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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電力能源被業界
視為AI身後大型數據中心的「糧草」，

可負擔、可靠和可持續的電力供應是人工智能發
展的關鍵決定因素。據國際能源署（IEA）統
計，當前AI用電量佔全社會用電總量比例並不
高，但從增長速度、密集性等特點上看，AI對電
力系統可能造成的衝擊將越來越大。2024年，AI
數據中心佔全球用電量的1.5%，其中美國用電量
份額達到45%，其次是中國25%。中國是發電量
最大，算力第二大的國家；美國則是算力最大、
發電量第二大的國家；作為AI及AI能源領域世界
TOP 2，中美兩國在這場電力角力中各有優勢。

美核能翻四倍需時近25年
在美國，電力供給與算力需求的矛盾正在加
劇。美國科技巨頭馬斯克曾預言，2025年美國將
面臨電力短缺難以支撐芯片運行的困境，而他的
AI公司xAI就剛在4月因安裝「多達35台甲烷氣
體渦輪機」，而被指控「非法發電」。OpenAI
創始人奧特曼投資了核聚變初創公司Helion En-
ergy，主張「AI與核能協同發展」，他認為，只
有突破性能源技術才能支撐AGI（通用人工智
能）的實現。多位美國學者也撰文指出，美國老
化的電網已無法負擔AI算力，需要學習中國建
設全國性高壓輸電網絡。
美國副總統萬斯5月中旬接受著名媒體人格倫．
貝克採訪時更罕見誇讚中國稱，中國發電量是美國
的三倍，而美國在過去20年裏一直處於停滯狀
態。他話鋒一轉稱，「這種情況必須改變，美國必
須為下一波創新提供能力。」特朗普政府其實一早
已認識到電力對AI的重要性，上任後即迅速出台
多項電力相關政令。2025年2月14日，特朗普成
立國家能源委員會，增加更多電力供應；4月9
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擴大美國煤炭開採和使
用；5月23日，特朗普簽署核能「復興令」，為美
國核電審批鬆綁，並立下在2050年前將美國核電
產能翻四倍的宏願。

中國新能源與算力協同布局
不過，相對美國的臨渴掘井，中國電力能源布
局更具有前瞻性。從中美兩國自1950年以後的
發電量數據統計可以看出，中國基數低，但增速

一直大於美國，到2010年，中國逆襲成為世界
發電量第一大國（裝機容量則在2011年超過美
國）。反觀美國，發電量自2005年以後基本走
平，甚至緩慢下降。
近年來，中國的領先優勢持續拉大，目前中
國發電量已超過全球的三成，且可再生能源新
增裝機更佔全球超五成，更是全球唯一掌握
特高壓技術並實現商業化運營的國家。在算
力與電力協同發展成為討論熱點之前，中國
在2024年已經啟動為期三年的新型電力系統
行動方案，要實施一批算力與電力協同項
目，將統籌數據中心發展需求和新能源資源
稟賦，科學整合源荷儲資源，開展算力、電
力基礎設施協同規劃布局。探索提升算力
與電力協同運行水平，提高數據中心綠電
佔比，降低電網保障容量需求等。
中國核電等清潔能源的布局一步一個腳

印，2022年至2025年，始終保持着每年核
准10台及以上核電機組的速度，截至目
前，中國在運、在建和核准建設的核電機
組102台，裝機容量達到1.13億千瓦，核
電總體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在核電技術
上，新機組多採用中國自主研製三代核電
技術「華龍一號」或四代技術。同時，中
國還開展小型模塊化反應堆、核聚變等前
沿技術的研發攻關，積極探索核能供暖、
供汽、海水淡化等綜合利用。

重大工程建設美國無法比擬
對於中美兩國在電力供給算力需求

領域的競爭，中國一位知名學者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結果
已經顯而易見。中國的電力系統是
公有制，有能力建設核心骨幹網
絡，而美國老化的電力網絡是私有
制，進行改造升級等基礎建設面臨
着很多困難。中國在重大工程建設
上的新型舉國體制，是美國無法比
擬的優勢。可以預見，在新能源
電力系統這一左右人工智能發展
底層邏輯的領域，中國佔據着
「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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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美關稅戰雖然停戰90天，但兩國人工智能（AI）的科技戰並沒有停

止，甚至越發激烈。AI的出現，讓數字技術對電力的需求劇增，在這場決定未來的

競爭中，隱藏着一個被多數人忽視的戰略支點——電力。「AI的盡頭不是算法，

而是電力！」對中美這兩個AI大國來說，現行電力系統的支撐

及未來布局，影響着AI產業以及數字化經濟的明天。一場圍繞

電力的產業博弈已悄然展開……香港文匯報從今天起推出中美

電力博弈系列專題，採訪業內人士及專家，分析對比中美電力

供需現狀及未來布局，展望AI能源前景，試問誰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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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吞電獸」這個暱稱，是人們對AI這一耗電大戶形
象化的比喻。據介紹，AI之所以成為耗電大戶，主要源於
其硬件設備的高功耗、訓練與推理階段的巨大能耗，以及規
模化應用帶來的電力需求激增等。

服務器用上萬張超級芯片
在硬件層面，AI所需的GPU/芯片的耗電激增。以英偉達

H100芯片為例，單卡功耗達700瓦，近年來已連續售出數百萬
張。AI服務器往往需要成千上萬張此類芯片協同工作，導致整
體耗電量遠超傳統服務器。AI模型依賴高性能GPU和專用芯片
（如TPU），這些設備為處理大規模計算任務而設計，但效率
提升的同時也推高了單位時間內的能耗。

訓練大模型如3000特斯拉開跑
AI大模型的訓練與推理階段，同樣需要大量的電力支撐。AI模

型的訓練需要處理海量數據，其計算量呈指數級增長。有外媒統
計，以GPT-3的一次訓練為例，每一次訓練使用了大約128.7萬度
電，相當於3,000輛特斯拉共同開跑，每輛車跑20萬英里。
據悉，ChatGPT目前處理一個請求平均耗電2.9瓦時（相當於60瓦

燈泡亮3分鐘）。若每日響應2億次請求，總耗電量達50萬度，相當
於1.7萬個美國家庭日均用電量。

DeepSeek主打低成本更環保
反觀中國AI頭部DeepSeek，主打用較
低成本來訓練AI模型，宣稱其AI模型僅
使用 2,000 顆功率較低的輝達 H800 芯
片，不同於西方的主要AI模型約使用1.6
萬顆專用芯片。DeepSeek 關鍵技術是
「知識蒸餾」，即讓規模較小、較新的
AI模型去學習受到充足訓練的大型、複
雜模型，降低推理的成本。

談 及 中 美 之 間 電 力 發 展 布 局 問

題，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

學院教授沈逸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中美各自不同的歷史積累、基礎設

施現狀，發展路徑乃至制度體系，

使得中美當前電力發展已分別處在

不同的維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

講，在電力問題上，美國並不具備

和中國展開正面競爭的能力」，沈

逸說，中國也沒有興趣完全復刻美

式的發展道路，靠「電力堆積」去

擊敗美國。中國希望的是，在人工

智能發展和治理上走出一條獨具特

色的道路。

「堆顯卡」不可持續
沈逸認為，電力等於人工智能算

力的觀點，是基於資源密集型人工

智能發展的結論，也就是相信 AI 大

模 型 越 大 、 參 數 越 多 ， 性 能 就 越

強，這種「堆顯卡」的發展模式，

相信足夠多的電力能耗，就能訓練

足夠聰明的大模型，從而解決所有

的問題。但是，很多人意識到，這

種模式將進一步造成各國發展的分

化，加劇全球數字鴻溝。聯合國已

經警告，資源密集型的人工智能發

展路徑，已接近人類社會可持續發

展的邊界。

可以預見的是，無論是現在還是未

來，在電力建設布局上，中國的長期

發展模式更契合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規

律與要求。近期以來，中國開工建設

多個新核電項目。沈逸認為，當前中

國加速核電建設，絕非只是為與美國

進行電力算力大戰，而是中國要構建

一套以能源可及性和能源韌性為指標

的新能源標準和定義體系。實踐證

明，西方標榜的「綠色能源」，與中

國現代工業體系並不匹配。近期上馬

的電力項目證明，中國在布局上正回

歸核電等更好統籌，兼顧能源韌性、

可及性以及綠色可持續發展等需求的

新型能源，力求發展出中國特色的綠

色能源電力系統。這樣的清潔能源電

力系統，可以有效地將人工智能轉化

為造福人類的公共產品，為全球特別

是全球南方國家彌合數字鴻溝，為實

現全球人工智能的可持續發展貢獻中

國方案。

跳出美「電力堆積」模式 中國AI走綠色發展路專家解讀

美國在AI領域築起「小院高牆」，希望通過壟斷算力和算法進一步加深全球

數字鴻溝，卻沒想到被電力拖了後腿，「美國的發電量在過去20年一直處於停

滯狀態。」反觀中國，自1950年開始，始終一步一個腳印，從電力「貧困

戶」逐漸逆襲成為發電量世界第一。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下旬簽署核能「復興令」，計

劃在2030年前啟動10座大型核電站建設，重振美國核電行業，被視為「電力博弈全面開

始」的註腳，意味着中美AI領域博弈的焦點，正從芯片算力、算法大模型進一步拓展至

電力能源領域。而這場AI時代的中美電力能源博弈，關乎着未來全球人工智能的發展方

向和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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