用格局，实现全国大中型城

市的基本覆盖。

到 2029 年，基本建成国家

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初步

形成横向联通、纵向贯通、协调

有力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基本

格局，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和运营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根据《指引》，国家数据首

先要推进的工作是，深入实施

“东数西算”工程，强化算力中

心统筹布局，加快构建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推动东中西部算

力协同发展，实现国家枢纽节

点算力资源供给与各地区算力

需求高效匹配。

在陈荣辉看来，当前各地

要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因

地制宜不是单打独斗，要倡导

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

势，坚持‘全国一盘棋’”。

2029年建成主体结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强2025年1月2日在山东济

南调研时强调：“推动政策早落地、

项目快推进、措施见实效，努力实

现今年经济发展良好开局。”

在此背景下，多个经济大省就

“开门红”积极部署，全力推动全年

工作起好步。

2024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全力抓好2025年

一季度经济工作，加快落实中央一

揽子增量政策，深挖消费、投资、外

贸新增长点，努力实现‘开门红’”。

2025 年1 月2 日，江苏省重大

项目建设专题会议提出：“一季度，

全省计划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2807

个，比 2024 年增加 97 个。开年就

是开工、开工就要实干，一大批项

目加快落地建设，将为实现‘开门

红’注入动能、提供支撑。”

除此之外，浙江、河南、福建等

省也召开会议，明确要抓紧开展一

季度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目标体

系，加快部署重大项目开工、促消

费、稳外贸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

2025年一季度良好开局。

在业界人士看来，一季度“开

门红”将对全年经济工作具有重要

引领作用。

“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力求

通过早期的政策落实、项目开工等

举措，占据经济增长的‘先发制人’

优势，通过为基础设施、创新产业

等领域注入资金和动力，为全年的

增长创造良好开局。”叶银丹表示。

在稳定财政收入方面，叶银丹

认为，通过大力实施“开门红”计划，

地方政府能够为自身创造更多的财

政收入来源，减少下半年财政压

力。另外基于区域竞争的现实情

况，各地以“开门红”为契机，展现其

经济活力与执行力，吸引更多的企

业投资、人才流动以及政策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多个经济大省

均在2025年年初加快部署重大项

目的开工。

叶银丹表示，江苏和浙江在推

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体现了两省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方

面的长远考量，通过加大在智能制

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投

资，将提升自身经济增长的质量，

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避免

对传统重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过

度依赖。

对于 2025 年一季度的经济走

势，叶银丹预计，一季度有望呈现

出以下特点：消费在政策支持下有

望实现渐进式恢复；制造业与基建

投资双轮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提高；工业稳中有进，新动能抵补

作用不断增强；供需矛盾逐渐缓

解，推动物价温和回升等。

努力实现“开门红”

受访专家认为，基建作为经济

增长的重要支柱，在我国经济发展

中占据了关键地位，2025年稳增长

仍需靠基建发力。其中，2025 年，

新增专项债有望继续成为基建资

金支持的重要来源。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2025年地方专项债券发

行有望大幅扩容，重点仍然是保持

对基建投资的刚性支撑，实现政府

投资带动和弥补社会投资，达到扩

大投资总量、带动消费、稳定增长

的经济目标。

从财政政策角度看，202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 要 实 施 更 加 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包括“提高财政赤字率”“增

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等多方面举措。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预计，2025 年目标财政赤字率

会从2024年的3.0%上调至4.0%左

右，这会增加约 1.3 万亿元的财政

支出能力；预计新增地方专项债

券规模会从 2024 年的 3.9 万亿元

扩大到 6.5 万亿元左右（包含化债

额度）。

在叶银丹看来，新增专项债的

发行可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

政压力，通过专项债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可以加快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的建设，确保经济复苏的基本

支撑。

相比一般债务融资，专项债具

有明确的资金用途，能够确保资金

的精准投向。据民银研究统计显

示，2024年发行的用于项目建设的

新增专项债中，投向基建领域占比

为69.3%，较上年高6.2个百分点。

张依群告诉记者，从我国经济

发展潜力和结构转换需求来看，基

建投资的增长空间依然存在。而

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加强对基

建技术赋能成为政府投资的关键。

受此影响，张依群预计，2025

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在5%

左右，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会达到

5%—7%，并逐步保持相对稳定，从

而托底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德邦证券分析称，受各省份重

大项目提前开工支撑，预计 2025

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7.5%

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经济

和绿色发展的兴起，传统的基建项

目已经逐步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转型。

在张依群看来，未来加强基建

不再是以建为主，而是以对产业传

导带动和促进生态链发展融合为

主，推动基建向更好品质、更高效

能转变。

市场分析，未来基础设施的更

新换代将是一个重要领域，城市更

新和对旧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升级

也有较大空间。随着“双碳”目标

的提出，绿色基建将成为未来几年

的重点投资领域，这将为基建投资

提供新的增长点。

基建发力助推稳增长

各地要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特色，赋能转型升级，结合产业结构、转型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明确本地区数据技术和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培育扎根区域发展的数据企业。

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数也达到了2792万个，比2023年年末净增489.6万个。

到2029年，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初步形成

横向联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基本格

局，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我国数据产业企业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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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义新区金漪湖科创策源地，2025迎新年金漪湖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