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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  

 
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的拉动有多大？  

 
➢ IEA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有望大幅提升 

2024年以来，马斯克、黄仁勋、奥特曼等科技巨头均表达过 AI算力的发展

或将显著提高用电量的观点。据 IEA，2022 年全球数据中心、加密货币、

AI 等相关需求共消耗电力 460TWh，占全球用电总量的 2%；根据 IEA 的中

性预期，预计 2026年相关电力需求有望上升至 800TWh，4年 CAGR为 14.8%；

较高预期中 2026年相关电力需求有望上升至 1050TWh，4年 CAGR为 22.9%。

虽然相关用电需求增长较迅速，但对于全球用电总量的影响较有限。 

 

➢ 我们预计国内数据中心用电增长或进一步加速 

2023Q3 我国数据中心在用标准机架数量超过 760 万架，预计 2025 年有望

增长至 1400万架，2022-2025 年 CAGR有望达 29.1%。我们预计虽然数据中

心 PUE 仍有下降空间，单位算力所需的功耗亦有望随着技术迭代降低，但

数据中心机架规模的旺盛需求、机架密度和 GPU 功耗的进一步提升，我国

泛数据中心领域的用电量或将进一步加速增长，更贴近 IEA 预测中的较高

预期；我们预计 2026年此需求有望达到 540TWh，2023-2026年 CAGR为 19%。 

 

➢ 大型数据中心对局部电网影响较大 

2020年以前我国算力资源集中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2020年以后逐步向西

部地区迁移。根据我们上述测算，2024-2026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增量有望

分别达到 57/72/91TWh，而 2022 年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社会用

电量分别为 174/150/125/92TWh，数据中心用电量的增长对于西部地区的

用电冲击或较明显。弗吉尼亚和佐治亚是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较多的地区，

其未来用电需求的预期已受数据中心快速建设的影响而明显升高。 

 

➢ 数据中心用电有望对新能源装机起到较大拉动 

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头部科技企业已实现了较高的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

比。2020 年，我国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为 30%左右，随着国家对数

据中心能耗管控趋严，打造 100%可再生能源的零碳或低碳数据中心成为主

流服务商的重要发展方向。若按照 IEA 对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 2022-2026

年增长约 590TWh的较高预期预测，则年化增长 148TWh，约占 2022年全球

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量的 27%，有望对未来新能源装机起到较大拉动。 

 

➢ 投资建议：用电提升有望拉动运营商及电力设备企业业绩 

1）随着数据中心拉动用电需求增长，以及国家对算力相关产业绿电比例要

求提升，绿电运营环境价值有望凸显，推荐中国核电，三峡能源。2）数据

中心本身对电能质量的要求较高，以及用电增长对相关配电网改造、新能

源发电的拉动有望进一步提升电力设备需求。推荐数据中心变压器产品已

广泛应用于百余个项目的金盘科技；数据中心及新能源业务协同快速发展，

积极推进智算中心和 AIGC相关业务拓展的科华数据。 

   
风险提示：1）数据统计口径差异影响测算结果；2）行业竞争加剧；3）原

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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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EA 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有望大幅提升 

1.1 预计中美欧数据中心用电量明显提升 

IEA 预计全球泛数据中心用电量有望大幅提升。据 IEA 在 2024 年 1 月发布的报

告，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加密货币、AI等相关需求共消耗电力 460TWh，占全球用

电总量的 2%；根据 IEA的中性预期，预计 2026年相关电力需求有望上升至 800TWh，

4 年 CAGR 为 14.8%；较高预期中相关电力需求有望上升至 1050TWh，4 年 CAGR 为

22.9%。 

图表1：IEA 对全球数据中心、加密货币、AI 等需求用电量的预测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美欧构成数据中心用电主要增长来源。在 IEA 的中性预期中，2026 年欧洲及

美国的泛数据中心用电量约占总用电需求的 5%-6%，而中国 2026 年泛数据中心用电

量约占整体用电需求的3%。比特币挖矿产生的用电消耗同样增长迅速，据CCAF统计，

2023 年全球比特币挖矿用电量已达 121TWh，而 2024 年 1-2 月用电量的同比增速达

到 63%。 

图表2：IEA 对各地区数据中心用电量的中性预期 

 
图表3：全球比特币挖矿电力消耗情况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CAF，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部分口径下对未来增速的预期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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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同统计口径下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差异较大，且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增速的

预测普遍保守。据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统计，2022 年国内数据中心用电量为 270TWh，

预计 2030 年提升至 400TWh；而据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统计，2021 年国内

数据中心用电量为 93.7TWh，至 2025年有望增长至 120TWh。我们认为数据的差异可

能来自于，国网的统计结果基于实际的用电情况，而 CDCC 的统计结果或主要基于从

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自下而上的测算，而机架数的统计可能主要包括中大型数据中心，

并且数据中心实际建设规模和批复规模之间或存在差异。 

图表4：国网能源研究院统计口径下国内数据中心用电

量情况 

 
图表5：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统计口径下国内

数据中心用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报，中国能源报，绿色和平，华北电力大学，国联证

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DCC，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2. 我们预计数据中心用电增长或进一步加速 

2.1 算力需求驱动数据中心规模大幅提升 

全球算力需求增速有望大幅高于上述机构对数据中心用电量的增速预期。算力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对推动科技进步、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华为预测，2030 年全球通用计算（FP32）总量有

望达 3.3ZFLOPS，同比 2020 年增长 10 倍；AI 计算（FP16）总量有望达 105ZFLOPS，

同比 2020年增长 500倍，有望大幅提升对于数据中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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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近年全球算力规模 

 
图表7：华为预测 2030 年全球算力规模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算力白皮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为 GIV，国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中心机架规模预计保持较高增长。据工信部，2023Q3 我国数据中心在用标

准机架数量超过 760万架，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45%；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进

一步深入，预计 2025 年我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有望增长至 1400 万架。数据中心机

架 2017-2022年 CAGR为 31.4%，2022-2025年 CAGR有望达 29.1%。 

图表8：国内数据中心机架规模预测 

 
图表9：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机架建设规划（万架）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能源评论，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单个机架功耗提升仍是主要趋势 

数据中心能耗要求趋严，但 PUE持续下降空间有限。工信部《新型数据中心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到 2023 年底，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降低到 1.3 以下，严寒和寒冷地区力争降低到 1.25 以

下。政策要求与数据中心实际运行 PUE 仍有差距，需要采用更加高效节能的技术及

设备，降低数据中心能耗。但近年数据中心 PUE 持续下降空间已明显缩窄，对于整

体用电量的节约幅度或明显弱于 2007-2014 年期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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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22 年我国大型数据中心 PUE 情况 

 
图表11：数据中心 PUE 持续下降空间有限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ptime Institute，国联证券研究所 

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高的 GPU 能耗仍是主要发展方向。据 JLL Research，数据

中心单个机架的功率密度或将进一步提升。英伟达近年来新品 GPU 的最大热设计功

耗亦不断提升。 

图表12：数据中心单个机架功率密度有望提升 

 
图表13：英伟达 GPU 最大热设计功耗（TDP）不断提升 

  
资料来源：JLL Research，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英伟达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2.3 预计 2026 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量有望达 540TWh 

我们预计未来 3年我国泛数据中心领域用电量 CAGR有望达 19%。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预计虽然数据中心 PUE 仍有下降空间，单位算力所需的功耗亦有望随着技术迭

代持续降低，但对于数据中心机架规模的旺盛需求、机架密度和 GPU 功耗的进一步

提升，我国泛数据中心领域的用电量有望进一步加速增长；我们预计 2026年有望达

到 540TWh，2023-2026年 CAGR为 19%。  

图表14：国内泛数据中心领域用电量预测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标准机架数（万架） 315 401 520 650 839 1082 1400 1820 

单机架功率（kW）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总功率（GW） 7.9 10.0 13.0 16.3 21.0 27.0 35.0 45.5 

利用小时数假设（h）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PUE 1.63 1.61 1.59 1.57 1.51 1.46 1.4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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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数据中心 PUE         1.3 1.27 1.24 1.2 

中大型数据中心用电量（TWh） 90 113 145 179 221 276 345 433 

yoy   25.7% 28.1% 23.4% 24.0% 24.4% 25.1% 25.6% 

其他相关需求用电量（TWh） 85  92  92  95  98  101  104  107  

yoy   8.1% 0.3% 3.4% 3% 3% 3% 3% 

国内泛数据中心用电量合计（TWh） 175 205 237 274 320  377  449  540  

yoy   17.1% 15.6% 15.6% 16.7% 17.8% 19.1% 20.3%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测算 

3. 局部电网改造和新能源需求受到较大拉动 

3.1 大型数据中心对局部电网影响较大 

数据中心用电攀升或将主要体现在对于局部电网的影响。2020 年以前我国算力

资源集中在北上广深、江浙等发达地区；2020 年以后逐步向新疆、青海、内蒙、贵

州等地迁移。根据我们上述测算，2024-2026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增量有望分别达到

57/72/91TWh，而 2022 年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174/150/125/92TWh，数据中心用电量的增长对于西部地区的用电冲击或较明显。 

图表15：2020 年中国部分省份算力规模（EFlops） 

 
图表16：2022 年中国部分省份全社会用电量 

 

 
资料来源：中国通服数字基建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美国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用电需求受数据中心驱动明显提升。弗吉尼亚和佐治亚

是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较多的地区，当地对于未来用电需求的预期受到近期数据中心

的快速建设影响而明显拉高。佐治亚电力公司表示受数据中心用电激增影响，其电力

预测与实际需求产生较大差距；佐治亚州政府考虑暂停对数据中心建设给予的税收

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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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弗吉尼亚用电需求受数据中心驱动大幅增长 

 
图表18：佐治亚州电网受数据中心建设冲击 

 
 

资料来源：Washington Post，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eorgia Power，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数据中心用电或主要由新能源提供 

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头部科技企业通过购买绿证或实际生产等方式实现了较

高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亚马逊计划 2025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谷歌和微软计

划 2030 年真正实现 24/7的零碳电力供应（即不依赖绿证）。2020年，我国数据中心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为 30%左右，随着国家对数据中心能耗管控趋严，以及 PUE 优化、

源网荷储一体化技术发展，打造 100%可再生能源的“零碳数据中心”或“低碳数据

中心”成为主流服务商的重要发展方向。 

图表19：头部科技企业运营用电可再生能源占比高 

 
图表20：数据中心用电增量对可再生能源需求有望带

来较高提升（TWh）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3），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全球数据中心用电增量采用 IEA乐观预期，中国内地数据中心用电增

量采用国联证券研究所预测值 

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 540TWh，若按照 IEA对数据中心用电量 2022-

2026年增长约 590TWh的乐观预期预测，则年化增长 148TWh，约占 2022年可再生能

源发电增量的 27%。 

4. 投资建议：用电提升有望拉动运营商及电力设备企业业绩 

变压器及开关柜等电力设备在数据中心大量应用。数据中心对电力可靠性要求

较高，供电系统从变电站、高低压配电系统普遍采用 2N架构，同时根据机房等级配

置 2N或 N+1的不间断电源、柴油发电系统等进行安全保障，以确保各类突发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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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中心安全可靠运行。 

图表21：变压器及开关柜等设备在数据中心大量应用 

 
图表22：数据中心普遍采用冗余架构配置多套设备 

 

 
资料来源：Eaton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双碳”目标下的数据中心低压配电系统供电方案选择》（张

震等），国联证券研究所 

建议关注两条主线： 

1）随着数据中心拉动用电需求增长，以及国家对算力相关产业绿电比例要求提

升，绿电运营环境价值有望凸显，推荐中国核电，三峡能源。 

2）数据中心本身对电能质量的要求较高，以及用电增长对相关配电网改造、新

能源发电的拉动有望进一步提升电力设备需求。推荐海外市场开拓成效显著，数据中

心变压器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百余个项目的金盘科技；数据中心及新能源业务协同快

速发展，积极推进智算中心和 AIGC相关业务拓展的科华数据。 

5. 风险提示 

1） 数据统计口径差异影响测算结果：不同统计口径下对于数据中心耗电量、数

据中心机架规模等数据的差异较大，可能影响我们的测算结果。 

2） 行业竞争加剧：行业需求增速的上升可能导致更多厂商的进入和扩产，影响

行业的供需格局。 

3）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电力设备企业成本受上游钢材、铜材等影响较大，需

求快速释放可能带来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影响厂商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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