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筱芸所供職的青海海南州大數據產
業園於2020年正式上線，是中國

首個100%清潔能源運營的數據中心。
「AI電力消耗非常大，而青海的獨特
優勢恰好就是擁有充足的清潔能源。」
據筱芸介紹，青海氣候常年乾燥、冷
涼，平均溫度3.4℃，數據中心可以實
現全年314天自然冷卻，不耗水、不耗
電，「在青海別說是電荒，每年全省連
自己發的綠電都消納不完。」

美國搶建數據中心 接上電網要7年
與中國青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弗吉尼亞
州，作為數據中心密度全球第一的城市，這裏集
結了美國四分之一的數據中心，其用電量佔到整
座城市的四分之一。隨着 AI 技術呈指數級發
展，巨大的電力需求正給這裏陳舊的電網帶來難
以承受的壓力，數據中心和城市居民開始「搶」
電大戰。北美電力可靠性公司報告也指出，數據
中心等新興負荷的快速增長已對電網的規劃和穩
定構成「前所未有的獨特挑戰」，並警告極端天
氣下電力短缺升至「高風險」。
AI大潮下，美國不斷擴建大數據中心，但美國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指出，在北弗吉尼亞等數據
中心密集地區，新的數據中心可能需要等待多達7
年才能接入電網。

利用西部電力資源 中國算力大提升
「這種電力上的差異，其實本身也是一種競

爭。」比起技術上的比拚，任衛熊認為能源短板
或許更具有殺傷力。「此消彼長，如果連起碼的
電力都無法保障，擁有再多的數據中心，反而是
個劣勢。」

「去年中國全年發電量為10.09萬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6.7%，2025年
預計將達到10.6萬億千瓦時，一直
保持增長。2024年美國發電量為4.3
萬億千瓦時，相比前一年不升反
降，2025年全年發電量預計為4.1
萬億千瓦時，繼續下降。」任衛熊
指出，如果從電能層面上來講，中
國已經領先美國很多了。
在任衛熊看來，現在對美國來

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電力系統從近幾十
年的增長基本停滯狀態，調整到應對電力需
求快速增長狀態，不然或許就如馬斯克所
言，電力短缺成為美國AI發展的下一個瓶
頸。而對中國而言，完全可以做到「手裏
有電，心裏不慌。」
中國算法和數據的崛起，在任衛熊看

來，這都是得益於「東數西算」的實施，
「『東數西算』就像『南水北調』『西電
東送』一樣，充分發揮中國體制機制優
勢，從全國角度一體化布局，優化資源配
置，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反觀美國，雖然在不停擴張數據中

心，但基本上都高度集中於弗吉尼亞
州、得克薩斯州等區域，這也造成了今
天美國的 AI 『電荒』和『能源焦
慮』。」任衛熊認為，從整體面上講，
美國在AI和數據中心發展上雖然依然
領先，但這種優勢已經越來越不穩固
了，電力供應已成為限制美國AI計算
能力擴展的最緊迫約束，在愈演愈烈
的科技博弈中，中國隨時都可能實現
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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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浪潮正重塑大國競爭格

局，而算力與電力構成的『雙底座』已成

為決定勝負的關鍵。」多年來一直致力於

電力系統深度研究的西安石油大學電子工

程學院武曉朦教授認為，從「東數西算」

到清潔能源的飛躍式發展，中國強大的國

家級系統設計能力，在AI競爭中已經佔

得先機。

國際能源署早前發表《能源與人工智

能》報告指出，目前一個大數據中心的

能耗與十萬個家庭相當。估計到 2030

年，全球大數據中心所需的電力總和，

相當於日本全年的耗電量。

中國推綠色算力 美國重啟煤電
「依託國家戰略推動算力規模快速擴

張，『東數西算』工程正構建覆蓋全國

的算力網絡骨架。」武曉朦指出，綠色

電力交易機制正在連接能源生產端與算

力消費端，隨着風電光伏新增裝機持續

快速增長，未來將超過火電，「雲貴、

西北等區域，都是太陽能、風能、水能

非常富集的地區，綠色電力幾乎能百分

百轉換成綠色算力。」

武曉朦發現，美國通過技術封鎖與產

業政策構築護城河，其實正在面臨着基

礎設施老化帶來的極大的供電隱患。特

別是2025年2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成

立國家能源委員會，通過創新來監督美

國繼續處於能源主導地位。4月，特朗

普再次簽署行政令，要求擴大美國國內

煤炭開採和使用，評估煤電為數據中心

供電的市場潛力，其實都是無奈之舉。

破算力電力割裂需建協調機制
武曉朦表示，電力如今正成為技術躍

升的束縛，新一代儲能技術開始解決新

能源波動難題，智能電網通過精準預測

優化電力調度，數據中心冷卻技術革命

大幅降低能耗。因而未來競爭的核心在

於打破算力與電力的傳統割裂，構建深

度融合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

他指出，隨着技術演進，國際競爭正

從單純算力指標的比拚，轉向整個系統

綜合效能的較量。從擁有更多算力，到

能以更低的能源代價、更小的環境影響

獲得有效智能產出轉變，「未來勝負取決

於國家級的系統設計能力，既需要前瞻

布局變革性技術，更需建立跨領域的協

調機制。中國無疑擁有更大的優勢。」

AI未來競爭核心：建深度融合新型基建體系專家解讀

5月初夏，位於青藏高原東南緣的青海海南州，迎來一年中最美的時節。一邊

享受着「天然空調房」，一邊快步完成機房巡查後，剛剛入職海南州大數據產業

園的大學生筱芸，心情愉悅地在「零碳數據中心」綠色工作日誌上簽名。幾乎是

在同一時間段，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一系列發展核能的行政命

令上簽上大名，但不同的是，特朗普的簽名背後折射的卻是全美AI急速發展加

劇的「能源焦慮」。

「中美AI競爭真正的戰場其實是在能源，而不在芯片。」早年曾在一家澳洲

企業從事大數據安全工作，如今定居陝西西安、創立科技公司並參與「東數西

算」及金融科技項目的港人任衛熊，一直緊密關注着中美兩國AI和新能源產業的比拚和博

弈，在他看來，當數年前中國前瞻性地將眾多數據中心放到能源富集的青海、寧夏、甘肅

等西部省份，已經贏得先機、佔得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綠電解決AI耗電
中美方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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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很多人的記憶中，20多年前，青海塔拉灘還曾是一片不
毛之地。變化始於2013年，曾經的戈壁被高低起伏的光伏板拼接
成「藍色海洋」。如今的塔拉灘，已經成為全球裝機容量最大的
光伏發電園區，為青海綠色算力能源保障提供多重保險。
中國西部擁有全國七成以上可再生能源資源，中央規劃把大數據

中心建在西部地區是有長遠的考慮。「美國都無解的大型能源問
題，青海給出了『天才主意』。」主營網絡數據安全的360集團創
始人、董事長周鴻禕說。
數據中心對於電力供應的安全穩定要求很高，這對具間歇性特點的

新能源發電提出挑戰。當前，已有一些數據中心通過技術創新，儲存多
發的風光綠電，保障電力安全穩定供應、降低用電成本。河北懷來縣一
處「風電+光伏+儲能」一體化數據中心項目，通過多措並舉，綠電佔年

用電量的70%以上。
陝西高校教授黨輝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美國政府近日向國會
提交2026財年預算案，提議大
幅削減聯邦環境、可再生能源等
開支，總計削減規模超1,600億
美元，這也讓本就發展緩慢的美
國清潔能源產業「雪上加霜」，
「美國人不能解決的大模型能源
問題，或許未來還會成為更大的
問題，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加
劇AI『電荒』。」

●《數字中國建設2025年行動方案》提出，到
2025年底，算力規模超過300EFLOPS（百億

億次/秒），其中包括工業大模型應用平台超
過100個。

●2024年至2026年，中國將建設1個新材料大數
據中心、4個重點行業數字化轉型推進中心、4
個重點行業製造業創新中心等。

●目前，貴州貴安新區數據中心項目（一期）正在建
設中，項目總體規劃建設面積約43萬平方米，全
部項目建成後，服務器裝機能力可達30萬台。

● 與阿聯酋合建海外AI數據中心，佔地約26平方千
米，足以支持250萬枚英偉達B200芯片。

● 美國能源部宣布在全美16個站點建設數據中心和AI基
礎設施，2027年底開始運營。

● 科技巨頭Meta斥資100億美元，在路易斯安那州建設
一座AI數據中心，整個建設將持續到2030年。

● OpenAI斥資千億美元的AI數據中心正式落地得州阿比
林市，將容納40萬塊英偉達頂級AI芯片，預計2026年
中建成。

2022年2月，中國全面
啟動「東數西算」工

程，打造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將中國
東部各行業產生的數據，通過網絡送往
位於西部地區的數據中心處理、計算和
存儲。
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
代表的東部樞紐節點，主要承擔低時延

業務需求，如金融交易、實時交互等。
以貴州、內蒙古、甘肅、寧夏為代表的
西部樞紐節點，則專注於非實時、離線
型業務，如數據備份、冷數據存儲等。
這種分工模式不僅優化算力資源配

置、促進東西部協同發展，還有效降低
整體能耗成本，為中國數字經濟注入強
勁動力。

新增新能源發電裝機規模2億千瓦以上，發電量
達到10.6萬億千瓦時左右，包括：
●浙江三門三期工程核電項目：5號、6號機組項

目建成後，預計年發電量達200億千瓦時
●福建霞浦壓水堆1、2號機組：規劃建設5台核

電機組
●山東海陽三期工程：發電量可達609億千瓦時，

約可滿足7,000萬居民全年的用電需求
●廣東台山二期工程：3號及4號機組單台機組容

量為1,200兆瓦時（1兆瓦時=1000度電）

●廣西防城港三期工程：5號及6號機組的單台機組
容量為1,208兆瓦

●2025年，11省市重點建設74個水電項目

●陝西：2025年將建成榆能西南70萬千瓦熱電項
目，外送電量1,000億千瓦時

●計劃在2030年前啟動10座大型核電站建設，並在
2050年前將美國核電產能翻四倍

●調整監管程序，使3個實驗性反應堆能在2026年7月
4日前投入運行

●對現有核電站進行5吉瓦（1吉瓦=1百萬千瓦）的升
級，並幫助推動其他核電站的完工

●在美國軍事設施中至少建造一座反應堆
●計劃在弗吉尼亞州建設全球首座商用核聚變發電廠，

計劃在2030年代初實現發電

●預計2025年增加7.7吉瓦的風電裝機容量

●2025年將新增32.5吉瓦集中式大規模太陽能裝機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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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個100%利用清潔能源運營的青海
海南州大數據產業園（一期）。 資料圖片

▲中國電力儲備充足。
圖為青海—河南 800 千
伏特高壓直流工程變電
站。 資料圖片

●任衛熊在西安參與
「東數西算」項目。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美 國

中 國

◀美國電網陳舊，數據
中心和城市居民開始
「搶」電大戰。

網上圖片

水電

●2025年計劃新增4.4吉瓦的天然氣發電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