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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本市互联网

数据中心统筹建设的指导意见》(沪经信基〔2019〕21 号)(以

下简称“《上海市数据中心指导意见》”), 该意见中关于“新

建互联网数据中心 PUE
1值严格控制在 1.3 以下, 改建互联网

数据中心 PUE 值严格控制在 1.4 以下”的限制性要求引发了

业内的广泛关注。无独有偶, 在北京市政府于去年下半年发

布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以下

简称“《北京市 2018 年版禁限目录》”)中也明确规定“全市

层面禁止新建和扩建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下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 

 

作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行业的核心基础设施, 近

年来我国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数量都在快速上升。根据中国信

息通研究院与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数据中心白

皮书(2018 年)》, 到 2017 年底, 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体

规模达到 166 万架 , 总体数量达到 1844 个, 其中大型以上数

据中心2机架数超过 82 万架, 比 2016 年增长 68%。从布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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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考虑到数据中心用户对网络时延3及运维水平的要求, 目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数据中心需

求最大, 资源也最为集中4。但同时, 由于数据中心的高能耗、土地产出率低的特征, 近年来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普遍存在收紧关于新建、扩建数据中心的相关政策的趋势。就此, 我们总结、梳理了国家层

面及部分主要一线城市关于数据中心建设的规定与政策, 以期供读者参考。 

 

一、 国家层面 

 

2013 年, 针对当时数据中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模布局不合理、能效水平低等突出问题, 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电监会、能源局等五部委出台了《关于数据中心建设布局的指

导意见》(工信部联通〔2013〕13 号)(“《建设布局指导意见》”), 对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布局提出了

要求。根据该意见, 对于新建数据中心, 需结合市场需求、气候环境及能源供给等因素确定其布局。

例如, 对于能源充足、气候寒冷的地区而言, 其相对优势在于该等地区建设的数据中心可使用的能

源充足, 且较为节能, 运营成本较低, 而相对劣势是由于离用户所在地(一般为人口密集地区)距离

较远而导致服务网络时延较差, 因此适宜建设以灾难备份等对网络时延要求不高的应用为主的超

大型数据中心。相应的, 对于靠近用户所在地、能源供应相对没有那么充足的地区, 则更适宜灵活

部署以实时应用为主的中小型数据中心。此外, 对于存量的数据中心, 《建设布局指导意见》则鼓

励企业利用云计算、绿色节能等先进技术进行整合、改造和升级。2018 年 3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

信发展司编制并出版了《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指引(2017)》, 该指引总结、介绍了全国数据中心

资源分布情况, 同时引导数据中心用户基于其应用特点, 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周边地区

及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等数据中心资源丰富的地区迁移。 

 

2019 年 1 月 21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加强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绿色数据中心标准评价体系和能源资源监管体

系, 引导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设计电能使用效率值不高于 1.4, 力争通过改造使既有大型、超大型

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值不高于 1.8。 

 

二、 上海 

 

就上海而言, 近日发布的《上海市数据中心指导意见》中关于数据中心 PUE 的要求事实上并非首

次提出,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布的《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 上海市政府就已经提出了要

推动数据中心节能技改和结构调整, 要求存量改造数据中心 PUE 不高于 1.4, 新建数据中心 PUE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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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1.3 以下, 并提出新建机架控制在 6 万个, 总规模控制在 16 万个5。《上海市数据中心指导意见》

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上海市的数据中心建设应坚持以下导向6
:  

 

1. 应用服务高端。即数据中心的建设应符合上海的发展需求和产业政策, 例如服务于上海“五个

中心”建设及上海市产业地图重点聚焦的产业,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电路、机器人、金

融服务、都市现代绿色农业等; 

 

2. 新增规模严控。单项目规模原则上应不低于 3000 个机架, 且平均单机架功率不低于 6 千瓦。

项目建设宜在外环以外区域, 既有工业区优先, 严格禁止在中环以内区域新建; 确需在中外环

之间新建的, 遵循一事一议从严要求。新建项目应达到一定的经济密度, 单位土地税收不应低

于所在园区或所在区域平均水平; 及 

 

3. 资源利用高效。即鼓励采用错峰储能、余热利用、自然冷源、高压直流、太阳能、风能等先

进节能技术提高数据中心能效。 

 

根据我们的项目经验, 上述新规中提及的政策导向与过往实践中上海市相关主管部门在数据中心

项目立项及节能审查等环节一贯关注的重点是一致的, 即在审查数据中心的规模及节能水平的同

时, 还关注该等数据中心项目是否能够服务于当地的产业政策和重点经济发展方向。 

 

三、 北京 

 

北京市对数据中心项目的政策存在一个逐渐收紧的过程。在北京市发布的 2014 年版、2015 年版及

2018 年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中, 就数据中心的规定如下:  

 

版本 相关规定 

2014 年版 

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下

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2015 年版 

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

在 1.5 以下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城六区(即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

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中银行卡中心、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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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版 

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下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中心城区(即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

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

数据中心。 

 

值得关注的是, 在北京市禁限目录的历次修订中, 除数据中心的 PUE 要求逐渐提高、以及允许建设

数据中心的地域范围逐渐缩小外, 北京市允许新建数据中心类型始终限定为“云计算数据中心”。根

据《北京市 2018 年版禁限目录》的定义, “云计算数据中心”指“指依靠基于网络的计算方式, 共享

软硬件资源和信息, 按需提供系统、平台和软件信息服务, 以云计算服务为主要收入的数据中心”。

基于该等定义, 我们理解该等“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限制主要排除的是单纯提供机房租赁、服务器托

管服务的传统第三方数据中心。 

 

四、 深圳、广州 

 

深圳、广州目前尚未出台类似北京、上海的对数据中心规模、指标的专门性规定, 而是在广东省目

前整体执行能耗“双控”
7的总体框架内对数据中心项目进行统一管理。根据我们的了解8

, 在深圳、

广州目前总体能耗总量过大的背景下, 深圳、广州的相关主管部门整体上对市内新建数据中心项目

的态度是较为审慎的, 而更多的鼓励相关企业对存量、高能耗的数据中心进行升级改造, 或到深圳、

广州周边地区部署数据中心资源。在数据中心立项及节能审查环节, 相关主管部门可能关注的重点

主要包括数据中心的能耗总量、单位 GDP 能耗、节能水平及业态等。 

 

五、 结语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在其编写的《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指引(2017)》中指出, 受限于区域

承载能力,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数据中心资源新增增速正在逐步放缓, 供应普遍存

在缺口9。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行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及数据中心用户对高网络质量、

高运维水平的数据中心服务的持续需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一线城市数据中心资源紧缺的现状

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拟在一线城市布局数据中心项目的企业而言, 一方面我们建议企业提前

沟通、了解当地政府对于数据中心规模、能耗、节能水平及业态的限制和要求, 以更好的设计、评

估开发建设方案, 另一方面企业还可以考虑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存量数据中心改造、转移至周边城市

进行开发建设等替代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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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电源使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指数据中心总能耗与 IT 设备能耗之比, 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衡量

数据中心能耗使用效率的指标。 
2 根据《关于数据中心建设布局的指导意见》, 数据中心从规模上可划分为: 超大型数据中心(规模大于等于 10000 个

标准机架(以功率 2.5 千瓦为一个标准机架, 下同)); 大型数据中心(规模大于等于 3000 个标准机架小于 10000 个标准

机架); 及中小型数据中心(规模小于 3000 个标准机架)。 
3 网络时延是数据信号从数据中心传输到用户之间需要的来回时间, 时延如果过大, 用户会明显感觉业务卡顿、体验

下降。 
4 《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指引(2017)》第二章。 
5 《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第二部分第(三)

节。 
6 《上海市数据中心指导意见》第二部分。 
7 指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8 基于我们的咨询结果得出, 相关监管政策和要求可能发生进一步变化。 
9 《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指引(2017)》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