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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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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就此专访
了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同志。

问：什么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答：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以信息
网络技术为载体，促进全国范围内各
类算力资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
度运营的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四个典
型特征：

一是集约化。促进通用算力、智
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各类算力资源在
国家枢纽节点的规模化建设、集约化
发展，为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提供“蓄
水池”。

二是一体化。打造全国一体化的
算力调度平台体系，联通区域级、省
级、市级算力调度平台，促进算力资源
跨地区、跨行业高效调度。

三是协同化。建立政府引导、市
场化运作、全社会参与的协同推进机
制，强化模式创新，推动各类算力资源
并网调度，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
积极发展绿色算力。

四是价值化。积极推进数算融
合，通过数据资源、数据产品、模型算
法的传输、加工、利用，激活数据要素
价值、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意见出台背景是什么？

答：“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以
来，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算力资源东西分布不均现象显著
改善，集约化态势初步形成，但仍面临
五方面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国家枢纽节点区域性、结构
性布局还需进一步完善。国家枢纽节
点内部通用算力、智能算力和超级算
力布局在合理性上需进一步提升。

二是算力有效调度尚未完全破
题。受限于技术不完备、协调机制不
健全等原因，已有算力调度平台可调
度的算力规模、种类和应用场景仍需
丰富。

三是网络通道的传输质量、资费
未能有效支撑东部数据业务西迁。跨
区域、多层次算力高速直连网络尚未
完全建立，大规模网络流量资费较高，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有效承接东部

算力需求。
四是算力与电力系统协同发展水

平亟待加强。数据中心能效管理、绿
色评价机制设计等方面有待优化提
升，“源网荷储”新型电力系统尚未得
到很好应用。

五是数据中心集群安全防护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统一集约化的
数据中心安全防范体系尚未完全建
立，一体化安全保障服务能力仍需
加强。

问：意见建设目标和重点工作是

什么？

答：意见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
底，初步建成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
综合算力基础设施体系。为确保顺
利实现，特制定一套分项指标，包括
切实提升国家枢纽节点位势，初步形
成跨国家枢纽节点调度格局，加快推
动算电协同发展，有效促进算力低价
普惠，基本实现算力网关键核心技术
安全可靠等。

意见以算力高质量发展赋能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充分发挥国家
枢纽节点引领带动作用，协同推进
“东数西算”工程，形成跨地域、跨部
门发展合力，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建设，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基
座。重点工作主要包括通用算力、智
能算力、超级算力一体化布局，东中
西部算力一体化协同，算力与数据、
算法一体化应用，算力与绿色电力一
体化融合，算力发展与安全保障一体
化推进等五个统筹。

意见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
进一步推动各类新增算力向国家枢纽
节点集聚，将国家枢纽节点打造成国
家算力高地；以“结对子”方式推动西
部国家枢纽节点与东部、中部城市建
立跨区域算力资源调度机制，推动东
西部之间形成规模化算力调度；深化
行业数据和算力协同，实现数据可信
流通，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在国家枢纽节点构筑全生命周期安全
管控措施等。

问：意见提出实现“东数东算”“西

数西算”与“东数西算”协同推进，三者

之间关系如何？

答：客观上，由于网络时延等限制

存在，并非所有算力服务场景都适用
“东数西算”。“东数东算”“西数西算”
是对“东数西算”的补充完善，三类场
景共同构成面向实际业务场景的算力
服务体系。如针对人工智能模型训练
推理、机器学习等高时延业务场景，通
过“东数西算”的方式让东部业务向西
部风光水电丰富的区域迁移，实现东
西部协同发展。再如自动驾驶、证券
交易等低时延业务场景则可通过“东
数东算”“西数西算”的方式就近计算，
实现区域内算力资源的集约利用，提
升算力使用效率。

问：如何理解意见首次提出的“算

力电力协同”？

答：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高速发
展时期，算力与电力正在形成相互支
撑、协同发展的新态势。一方面，数
据中心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大量电力
支撑；另一方面，电力系统的平稳高
效运行也离不开算力支撑。统筹算
力电力协同布局，有助于促进风光绿
电消纳和数据中心零碳发展，加快实
现“双碳”目标。意见创新算力电力
协同机制，包括支持国家枢纽节点地
区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
模式，探索分布式新能源参与绿电交
易，鼓励数据中心间开展碳汇互认结
算探索等。

问：如何更好推动意见实施？

答：近期将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顶层统筹。依托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协调机制，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加强统
筹推进力度，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二是完善政策体系。针对关键问
题开展专项研究，完善算力券、数据中
心REITs等政策工具设计，强化政策
性金融工具支持力度。

三是推行示范工程。围绕数据基
础设施总体布局，开展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示范工程建设。

四是加强评估督导。成立工作专
班，持续开展政策落地跟踪，建立常态
化算力统计监测机制。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023年，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进一
步巩固高质量发展态势，经营业绩再创历
史新高：企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迈上9000
亿元台阶，全年营收总规模预计达9300亿
元、同比增长3.5%，净利润预计同比大幅
增长，带息负债平均成本率和规模双压降，
运营质量效率持续提升。

新能源、新材料是中国五矿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力重点。

在电池原料方面，企业将进一步加大
产业上游资源获取力度，持续巩固正极材
料行业地位，推动负极材料应用延伸；在硬
质合金领域，将提升数控刀具、微钻等高附
加值、高技术产品占比；在硅基材料方面，
将搭建“自主创新+合作开发”的复合型创
新体系，形成区熔级多晶硅、硅基电子特
气、硅基功能材料三大产品集群。

新华社记者 王希（据新华社电）

2023中国五矿营收
首次突破9000亿元

1月 3日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天子山拍摄的云海景观（无人机

照片）。

当日，雨过天晴的湖南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出现云海景观。

新华社发（吴勇兵摄）

峰林云间
天子山

据新华社天津1月3日电（记者周润

健）新年里的第一场流星雨就要来了，要不
要许个愿？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象限仪座
流星雨将于1月4日迎来极大，喜欢流星雨
的朋友有望欣赏到明亮的火流星划破夜空
的惊艳瞬间。

对于北半球来说，一年当中会有很多
场流星雨，但流量大且具观赏性的流星雨
一般只有被称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的象
限仪座流星雨（1月）、英仙座流星雨（8月）
和双子座流星雨（12月）。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
立鹏介绍，象限仪座流星雨一般都是开年
星空舞台的首场天象大戏，其活跃期为每
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12日，峰值在1月
3日至4日之间。该流星雨极大时天顶每
时出现率（ZHR）常在120以上，即理想状
态下，每小时天顶流量逾120颗。

大多数流星雨的来源是彗星，少数为小
行星，象限仪座流星雨的母体极有可能是小
行星2003EH1；在现在的全天88个星座中，
并没有象限仪座，它是一个被废弃的星座。

虽然位列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但
因其极大时间持续比较短、天气寒冷等因
素，被关注的程度远不如英仙座流星雨和
双子座流星雨，但象限仪座流星雨也有其
亮点，就是流星体速度中等、亮度较高，会
有非常明亮的火流星出现。

天文预报显示，象限仪座流星雨2024
年极大时刻会落在北京时间1月4日下午
17时。由于该流星雨的辐射点要在后半
夜才会升起，因此我国错过了最佳观测时
段。虽然后半夜也可以观测，但会有下弦
月干扰，且该流星雨的流量比较集中，绝大
多数会出现在极大前后几小时，其余时段
的流量一般不大。

修立鹏提醒，观测象限仪座流星雨不
需要使用望远镜，只需肉眼即可，但前提是
要找一个灯光污染少，周边无遮挡的开阔
区域，保持尽量多的天空在视野内。

象限仪座流星雨
今日迎来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