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绿色数据中心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1年下达的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家

标准《绿色数据中心评价规范》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计划号：

20214360-T-469。该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归口管

理。

1.2 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科计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曙光数据基础设施创新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航信

白润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北京易华

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士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翔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组建国家标准编写组，共同

推动该项国标标准制定。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10月，国标计划下达后，主办方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由国

内数据中心行业设计、建设、运维、设备提供商等多家单位的专家组成。

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主办方组织有关专家在编制标准草案的同时开展

对我国互联网、通信、能源、金融、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数据中心的调研与摸底。

2022年4月，形成《绿色数据中心评价规范》标准草案。

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编写组内各企业单位根据标准草案对指标体系进行

讨论。

2022年9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编制原则

https://www.baidu.com/link?url=8mfTkwp4CDvstbvShHe_6vafMI9DDOJEgAUvn8uCaPG&wd=&eqid=f8b6d4850003909200000003631ffbb8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HgQ67hPzB3sNlPoWmD6ihgmd&rq=es&pd=ee&from=ps


本标准紧扣我国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目标和任务，通过建立科学、完善的评

价指标体系，大力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引导数据中心走高效、

清洁、集约、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数据中心持续健康发展。本标准的编制

遵循以下原则：

a）适用性：标准编制组通过深入分析《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对绿色数据中心在设计、建设、运维、测评和用能管理等方面开展评价的应用情

况，并在对我国通信、互联网、公共机构、能源、金融等领域内典型数据中心进

行调研和验证的基础上起草该标准。适用于国内各类规模和业务领域的数据中心

开展绿色数据中心评价。

b）兼容性：与现有的国内、国际标准兼容。

c）先进性：充分考虑我国绿色数据中心发展现状以及我国数据中心实际技

术水平，并保持一定的前瞻性。

2.2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在深入分析《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在对绿色数据中心在设计、建设、运维、测评和用能管理等方面开展评价的应用

情况，并征集了业内主要企事业单位的意见，在充分考虑未来数据中心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基础上给出了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体系与绿色数据中心等级划分方

法。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通信行业的迅猛发展，数据的处理、交

换以及存储量也随之增长，数据中心的建设量和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数据中心

的土地、电、水、材料等资源消耗量及其在社会整体消耗量中所占比例也逐年攀

升。同时，数据中心在运维过程中，其资源利用也存在如空置率高、能源利用效

率低等诸多问题。如不加以控制，数据中心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将愈演愈烈，数据

中心的运行成本将在几年内就超过数据中心的自建成本。

本标准紧扣我国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我国绿色数据中心评

价方法与要求，指引了我国数据中心的绿色低碳建设路径，填补了我国绿色数据

中心无评价国家标准的空白。同时，可引导数据中心应用创新型的绿色节能技术

产品和解决方案；扩大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建立完备的绿色、信息化管理组织、

制度和流程；建设成熟稳定的节能技术人才队伍。通过对标达标，数据中心还可



更清晰、全面地梳理自身运维现状，并以此为依据，针对数据中心绿色化低碳水

平等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改进措施与改建实施方案。

2.4 主要制定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数据中心的评价，规定了绿色数据中心在能源资源使用情

况、绿色设计及其措施、绿色运行维护、绿色设备管理、基础要求等方面应满足

的要求。

主要内容包括：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数据中心在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情况、绿色设计及绿色采

购、能源资源绿色管理、设备绿色管理等方面应满足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数据中心的评价，可用于数据中心运维服务方的自我评

价、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外部评价及咨询机构的诊断评价；还可用于指导绿色数据

中心的建设、运维和改进。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对数据中心、绿色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非传统水源、可再利用材料、可

再循环材料、机柜、不间断电源系统、电能利用效率、主机房、评价 11个术语

进行定义。

（4）缩略语

（5）数据中心等级划分

数据中心在其全生存期内，按其在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情况、绿色设计及绿色

采购、能源资源绿色管理、设备绿色管理和加分项五个评价单元所开展工作情况

划分为三级并给出对应分值，一级为最高等级，三级为最低级。

（6）等级评价

给出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对象，评价应用及评价方法。

（7）评价体系

提出了绿色数据中心评价体系，共设置五个评价单元，包括能源资源高效利

用情况、绿色设计及绿色采购、能源资源绿色管理、设备绿色管理以及加分项。

以及十七个一级指标，包括电能利用效率、设计指标达标情况、IT设备负荷使用



率、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水资源利用效率、绿色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应用、清洁

能源利用系统、绿色采购、能源使用管控、水资源使用管控、节能诊断服务、第

三方评测、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废弃

物处理、标准等绿色公共服务、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等综合能源利用。并给出了

每项指标的指标说明、评分规则和对应的标准分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草案编写过程中，在互联网、通信、能源、金融及公共机构等重点

领域数据中心内，按照拟定的评价内容与评价要求进行了预评价。通过对评价结

果的分析，为本标准相关内容编写提供科学性、有效性参考。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无。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随着数据中心建设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也会持续攀升。在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与“东数西算”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绿色节能”已经成为数据中心发展

的重要关键词。数据中心作为信息技术最重要载体和基础设施，其规划、设计、

建设决定了数据中心后续节能技术的选用以及改建扩容能力。通过制定本标准，

可引导数据中心走高效、低碳、集约、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数据中

心节能和能效提升。从更大范围看，该标准的编制也是促进全社会降碳增效的有

力抓手，有助于全社会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国际上没有相关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标准，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未采用国

际标准，本标准制定水平符合当前绿色数据中心的发展要求。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是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http://www.china-cer.com.cn/shuangtan/


该标准可用于数据中心运维服务方的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外部评价

及咨询机构的诊断评价；还可用于指导绿色数据中心的建设、运维和改进。建议

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并可采用组织开展培训以及交流大会等方式进

行宣贯。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此标准属于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绿色数据中心评价规范》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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