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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AI算力增速高于预期，IDC行业迎来新“风口”——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解读 

——联合资信工商评级一部|崔濛骁|宁立杰 

【摘要】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左右”，为人工

智能（AI）与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的协同发展注入强心剂。在 2025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人工智能+”战略被首次提升至国家产业升级的核心地位，作为 AI技术的基

础设施，IDC行业正迎来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AI算

力增速高于预期，IDC 行业或将迎来新“风口”。 

一、AI 与 IDC的“双向赋能”逻辑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要求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智

能化水平；同时，将算力基础设施纳入国家战略布局，提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等要求，为 IDC行业指明发展方向。《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人工

智能+”战略，并首次以独立章节部署，明确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将数字技术

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深度融合，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可表明中国 IDC 行业在人

工智能驱动下，正从“算力规模扩张”向“质量效能跃升”的战略转型。两会期间，

代表委员针对国产算力平台建设提出多项建议。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

峰提出，应加快构建基于国产算力的自主可控大模型生态体系，建立健全数据资源共

享机制，借助专项扶持推动算力硬件与算法协同创新，以此加速我国自主可控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的发展进程。AI 与 IDC 在算力基建扩容、智能化运营和数据要素激活方

面实现双向赋能。 

算力基建扩容实现 AI 需求倒逼 IDC升级，IDC为 AI 提供“新基建”的双向赋

能。一方面，智能算力新增及东部地区建设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集群（如长三角、粤港

澳节点），直接服务于 AI大模型训练需求；西部地区则布局绿色低碳算力基地，通过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2 

“东数西训”模式承接非实时性 AI 算力任务，响应智能算力专项投资的国家和地方

政策。其双向赋能体现在 AI大模型训练对高密度算力的需求倒逼 IDC向智能化、集

约化转型；而 IDC的算力基建扩容又为 AI技术创新提供“燃料”。另一方面，IDC行

业中的液冷技术和绿色补贴政策响应国家层面政策框架，其双向赋能体现在 AI 算力

高能耗特性推动 IDC绿色技术创新；IDC的低碳化改造则降低 AI产业碳排放，助力

实现“双碳”目标下的 AI可持续发展。 

智能化运营实现 AI 优化 IDC效率，IDC为 AI 落地提供试验场的双向赋能。AI

运维的强制部署和 AI能效实验室建设，响应 2025年《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技术标准及《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指南》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算力强基”专项行动等政策。一方面，AI算法（如数字孪

生、预测性维护）直接提升 IDC 运营效率；IDC 的海量运维数据反哺 AI 模型迭代，

形成闭环优化；另一方面，AI 芯片的专用化设计提升 IDC 能效；IDC 的规模化场景

为 AI芯片提供真实测试环境，加速技术商业化。 

数据要素激活实现 AI 挖掘 IDC 数据价值，IDC 构建 AI 生态底座的双向赋能。

政务数据开放与行业大模型开发，AI 算法释放 IDC 存储数据的潜在价值，AI 大模型

训练对高密度算力的需求倒逼 IDC 向智能化、集约化转型；IDC 的数据资源池成为

AI 模型训练的核心生产资料。在生成式 AI 爆发式增长的浪潮中，全球算力需求正以

每 3~4 个月翻番的速度突破临界点。据 IDC 预测，2023－2030 年全球 IDC 市场将保

持 22%的年复合增长率，中国智能算力规模预计 2025 年突破千亿级。由 AI 驱动的

算力革命，正在重塑 IDC 的产业逻辑，从基础设施迭代到商业模式创新，从技术架构

重构到生态体系重塑，AI 与 IDC 的深度融合正催生新的产业范式。在大模型需求拉

动下，AI 算力需求高于预期，中国 IDC 运营商的项目回报率存在显著修复空间，与

政府工作报告中“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表述高度契合。其中 AI 大模型的参数

规模从 GPT-3 的 1750 亿上升至 GPT-4 的 1.8 万亿，训练所需算力呈指数级增长。开

源模型 DeepSeek 的普及进一步扩大市场需求，该模型通过算法优化使训练成本降至

国际同类产品的 5%，吸引多家国产 AI 芯片企业及三大运营商接入，激发长尾客户

对算力服务的需求。此外自动驾驶、药物研发等场景对算力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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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IDC 从传统存储功能向智能计算中心转型。同时 IDC 的算力与数据整合能力则降

低 AI 应用门槛，推动中小企业智能化。 

综上，政策导向下的 AI和 IDC行业的双向赋能逻辑为三大闭环。其中，需求闭

环为 AI 产业化--算力需求爆发--IDC 供给侧改革--反哺 AI 算力成本下降。技术闭环

为 AI 优化 IDC 能效--IDC 提供更低成本算力--加速 AI 技术迭代--催生更智能的 IDC

运维技术。生态闭环为 IDC汇聚数据与算力--AI企业开发应用--行业智能化反哺数据

积累--IDC数据价值再挖掘。 

二、政策导向下，AI 优化算力网络“点、链、网、面”体系化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是继 2024年明确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体

系构建，培育算力产业生态后，“算力”一词连续两年受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AI

驱动算力资源科学布局，加速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基于 AI 强化学习的选址

算法，综合评估电价、地质稳定性、网络延迟等参数，提升数据中心选址效率提升。

通过时序预测模型（如 LSTM）分析区域 AI 算力需求增长曲线，动态规划机柜数量

与电力配置。随着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和优化将迎来新一轮

浪潮。AI将优化算力网络“点、链、网、面”体系化发展。其中，“点”为推动算力

中心单点提质，按需建设，重点为提升算力利用效率。“链”为促进算力产业“串珠

成链”，深化核心技术研发与协同创新，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计算技术体系和软硬件

生态体系。“网”为加快网络升级“连算成网”，指导基础电信企业规划建设高速宽带

网络，扩大千兆网络覆盖范围，有序推进 5G 网络演进升级，按需部署干线 400G 和

城域 800G高速光传输系统，打造高速稳定的传输通道，更好支持数据的流通和利用。

“面”为持续丰富算力应用场景，引导模式创新“全面赋能”。其中“点”的算力布

局中，通过 AI 实现单个算力节点（如数据中心、边缘计算节点）的自主决策与资源

优化。在“链”的算力布局中，AI赋能边缘节点间的高效协作，构建分布式智能链并

支撑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如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在“网”的算力布局中，AI

构建动态算力网络，打破地理限制，实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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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算力布局中，AI 推动算力网络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算力+AI+产业”的共

生生态。 

三、挑战与突破 

虽然政策红利显著，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超过

3%”，对 IDC 行业能耗与碳排压力提出更高要求。此外 IDC 行业面临区域算力失衡

和安全合规风险等。其中，能耗与碳排压力方面，或将通过建立“算力碳足迹追踪系

统”，对未使用绿电的数据中心征收阶梯式碳税和在内蒙古、甘肃等试点风电/光伏直

供园区，要求一定的 AI 训练集群绿电使用比例。区域算力失衡方面，通过加快“东

数西算”枢纽节点建设和实施“东数西训”战略，并运用联邦学习技术实现东西部数

据中心协同训练大模型，进而减少原始数据跨域传输和对中西部 AI 算力需求企业给

予相应的电价补贴。安全合规风险应对方面，可通过制定《AI 算力安全分级规范》，

要求训练敏感模型的数据中心通过国家等保四级认证，此外可通过建立 AI 模型训练

黑名单机制，对涉及深度伪造、舆情操纵的算力需求实施实时阻断。 

总体看《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信号表明，IDC 行业的价值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

转变，从“机房供应商”到“智能服务商”，包括服务模式的重构、技术标准的输出

和产业协同的深化，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 AI与 IDC 深度融合的关键

年。政府工作报告为 IDC 行业发展锚定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主基调，而技术

突破与政策落地的协同效应，将加速算力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AI 将驱动 IDC 行业

发生变革，包括 AI 推理场景推动边缘 IDC 部署；AI 算法优化 IDC 行业的制冷、电

力调度等环节，提高运维效率；AIaaS（AI即服务）或将成为主流模式，数据增值服

务将崛起；政策驱动或将使中小 IDC企业加速出清，集中度提升。 

未来，行业内企业或将可通过投资建设适配 AI 大模型训练的智算中心布局高密

度 GPU 集群和液冷技术国产化实现智能算力基建、升级为 AI 驱动运维及形成垂直

行业解决方案，实现从“制冷节能”到“AI原生架构”的技术跃迁；从“资源出租”

到“算力服务+数据增值”的模式跃迁、从单一个体到“芯片-算法-场景”全链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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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跃迁。但短期内行业企业信用风险或将在资本开支和技术投入方面，长期则受

益于收入增长和资产证券化。行业头部企业在资源储备、技术优势和融资能力具有较

强的优势，信用风险或将可控；行业中小厂商需关注客户拓展与成本控制；此外需关

注行业企业上架率、现金流管理及技术适配能力。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6 

联系人 

投资人服务 010-85679696-8624chenjialin@lhratings.com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著作权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须注明出

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

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研究报告的，联合资信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 

本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联合资信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

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研究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联合资信于发布

本研究报告当期的判断，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

或邀请。 

在任何情况下，本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联

合资信对使用本研究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