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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算力成本的西部机遇

方 业 安 宁

2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
示，1 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5.13 万亿元，
同比多增 2100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06万亿元，同比多增5833 亿元，创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

金融数据“开门红”诠释了金融对经济的
强劲支持，也为全年经济开好局、起好步打下
了坚实基础。

首先，信贷投放力度加大进一步增强经济
的活力。

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5.13万亿元，
同比增长7.5%，这一增长不仅反映了实体经济
融资需求的旺盛，也体现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4438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减少49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935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78万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1.74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3.46万亿元。
住户中长期贷款的增加，显示出居民对经

济发展的信心增强；企业中长期贷款的增加，
意味着企业投资与融资需求旺盛，对未来经济
的预期改善。

与此同时，人民币贷款的增加，意味着更
多的资金注入市场，不仅有助于增加市场流动
性，刺激投资和消费，而且也为经济的平稳开
局和活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信贷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新动能加快形成。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
大文章”，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围绕金融“五篇
大文章”持续发力，通过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
造再贷款、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下调支农支小
再贷款利率等结构性工具，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数据显示，1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
33.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为1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1.4%。此
外，2024年末，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 13%，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8%，均明显
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数据攀升的背后，意味着金融资源正向科技
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薄弱环节倾斜。这体现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再次，房地产市场需求回暖，表明支持房
地产稳定发展政策实施效果正在持续显现。

数据显示，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447
亿元，同比多增1519亿元，显示居民住房贷款
需求企稳回升，也体现了一揽子政策效果正在
显现。

去年年底以来，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一系列
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显现。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27日，全
国3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
20城二手商品住宅成交套数同比增长19%。

市场企稳的信号也体现在房价上。1月17

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4 年 12 月份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当月70个
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总体降幅收窄；一二三
线城市同比降幅均继续收窄。

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为住房贷款需求回
暖提供了有力支撑，房地产市场正呈现出积极
的变化，回暖向好的态势愈发明显。

毫无疑问，开年首月的金融数据实现了“开
门红”，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新征程上，饭还
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还要一步一步地走。更何
况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
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不少挑战。不过，这些困
难仅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基础
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
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因此，我们更应坚定信
心、知难共进，变压力为动力。

最新金融数据折射经济强力回升态势

本报记者 郭冀川

2022年2月17日，“东数西算”工程正式
启动。三年来，一幅波澜壮阔的算力版图徐
徐展开。从东部沿海的繁华都市，到西部内
陆的偏远山区，一个个数据中心拔地而起，
一条条数据高速公路正在贯通，数据流如同
奔腾不息的江河般持续流淌、不断汇聚，最
终编织成一张强大的算力网络。

“东数西算”工程绝非简单的算力迁徙，
而是一场关乎生产力布局、资源高效配置和
数字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刻变革。往昔，我国
的算力资源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可受
制于土地稀缺、能源紧张及环保压力，数据
中心的进一步扩张面临瓶颈。

为破解这一难题，“东数西算”工程应运
而生，通过有序引导东部算力需求向西部转
移，让西部充裕的土地资源、可再生能源及
优越气候得以充分利用。此举不仅破解了
东部数据中心扩张的困境，更为西部地区的
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此过程中，算
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合理调配，促进了
东西部地区协同发展。

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柏珲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数西
算’工程通过系统性思维打通了‘数据—算
力—产业’闭环，不仅解决了资源分配不均
衡的问题，还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算力成本重构：
“东数西算”的经济账

作为“东数西算”工程节点之一，宁夏中
卫市已经吸引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亚马
逊等多家知名企业建设数据中心，形成了规
模化的数据中心集群。为吸引更多数据中
心和云计算领域的佼佼者入驻，中卫市推出
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涵盖税收减
免、土地优先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
面，为企业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
后盾。

记者获悉，中交智数谷（宁夏·中卫）项
目将在今年投入运营，建成后的数据中心规
模将达到 4480个标准机柜。中交（中卫）大
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明在接
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该项目是中国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积极响应国家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号
召，融入“东数西算”发展布局而投资建设的
首个数据与算力项目。

胡明介绍，选址中卫市建设数据中心主
要有三方面考虑：首先，中卫市是全国首批
双节点城市，它既是“东数西算”的枢纽节
点，又是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为数据中心的互联互通铺设了极为便捷的
通道。其次，宁夏整体新能源装机容量在全
国居前，这为数据中心的高能耗需求提供了
充沛且环保的能源支撑，进一步降低了算力
成本。最后，中卫市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产业
集聚效应，成功投运了一大批数据中心，这

些数据中心相互协作，共同构筑起超大型的
数据中心集群。

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深入推进，全国
算力成本正在稳步下降，相关政策也在持续
加码。2023年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东数
西算”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东部、中部算力需求
较大、产业实力雄厚地区，探索开展城市算
力网建设，实现国家枢纽节点算力资源与城
市算力需求高效供需匹配，有效降低算力使
用成本。

“西部节点在降低企业算力成本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西部地区
丰富的能源资源和低廉的土地成本，使得
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幅降低，进
而带动算力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算
力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算力资源的集约化利
用，算力使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
降低了单位算力成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
院副研究员刘典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算力成本的降低，使得更多企业有能力进
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这将为企业带来更多
的业务机遇和收入增长，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成本上的巨大优势，使得西部地区吸引
了海量的投资和算力需求。国家数据局局
长刘烈宏在 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上表示，截至 2024年 6月底，“东数西算”
八大国家枢纽节点直接投资超过 435亿元，
拉动投资超过 2000亿元，机架总规模超过

195万架，整体上架率达 63%左右。“东数西
算”工程正式启动以来，东西部枢纽节点间
网络时延已基本满足20毫秒要求，新建数据
中心PUE（电能利用效率）最低降至 1.04，东
部算力需求有序向西部迁移，算力集聚效应
初步显现。

算力普惠：
地方数字经济的起跑器

低算力成本推动下，西部地区制造业企
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以贵阳中安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科技”）为例，
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
生产多种中高压电力电缆、光伏电缆等高端
产品，为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中安科技与
中国移动贵州公司携手合作，先后推进了

“5G+AI 数字孪生工厂”的一期、二期项目
建设。

在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中安科技数字
孪生工厂中控室，记者亲眼见证了这套系
统的强大效能。屏幕上的模拟画面生动直
观地展示了厂区的生产状态，中安科技厂
长王传福向记者介绍，在这套系统的助力
下，管理层的工作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听报告方式，而
是通过主动监控关键环节，实现了生产一
线与顶层战略决策之间的信息无缝衔接，
机器设备变得“智能化”，生产现场变得“可
视化”，生产线数据变得“可量化”，经营决
策变得“有依据”，这一系列变革使得厂区
的运营成本降低了 15%，产销对接效率提
升了30%。

另外，记者在实地探访贵阳大数据交易
所（以下简称“贵数所”）时获悉，“东数西算”
工程推动了贵数所在交易量、交易品种和交
易模式上的显著变化，促进了数据要素的市
场化配置和数据交易生态的发展。贵数所
打造了“算力资源专区”，推动算力跨地域、
跨业务、跨平台集中高效调度，实现在算网
资源层面的统一管理、编排和调度。目前，
该专区涵盖了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算
算力。

“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不仅优化了算
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
和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的赋能，为中国数字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陈柏珲
表示，这一工程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在
数字经济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将继
续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潮流。

降成本强基建

“东数西算”工程启动三周年：加速织就算力网络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15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月
1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59.6万人次，自1月
14日春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4亿人
次，达4.13亿人次。

各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在热门方向、时
段和区间增加运力投放，加大站车服务保障力
度。国铁北京局集团公司加开沈阳、长春、呼
和浩特、青岛、石家庄等方向的旅客列车；国铁
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等
方向旅客列车，在部分车站开设学校接车点，
畅通学生旅客返校“最后一公里”；国铁武汉局
集团公司武汉、汉口、武昌等重点车站增设学
生票务专窗，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完成优惠票资
质核验。

全国铁路春运发送旅客
突破4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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