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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等六部门组织开展
2023年度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推荐工作

工信部公布2023年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

本报讯 为落实《“十四五”工业绿色发
展规划》《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信息通
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
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
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加快数据中心能
效提升和绿色低碳发展，日前，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管局、金
融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国家绿色数据
中心推荐工作。

推荐工作将依据《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评价指标体系》，在生产制造、电信、互联
网、公共机构、能源、金融、电子商务等数据
中心重点应用领域以及提供算力服务的超
级计算、智能计算领域，选择一批能效水平
高且绿色低碳、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管理

完善、代表性强的数据中心进行推荐。
推荐的数据中心应具备以下条件：第

一，数据中心所有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数
据中心产权清晰，具有明确、完整的物理边
界，拥有独立的供配电和制冷系统，且截至
申报日已全系统连续稳定运行1年以上。

第二，符合国家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
量发展有关规划和布局要求，实现集约化、
绿色化、智能化建设，原则上推荐的数据中
心规模应不小于 3000 个标准机架（公共机
构、金融领域数据中心除外）。优先推荐位
于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范围内的数据中心。

第三，机柜资源、算力负荷、网络资源
等算力资源利用水平处于行业内先进水
平，算力算效水平高。

第四，能源利用效率高，电能利用效
率原则上应达到《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40879）中的 2 级及以上水
平，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高，
积极利用储能、氢能等技术。

第五，绿色低碳发展水平高，建立并
实施绿色采购制度，开展绿色运维，积极提
供绿色公共服务，能够协同带动产业链供
应链绿色供给能力提升。

第六，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
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未正常经营生产的；发
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生产安全
等）、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以“信用中国”“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行
政处罚决定为准）；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
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
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
完成整改的；失信被执行人等。 （布 轩）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大力发展团体标准，推进团
体标准应用示范，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
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经自愿申
报、地方或行业推荐、专家审查和社会公示
等环节，近日工信部遴选出109项2023年
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涉及人工智能、车
联网、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
领域。

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两项，即由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发布的

《人工智能 计算设备调度与协同系列标
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发布的《机
器翻译在线服务系统评估规范》；车联网
领域涉及两项，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
布的《车路协同 智能路测决策系统 边

缘计算节点功能技术要求》，由中国通信
标准化协会发布的《基于 5G 的远程遥控
驾驶 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要求》；集成电
路领域包括 3 项，均由中国电子工业标
准化技术协会发布，分别为《通用计算
CPU 性能测试系列标准》《服务器基板管
理控制器系列标准》《计算机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系列标准》；工业互联网领域
包括两项，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
协会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设备
数据字典通用要求》，由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发布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列
标准》；区块链领域包括两项，由中国电
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发布的《区块链
可信电子签章平台参考架构和要求》，由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发布的《区块链技
术要求系列标准》。 （诸玲珍）

（上接第1版）也正因为如此，初代云厂商都
是从互联网“土壤”生长出来的，公有云也随
之成为云市场主流。

从云计算第二波浪潮开始，中美云计算
走向不同的方向。美国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
推 广 云 计 算 ，先 后 启 动“ 云 优 先（Cloud
First）”“云智能（Cloud Smart）”等策略，从政
府侧要求IT部门优先选择公有云。亚马逊云
科技、微软Azure、谷歌云等都接到了大笔来
自政府机构的订单，公有云得以快速普及。

在中国市场，云计算开始从互联网行业
向其他行业延伸，一些用户出现了本地化、
私有化部署需求。政府、金融、电信、制造等
传统客户作为当下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更
多是倾向把业务部署在私有云或是自建机
房中，所以普遍采用华为云、电信运营商云
等基于OpenStack使用虚拟化资源来构建的
云服务。这也让电信运营商大放光彩，成为
国内云市场冉冉升起的“新星”。

Forrester副总裁、研究总监戴鲲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私有云在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要显著高于北美市场，主
要原因是国内市场更加强调数据在企业内
部的安全可控，且国内企业具有大量定制化
开发的异构遗留系统，向公有云的迁移改造
成本和复杂度都很高。

“从全球技术发展趋势看，公共云是未
来。然而，国内云市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
一些数字化转型程度不高的企业误把简单
的虚拟化当成了‘云’，这就导致国内市场所
谓的‘私有云’占比远远高于‘公有云’。”阿
里云智能集团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安琳对《中
国电子报》记者说道，“其实只用了虚拟化不
叫云计算，只有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的这一
套技术体系才是云计算。”

与中国市场不同，国际市场通常不区分
“公有云”和“私有云”，而是统称为“云基础
设施”。“无论是在私有设施上部署，还是在

公有设施上部署，只要采用的是分布式计
算架构都是公共云。这一点，中国市场和国
际市场的区别很大。”安琳表示。也正因为
过度强调“公有”与“私有”的概念，国内很
多企业用户对云的安全性产生了很大质
疑，导致公有云的接受度不高。

云计算迎来第三次浪潮

如今，AI的爆发式发展给国内公有云
市场瓶颈的突破带来了一个重要契机，云
计算也迎来了第三次发展浪潮。

“AI 的崛起刷新了人们对于一个分布
式计算架构有多重要的认知。”安琳认为，

“进入智能时代，大家发现必须采用分布式
计算架构，而不是原来的集中式计算架构
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记者了解到，阿里云率先提出了“公共
云优先”策略，希望能够纠正市场对云的理
解偏差。从阿里云的视角来看，大力推进

“公共云优先”战略是其追赶国际一流云厂
商的必经之路，也是缩小中美云市场差距
的一个必然选择。

安琳指出，公有云是AI大模型必须走
的一条路。AI大模型正在重塑各行各业，而
一个大模型动辄需要成千上万张卡才能训
练出来。无论是模型的训练阶段，还是推理
应用阶段都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撑，所以它
天然就需要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架构。

为了快速获得训练大模型所必需的算
力，避免自建机房成本高昂、贻误商机，大
模型厂家不约而同地选择投向公有云大厂
的怀抱。这让出身自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初
代云厂商再次找回了自身优势。

阿里云依然稳坐国内公有云市场第一
把交椅。据悉，国内大模型有一半以上跑在
阿里云上。阿里方面表示，将不再推进阿里
云的完全分拆，坚决加大对阿里云的持续

战略投入，让阿里云心无旁骛地专注于“AI+
云计算”发展战略。

百度智能云旗下的千帆大模型平台已纳
管42个主流大模型，服务超1.7万客户。截至
9 月底，百度智能云已连续 3 个季度实现盈
利。AI对其云业务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

腾讯云也宣布将旗下应用接入混元大模
型，并联合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一站式行业大
模型精选商店。目前，腾讯云已经为传媒、文
旅、政务、金融等10余个行业提供了超过50
个大模型行业解决方案。

市面上还出现了不少“大模型明星企
业+云大厂”的双强组合。比如阿里云与百川
智能大模型、腾讯云与MiniMax等。公有云市
场上排得上号的几家大厂都已拿下响当当的
大客户。

赛迪顾问大数据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郑
昊对记者分析称，随着 AI 大模型的加速迭
代，大模型的参数量、训练的数据呈指数级增
长，对于智能算力、超算服务提出更高的要
求，灵活扩容、智能调度、按需自主服务的公
有云与大模型业务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大模
型即将开启公有云市场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反之，算力决定大模型迭代速度和质量，
高性能、虚拟化的超算云服务也可以有效缓
解当前模型大规模训练所需智算供应不足的
问题。未来，云服务与大模型走向深度融合，
云厂商也可能以云的模式推动大模型的服务
化以及应用的规模化。

安琳坦言：“AI 大模型是未来产业发展
必备的基础设施。没有云计算就没有 AI，而
没有AI，云计算也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真正推
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契机。”

但同时，戴鲲也提醒道：“AI 大模型
的出现对于从高质量数据可用性到人员素
质技能等各方面带来很多新的要求，未来
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中美云市场之间的技术
代差。”

（上接第1版）发行商主导电影版权和播放
标准，出于电影胶片拷贝成本巨大，如果更
换为数字放映，可以节省很大成本，因此合
力推动成功的，这其中有商业模式闭环的
驱动。

业内人士透露，LED电影屏在屏幕技
术方面已经很大程度超越了基于DMD芯
片的放映机技术，分辨率已经不再受制于
DMD芯片尺寸，呈现出未来技术的趋势。

LED电影屏的发展，绕过了被国外主
导的数字放映机的成像芯片问题，有利于
培养自主产业。国家电影局 2021 年发布
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将“新一
代数字影院装备系统”列入电影科技发展
的重点工程，影院 LED 屏等技术与设备
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杭州艾维影视文化传
媒公司总经理沈建国在接受 《中国电子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 LED 电影屏
是国家高新电影技术产业的战略性考虑，
我国是LED生产大国，拥有完整产业链，
从设计、制造到产品应用场景的链条已经
全部打通。

利亚德集团高级产品经理徐龙浩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影院放
映的要求有所差异，从最低的2D 48nit开
始，有 2D 60nit、2D 72nits，以及更多参
数。观看3D影片时要使用主动式眼镜，目
前3D眼镜的光效只有12%，LED屏幕亮度
需要高达300nits。不同亮度时，如何满足
DCI P3色域范围及色坐标准确性，是LED
电影屏需要攻克的难点之一。”

LED电影屏不会呈爆发式发展

成本问题是 LED 电影屏推广不可避
免的影响要素。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LED电影屏有别于传统商用LED，需要满
足DCI标准在色域、色准、对比度、亮度等
电影放映指标上的严格要求，从LED灯珠
的选用、控制电路的设计到后期的维护等
方面会增加更多成本。

洲明集团影院BU项目总监于斌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DCI认证标准的DCI-P3色域对LED电影
屏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但是未来更高色
域的BT2020对LED来说意味着灯珠挑选
的成本陡然增高。

对于屏企而言，若要提供更具价格竞
争力的屏幕，需要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
优化、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精细的成本控
制和管理。于斌坦言，DCI认证并非易事，
研发并送测不仅要在较长的研发周期内进
行持续的巨额研发和人力投入，后期高额
的DCI测试费用，以及面对DCI认证结果
的不确定性，都需要企业经得起长期战略
投入成本的挑战。

从影院角度而言，成本主要在前期投
入和后期运营。在采购屏幕的前期投入
上，对于巨幕厅而言，LED 电影屏成本照
比IMAX等品牌巨幕系统（反射式投影）相
差不大，大约在600万元，LED电影屏可能
还更低。对于普通放映厅而言，LED电影
屏的成本可能是反射式投影的3到4倍，有
一定差距。

不过，除了屏幕本身的建设，影院使
用 LED 电影屏还需要考虑配套音响设
备、安装调试、后期维护等方面的费用，
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这

些因素都可能成为影院使用 LED 电影屏
的壁垒。徐龙浩举了个例子：“由于LED
影厅也是一个特殊厅，所以影院从运营角
度还需要考虑特色装修、票务活动运营等
成本投入。”

记者了解到，截止到今年 11 月底，我
国新建影院714家，新增银幕数4000多块，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0家影院，今年行
业信心和投资力度持续恢复。

沈建国表示：“目前，影院的效益还没
形成乐观的增长曲线，因此目前影院对于
高投入比较谨慎，LED电影屏不会是爆发
式发展，而是慢慢预热的过程。”

让电影院“不止电影院”

事实上，市场中有两类型企业在推动
LED 电影屏的规模发展。一类是全流程
制造能力突出的屏企，如利亚德、洲明、京
东方等，另一类是根基深厚的影视公司，如
中影集团等。

目前 LED 电影屏在技术方面已经比
较成熟，屏幕本身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不
大。记者通过采访获悉，LED电影屏未来
推广的主要难点还是在于获得全国影院的
认可，让他们逐步认识到LED的无限可能
性，能为影院创造更多的机会，让电影院

“不止电影院”。
对于屏企而言，这一挑战的难度不小，

他们不仅要精进技术并降低成本，还要具
有高效运营能力和市场推广能力，同时在
市场销售渠道建设、售后服务这些环节也
不能放松。

沈建国表示，屏企比拼的更多是品牌
影响力以及行业资源。徐龙浩认为，屏企
最大的竞争焦点在于能给影院带来多大的
运营利益，而更丰富的合作模式，例如业态
跨界、创新内容等也会让屏企更具竞争优
势。例如，今年11月，京东方与上海电影
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借助上影集团强大的
电影发行放映产业链优势和“影院+”创新
生态布局，双方将致力打造以LED屏为核
心的全新影院视听体验新标杆。

在董志刚看来，LED影厅除了可以播
放商业影片以外，对于其他功能性的拓展
优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影片发布会、电竞比
赛、赛事转播、企业活动、音乐会直播等。

这也意味着，LED电影屏可以帮助全
国的影院摆脱投影机的巨大空间占位，让
电影院不再是一个黑色关灯的世界，不仅
仅可以看电影，而是一个多业态的复合商
业体，以取得更高收益。

利亚德方面表示，会不断加深与行业
的沟通与合作，将LED的优势及创新运营
模式可能性不断与影院业主沟通，帮助业
主达到吸引观众及提高营收的要求。

洲明在积极与电影制作、电影院线、电
影影投、电影影管等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专
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共同推动LED电影
屏在电影显示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对于屏企来说，现在没有利润可言，
他们更多是从市场前瞻性考虑，提前入局
并进行行业积累，以及出于拔高品牌定位、
品牌形象考虑。”沈建国说道。

于斌表示，从在电影播放链条角度，
LED电影屏是设备端最后的链条，未来有
LED 影院屏的专业制版是极大提高 LED
电影屏认可度的一个重要时机。

AI崛起，公有云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