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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全国算力枢纽方案出台，数据中心行业迎发展新机遇 
 

事件： 
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
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对数据中心建设规划和节能发展提出多方
面的目标，要点如下： 

1、首批核心节点（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贵州、内蒙古、甘肃、
宁夏）之间进一步打通网络传输管道，建立互联网交换中心、骨干直连点，
并建立网络结算机制降低长途传输费用。城区外统筹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
集群；城区内加快老旧机房升级，发展高性能边缘数据中心。 

2、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优先满足高实时性要求业务，为边缘数
据中心等留出发展空间。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优先承接非实时算力需
求。 

3、完善数据中心节能评价标准体系，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动节能技术，
鼓励通过用能权交易配置能耗指标，探索跨省能耗和效益分担。对于符合条
件且纳入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范围的建设项目，积极协调安排能耗指
标予以适当支持。 

4、以应用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加大服务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
件、分布式计算与存储、数据流通模型等软硬件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建设数
据流通、数据智能应用等平台，提升资源调度能力构建算力服务资源池。 

 
主要受益标的建议关注： 

1、核心城市布局的 IDC 标的：光环新网（21 年 10.4 亿利润，22 倍）、科
华数据（21 年 5.1 亿利润，15 倍）、宝信软件数据港、奥飞数据、城地香江
等； 

2、机房温控龙头：佳力图、英维克等； 

3、数通光模块：中际旭创（21 年 10.0 亿利润，29 倍）、新易盛（21 年 6.5
亿利润，26 倍）、天孚通信（21 年 3.8 亿利润，27 倍）、博创科技、剑桥科
技等； 

4、云计算/大数据软件应用及网络安全相关标的计算机行业较多，通信行业
主要包括：彩讯股份（21 年 1.5 亿利润，42 倍）、中新赛克、恒为科技等。 

 
风险提示：政策落实进度慢于预期，行业竞争超预期，下游需求弱于预期，
技术研发风险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1-05-27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002335.SZ 科华数据 16.63 买入 0.83 1.11 1.47 1.93 20.04 14.98 11.31 8.62 

300308.SZ 中际旭创 40.30 增持 1.21 1.41 1.75 2.07 33.31 28.58 23.03 19.47 

300502.SZ 新易盛 46.98 买入 1.36 1.80 2.26 2.75 34.54 26.10 20.79 17.08 

300394.SZ 天孚通信 46.91 增持 1.29 1.73 2.29 2.91 36.36 27.12 20.48 16.12 

300383.SZ 光环新网 15.14 增持 0.59 0.68 0.82 1.00 25.66 22.26 18.46 15.14 

300634.SZ 彩讯股份 16.02 增持 0.34 0.38 0.47 0.59 47.12 42.16 34.09 27.15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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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内
容要点 

5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等多部委联合印发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推动数

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统筹全国算力枢纽体系。方案几个核心要点总结如下： 

1、核心节点之间建设高速数据传输网络。首批核心节点（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

渝、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之间进一步打通网络传输管道，建立互联网交换中心、

骨干直连点，并建立网络结算机制降低长途传输费用。 

2、结合不同区域条件，统筹不同类型的数据中心。城区外统筹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集

群；城区内加快老旧机房升级，发展高性能边缘数据中心。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

渝优先满足高实时性要求业务，为边缘数据中心等留出发展空间。贵州、内蒙古、甘肃、

宁夏优先承接非实时算力需求。 

3、加强绿色节能集约建设，能耗指标上给予政策支持。完善数据中心节能评价标准体系，

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动数据中心采用高密度集成高效电子信息设备、新型机房精密空

调、液冷、机柜模块化、余热回收利用等节能技术。鼓励通过用能权交易配置能耗指标，

探索跨省能耗和效益分担。对于符合条件且纳入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范围的建设项

目，积极协调安排能耗指标予以适当支持。 

4、以应用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加大服务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分布式计

算与存储、数据流通模型等软硬件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建设数据流通、数据智能应用等平

台，提升资源调度能力构建算力服务资源池。 

 

2. 对产业链影响分析 

《方案》旨在统筹规划全国的数据中心建设和发展，目标是解决数据中心供需失衡、促进

绿色节能、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发展。具体来看： 

1、我国数据中心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失衡、失序发展等问题。一些东部地区应用需求大，

但能耗指标紧张、电力成本高，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难度和局限性大；一些西部地区可再

生能源丰富，气候适宜，但存在网络带宽小、跨省数据传输费用高等瓶颈，无法有效承接

东部需求。通过国家枢纽节点布局，可引导数据中心向西部资源丰富地区以及距离适当的

一线城市周边地区集聚，实现数据中心有序发展。 

2、促进绿色节能。我国数据中心年用电量已占全社会用电的 2%左右，且数据量仍在快速

增长。为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在数据中心建设模式、技术、标准、可再生能

源利用等方面进一步挖掘节能减排潜力。通过国家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扩大绿

色能源对数据中心供给，提升数据中心建设的能效标准，推动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 

3、推进技术迭代创新。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优势，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加强对大数

据关键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支持和大规模应用推广，将有助于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

大数据全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 

4、安全高效发展。加快推动数据中心、云、网络之间的协同联动，提高资源利用率。同

时，加强对基础网络、数据中心、云平台、数据和应用的一体化安全保障，加强对个人隐

私等敏感信息的保护，有助于提高大数据安全可靠水平，确保基础设施和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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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及后续各地方具体政策的逐步落地，对于产业链主要有以下 5 方面影响： 

1、有技术实力的龙头企业在核心城市的能耗指标成长性更强。《方案》后续具体落地后会

统筹核心城市及周边的能耗指标，绿色节能、降低 PUE 等技术实力较强的行业龙头在枢纽

节点获得新增能耗指标，有望享受政策支持，核心区域能耗指标的增速有望提升。 

2、贵州、内蒙古等非核心城市的枢纽节点集群上架率有望提升。非核心区域的机房由于

网络性能、带宽成本、运维成本，以及过去一段时间供给增长较快，整体上架率偏低。随

着枢纽节点统筹建设，提升网络性能、降低长途带宽成本，以及《方案》明确提出“网络

时延要求不高的数据中心，要优先向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节点转移”，未来这些集

群的 IDC 上架率有望改善。 

3、高端精密空调、冷水机组、液冷等降低机房 PUE 的核心技术有望加速渗透。《方案》后

续具体落实中会明确数据中心节能水平、能耗管理等准入标准。为达到符合要求的节能水

平，高端精密空调、冷水机组、液冷、模块化等降低机房 PUE 的核心技术有望加速渗透，

老旧设备将迎来替换升级周期。 

4、云迁移、多云管理等云服务；数据流通、大数据分析应用；网络安全等迎来增量市场。

未来核心城市主要服务对时延要求最高的算力，不同业务在不同区域间的调度转移将带来

云迁移、多云管理等需求。《方案》还鼓励数据流通、大数据分析以及网络安全应用的发

展，未来伴随数据中心集群的发展均有望迎来增量市场。 

5、核心技术国产化进程有望提速。《方案》落实阶段将组织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打造

一批基础性、示范性工程，加大服务器芯片、操作系统等软硬件产品规模化应用。随着信

创、国产替代等趋势的发展，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等底层核心技术有望加速发展。 

 

3. 主要受益标的建议关注 

1、核心城市布局的 IDC 标的：光环新网（21 年 10.4 亿利润，22 倍）、科华数据（21 年

5.1 亿利润，15 倍）、宝信软件、数据港、奥飞数据、城地香江等； 

2、机房温控龙头：佳力图、英维克等； 

3、数通光模块：中际旭创（21 年 10.0 亿利润，29 倍）、新易盛（21 年 6.5 亿利润，26 倍）、

天孚通信（21 年 3.8 亿利润，27 倍）、博创科技、剑桥科技等； 

4、云计算/大数据软件应用及网络安全相关标的计算机行业较多，通信行业主要包括：彩

讯股份（21 年 1.5 亿利润，42 倍）、中新赛克、恒为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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