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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算力调度关键问题和实施路径研究 

 

在国家实施“东数西算”战略背景下，工信部颁布《算

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强调了探索算力协同调

度机制的重要性。广西算力调度仍面临调度匹配失衡、运载

能力有限以及跨域调度难等挑战，需结合自身特点，以建设

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为导向，统筹全区算力资源，提升算力

运载能力，拓展东盟算力市场，推动广西算力调度高效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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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算力调度稳步发展 

（一）网络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广西推进 5G 网络建设，建成开通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为算力调度打通路径。从 5G 网络建设看，截至 2024 年 11

月，全区已累计建成 13 万个 5G 基站1。2024 年第 3 季度广

西 5G 网络下行、上行中值接入速率分别达到 135.23Mbps、

56.12Mbps2，同比去年同期提升幅度为 48.51%、6.19%。从

网络服务能力看，全区建成 89.3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

的 10G PON 端口，有力提升网络传输能力。从网络时延看，

自南宁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运行以来，区内各电信

企业区内网间平均时延从 50ms 降至 5ms 以下，降幅近 90%。 

（二）算力设施数量不断增多 

近年来，广西加快布局数据、智算中心等算力资源设施，

为算力调度打造资源池。从算力规模情况看，截至 2023 年

底，广西已建成数据中心 38 个，机架总数突破 4.4 万架，全

区算力总规模跃升至 668 PFlops3。从智算设施能力看，广西

五象云谷云计算中心一期完成 2500P 算力服务器部署，中国

—东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拥有 42P 训练算力及 1.4P 推理算

力，依托华为昇腾全栈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区内外 51 家4高校、

科研机构及企业算力服务。 

                                                        
1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2024 年三季度广西信息通信业发展情况通报》 
2 来源：测速网，《测速网 2024 年第 3 季度全国网速排行榜》 
3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广西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 
4 来源：南宁日报，《人工智能+智改数转 蓄势腾飞添“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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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应用程度不断加深 

广西积极践行算力绿色发展理念，深挖节能降耗潜力，

为算力调度筑牢绿色根基。从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来看，全区

首个新能源数据中心在广西来宾开工建设，采用冷板式液冷

技术和水资源梯级利用系统，综合能耗达到国家 1 级能效数

据中心标准。从节能技术改造来看，河池、百色等地市的数

据中心实施机房智能温控改造，改造后两地数据中心机房平

均 PUE 分别从 1.62 降至 1.46、2.0 降至 1.352，预计每年可

减少用电 50 多万度5、451 万度6。 

（四）跨境网络专线不断建设 

广西积极推进海外关键网络节点运营建设，持续探索算

力跨境流动新机制。从数字互联通道看，持续推进《中国—

东盟信息港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 年）》政策落实，现

已建成 3 条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1 个南宁区域性国际

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

等，进一步提升了广西与东盟数字互联互通水平7。从境外网

络节点看，建成面向东盟的 F 根镜像节点和国家域名顶级节

点8，并帮助阿里、润建等通信服务商在老挝、柬埔寨等 9 个

东盟国家落地了 38 个数据中心9，为东盟国家提供高速访问

国际互联网服务。从出口专线看，承接东盟国家超 300 条通

                                                        
5 来源，河池日报，《优化升级改造 实现节能降耗》 
6 来源，中国新闻网，《百色移动建成绿色低碳数据中心 提前完成节能降耗任务》 
7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国—东盟信息港算力网络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8 来源，广西日报，《广西 F 根镜像节点和国家域名顶级节点建成运营》 
9 来源：新华网，《数字丝路助推中国—东盟共享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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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专线，提供面向东盟超 400G 出口带宽10，为国内金融、互

联网、制造等行业提供出境专线。 

二、广西算力调度面临三大挑战 

（一）调度供需匹配失衡 

一是通用算力利用率不高，广西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11

约为 35%12，远低于全国平均上架率 58%，存在大量未被充

分利用的通用算力资源。二是高端算力不足，广西算力设施

以数据中心占多数，超算中心、智算中心等设施占少数，目

前全区仅有 2 家智算中心面向公众运营，无法满足人工智能

行业对高端算力的需求。三是算力资源集中与算力需求分

散，南宁拥有全区 42.5%算力机架规模和 32%算力设施，算

力需求却广泛分布在南宁、柳州、桂林、钦州、北海以及玉

林等市13，造成“算力空闲”和“算力紧张”现象并存。 

（二）跨算力载体调度难 

一是技术标准差异掣肘，广西算力设施涵盖了多种架构

和技术体系，传统数据中心多基于 X86 服务器架构，侧重于

通用数据存储与处理，而智算中心围绕华为昇腾、英伟达等

芯片搭建，侧重于 AI 训练和推理，技术差异难以保障资源

适配。二是管理运营协同壁垒，算力设施归属多方主体，有

政府直属数据中心、企业自建机房、运营商托管设施等，政

务部门侧重数据安全合格，企业看重成本与业务灵活响应，

                                                        
10 来源：广西日报，《提升科技创新 打造“数字丝路”》 
11 上架率：以实际运行服务器数量与机架理论上可承载服务器数量之间的比例，衡量资源利用率重要指标 
12 来源：中国信通院，《中国综合算力评价白皮书（2023 年）》 
13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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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运营方资源独立，难以保障连贯调度。三是缺乏统一调

度管控平台，广西未对全区算力资源进行标准化度量，尚无

可跨域、跨省、跨境的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无法实现广西

本地算力“走出去”以及省外算力“引进来”，算力资源不

能在更大范围内流通。 

（三）算力运载能力有限 

一是网络带宽受限，2024 年上半年广西互联网省际出口

带宽为 5.27T，与浙江省际出口带宽 44.09T、海南 28.29T 等

相比较，出口带宽相对较窄，在处理大规模数据传输和算力

调度时易出现拥堵。二是网络延迟难达标，广西虽建成覆盖

全区“区域 3ms、区内 5ms 时延”的通信底座，但对时延要

求极高的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算力应用场景，难以提供理

想的网络条件。三是算力设施互联程度差，分布在 14 个地

市的算力设施之间缺乏高速、可靠的专用网络连接，无法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算力资源池。 

三、举措建议 

（一）搭建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 

一是建立算力统一交易运营门户。引入区块链、AI 等技

术构建算力运营门户，为算力资源提供方和算力资源需求方

搭建交易服务的桥梁，满足算力交易多方参与者的业务需

求。二是健全算力调度平台运行规则。制定完善的算力调度

策略，综合考量业务优先级、算力成本、网络延迟等多因素，

设计科学合理的调度模型，对算力资源进行精准调配。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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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算力调度平台生态构建。加强与各类算力需求方的合作

对接，如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等，拓展平台的应用场景与服

务领域。依托平台培育算力相关产业链，吸引软件开发、数

据服务等企业围绕平台开展业务创新，形成良好的算力产业

生态循环。 

（二）完善算力供给体系 

一是优化算力载体布局和建设。加快新型数据中心一体

化建设，按照全区“一核多点”一体化空间布局，加快各类

超级计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计算中心等新型算力设

施建设，发挥临近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优势，依托广西数据中

心集群为其提供算力服务，承接算力业务转移，促进区域间

算力资源的高效利用。二是推动算力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完

整算力标准体系，对广西现有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算力资

源进行全面梳理，衡量不同算力资源的性能水平，为算力调

度提供依据。三是推动云边端协同部署。加快边缘算力建设

以支撑多行业低时延业务，依托通信运营商实现边缘数据中

心与新型数据中心网络互联，利用 OTN 优势为重点算力应

用提供高品质专线服务。 

（三）提升算力运载能力 

一是提升网络支撑能力。积极构建高速互联的骨干网络

通道和建设确定性算力调度网络，提升算力接入网络的可靠

性，加快全光网络、5G、SRv6 等先进网络技术推广应用，

实现网络传输智能高效化。二是加强算力设施互联。统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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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建设城市级数据中心算力网，推动在南宁、北海、桂林等

地市建立算力网络骨干节点，按需在重点数据中心聚集区

内，结合边缘算力区域化部署，建立算力网络二级节点，联

通全区主要算力资源。 

（四）构建东盟算力服务体系 

一是提升跨境网络互联水平，加强连接东盟通信通道。

持续提高国际与省级出口带宽，实现与国内数据的高速传

输，扩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挥南宁国际通信出入

口局优势，从网络层面打通与东盟的算力服务通道。二是推

动算力资源服务化，加速数据流通融合。依托中国—东盟信

息港，开拓东盟国家的算力市场业务，以云服务方式提供跨

区域的算力资源，为东盟国家提供低成本、广覆盖、可靠安

全的算力服务。三是深化大数据应用创新，以业务需求拓展

调度市场。支持基于东盟小语种的自然语言处理、语音智能

问答、多语言机器翻译等大数据应用开发，为算力调度走进

东盟提供通用业务支撑。 

 

（执笔人：算力智能调度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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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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