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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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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

建设指导意见》，提出以建立完善绿色标准评价体系等长效机制为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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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在其全生存期内，应在确保信息系统及其支撑设备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的条件下，最大

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在电能使用效率、节能措施、能源管理制度、水资源利用、资

源循环利用、有害物质控制、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基础设施环境方面有良好表现，并为设备和工作人员提

供安全、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在取得最大化的能源效率的同时造成最小化的环境影响。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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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贯彻国家节能和技术经济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可持

续发展，规范绿色数据中心的评价，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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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数据中心评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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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87-2011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18870 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2910.3-2016 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3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由计算机场地（机房），其他基础设施、信息系统软硬件、信息资源（数据）和人员以及相应的规

章制度组成的实体。

3.2

绿色数据中心 green data center

全生存期内，在确保信息系统及其支撑设备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的条件下，能取得最大化的能源

效率和最小化的环境影响的数据中心。

http://www.baidu.com/link?url=lIywG6jM9zcvm75p7VlwdMW8TX3wL8PScJJ9pOpEr49Rz33cvypkjWeVdNP29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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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一次能源的一类，在一定程度上，地球上此类能源可在自然过程中再生。

注：此类能源包括例如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地热能等。

[ GB/T32910.1-2017，定义 2.7。]

3.4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 water 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海水等。

3.5

可再利用材料 reusable material

不改变物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或经组合、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的回收材料。

3.6

可再循环材料 recyclable material

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可实现循环利用的回收材料。

3.7

机柜 rack

用于存放信息系统硬件和相关控制设备的装置

3.8

不间断电源系统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在市电断电或发生异常等电网故障时，不间断地为用户设备提供电能的一种能量转换装置。

3.9

电能利用效率 electric energy usage effectiveness

为同一时间周期内数据中心总电能消耗量与信息设备电能消耗量之比。

3.10

主机房 computer room

主要用于电子信息处理、存储、交换和传输设备的安装和运行的建筑空间。包括服务器机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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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存储机房等功能区域。

3.11

评价 assessment

采取取证、分析、换算等系列评价方法确定绿色数据中心等级的一组活动。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CMA：中国计量认证（China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Mandatory Approval）

PUE：电能利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IT：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

UPS：不间断电源系统（Uninterrupted Power System）

5 绿色数据中心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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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评价单元所开展工作可划分为三级，一级为最高等级，三级为最低级。

三个等级的绿色数据中心参照评价体系，依据评价方法所得分值的不同进行划分。绿色数据中心等级划

分如表1所示。

表 1 绿色数据中心等级划分

绿色数据中心等级名称 对应分值范围

三级 60 分至 75 分

二级 75 分至 90 分

一级 90 分以上

数据中心的绿色节能改进与提升应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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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评价单元全方面优化的方式来实现，较高等级的绿色数据中心在

多方面优于低等级的表现。

在实际应用中，数据中心可参照绿色数据中心评价体系持续提升其自身绿色性能。

注 1：绿色数据中心评价体系见本规范第 7章；

注 2：评价方法见本规范 6.3。

6 等级评价

6.1 评价对象

6.1.1 各类规模和业务领域的数据中心均可作为评价对象。

6.1.2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可以将位于一组建筑物、一幢建筑物或一幢建筑物的部分的数据中心作为评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E%A1%E9%87%8F%E8%AE%A4%E8%AF%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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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当被评价的数据中心位于一组建筑物或一幢建筑物的部分时，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部分，应

基于该数据中心所属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6.1.3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对象为已经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的数据中心。

6.2 评价应用

6.2.1 本标准作为评价绿色数据中心等级的依据和准则,可应用以下三种模式：

a) 数据中心的自我评价；

b) 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外部评价；

c) 需方对数据中心的选择评价。

6.2.2 数据中心的自我评价是指数据中心根据定期的或临时性的管理要求，对自身进行的内部分析和

评价。自我评价旨在发现数据中心绿色化管理和实施中的问题或不足,更有效的协助数据中心运用本标

准建立或健全数据中心绿色化体系，其结果便于数据中心了解自身的差距,设立绿色数据中心能力改进

目标和范围，并针对差距采取改进措施，推进数据中心的绿色化提升。

6.2.3 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外部评价是指授权的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机构,基于数据中心自身或需方的申

请，依据本标准按照评价程序对数据中心所进行的正式评价。外部评价旨在通过第三方的客观评价证实

数据中心已达到某个绿色数据中心等级，其评价结果既可用于绿色数据中心确定自身所达到的等级，又

可用于需方选择绿色数据中心。

6.2.4 需方对数据中心的选择评价是指服务需方依据本规范,并结合自身需要，为选择符合其需求的数

据中心所进行的评价。选择评价旨在通过评价结果证实数据中心达到的绿色等级，以确定满足需方需求

的程度，其评价结果可来自于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外部评价，亦可来自于需方自行或其认可的机构对数据

中心进行的评价。

6.3 评价方法

6.3.1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应对评价体系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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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进行评价，包括所有单元的所有项目和项目中的所有内容。

6.3.2 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均为分值，评分项总分为100分，加分项为5分。

6.3.3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总分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个评价内容得分应按评分标准直接赋值。

b) 每个评价项目得分应按项目中每个评价内容的得分累加计算。

c)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总分为每个评分项的得分与加分项得分的累加值。

6.3.4 绿色数据中心的评价，依据总得分，按第5章确定的绿色数据中心等级进行判定。

7 评价体系

7.1 概述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体系由类别和一级指标组成，如图1所示。

为阐述绿色数据中心能力的基本框架，共设置四个评价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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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鼓励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及运维中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管理技能的提升和创新，评价体系还统

一设置加分项，绿色数据中心评价体系各评价单元、评价项目分值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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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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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分值

序号 指标 权重分值

一、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情况

1 电能利用效率 60

2 设计指标达标情况 3

3 IT 设备负荷使用率 3

4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 2

5 水资源利用效率 2

二、绿色设计及绿色采购

6 绿色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应用 7

7 清洁能源利用系统 5

8 绿色采购 2

三、能源资源绿色管理

9 能源使用管控 4

10 水资源使用管控 2

11 节能诊断服务 2

12 第三方评测 2

四、设备绿色管理

13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 2

14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2

15 废弃物处理 2

五、加分项

16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绿色电力证书消费、余

热回收、电池梯级利用等综合能源利用
3

17 标准等绿色公共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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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情况

7.2.1 总述

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情况评价项目包括电能利用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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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利用效率五项。

7.2.2 电能利用效率

1.1.1.1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电能使用效率应按照表3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3 电能利用效率取值计算方法

7.2.3 设计指标达标情况

1.1.1.2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设计指标达标情况应按照表4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4 设计指标达标情况取值计算方法

7.2.4 IT 设备负荷使用率

1.1.1.3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电能利用效率

依据《电信互联网数据中

心（IDC）的能耗测评方

法》（YD/T2543-2013）

规定测得的连续一年内

数据中心总耗电与数据

中心 IT 设备耗电的比

值。

所申报数据中心实际

得分按照公式“100-40

×PUE”进行计算。

60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设计指标达标情况

连续一年内数据中心实

际能源资源利用水平与

设计水平的比较

连续一年内所申报数

据中心实际能源资源

利用水平不低于相关

政府部门批复的设计

指标水平得 3分，否则

不得分。

3



GB/T XXXXX—XXXX

8

IT设备负荷使用率应按照表5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5 IT 设备负荷使用率取值计算方法

7.2.5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

1.1.1.4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应按照表6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6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取值计算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IT设备负荷使用率

连续一年内数据中心机

柜实际平均用电负荷功

率与数据中心机柜标称

平均功率的比值。

连续一年内数据中心机

柜实际平均用电负荷功

率=依据《电信互联网数

据中心（IDC）的能耗测

评方法》

（YD/T2543-2013）规定

测得的测量周期为 1 年

的 IT设备耗电量÷总安

装机柜数÷8760

数据中心机柜标称平均

功率=数据中心机柜标称

功率总和÷总安装机柜

数

所申报数据中心 IT 设

备负荷使用率不低于

70%，得 3分；低于 70%

但不低于50%，得2分；

低于 50%但不低于

30%，得 1分；低于 30%

不得分

3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

连续一年内数据中心通

过直接购买并应用可再

生能源电力、在中国绿色

电力证书认购平台上认

购绿色电力证书代表电

量、应用自建可再生能源

电站所发电力等方式使

用的具有直接所有权的

可再生能源电量与依据

《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

所申报数据中心可再

生能源使用比率比值

不低于 30%得 2 分，

低于 30%但不低于

25%，得 1 分。否则不

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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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水资源利用效率

1.1.1.5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水资源利用效率应按照表7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7 水资源利用效率取值计算方法

7.3 绿色设计及绿色采购

7.3.1 总述

绿色设计及绿色采购要素评价项目包括绿色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应用、清洁能源利用系统和绿色采购

三项。

7.3.2 绿色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应用

1.1.1.6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绿色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应用应按照表8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8 绿色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取值计算方法

（IDC）的能耗测评方法》

（YD/T2543-2013）规定

测得的同时期内数据中

心总耗电量的比值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水资源利用效率

连续一年数据中心水资

源消耗量与依据《电信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的

能耗测评方法》

（YD/T2543-2013）规定

测得的同时期内 IT设备

耗电量的比值

所申报数据中心水资

源利用效率不高于

0.6L/kW·h 得 2分，

否则不得分

2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绿色先进适用

技术产品应用

采用先进绿色节能

技术产品及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的近

3年《国家绿色数据

中心先进适用技术

产品目录》相关技

所申报数据中心冷源均选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准评定达到能效

等级 1 级的产品得 2 分。选用能效等

级 2 级以上产品得 1 分。如使用有能

效等级 2 级以下产品则不得分。如：

冷水机组按《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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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品建设数据中

心

能效等级》（GB19577-2015）评定。

对于暂时无相应国家标准的产品，可

参照行业标准或行业公认的相关行业

协会制定的能效标准评定

2

所申报数据中心水冷系统选用的泵产

品均选用按相应国家标准评定能效指

标在节能评价值以上的产品，风冷系

统选用的风机、空气压缩机等产品均

选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准

评定达到能效等级1级的产品得1分。

否则不得分。如：清水离心泵按《清

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19762-2007）评定，通风机按《通

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2020）评定。对于暂时无相应

国家标准的产品，可参照行业标准或

行业公认的相关行业协会制定的能效

标准评定

1

3

所申报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直接使用

的以及包含在不间断电源（UPS）中的

各类变压器产品均选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国家标准评定达到能效等级

1级的产品得 1分。如使用有能效等级

1级以下产品则不得分。如：三相电力

变压器按 GB 20052-2020 评定。对于

暂时无相应国家标准的产品，参照行

业标准或行业公认的相关行业协会制

定的能效标准评定

1

4

所申报数据中心安装有能源、资源信

息化管控系统，可实时监视各系统设

备的运行状态及工作参数，可实时显

示各系统及主要设备对能源、资源的

使用情况，并提供智能化分析功能，

根据系统实现功能及实施效果得 0-1

分

1

5

除上述所列产品外，所申报数据中心

积极选用近 3 年《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目录》《国家通信

业节能技术产品推荐目录》所推荐技

术产品或类似功能及性能技术产品，

根据实际情况得 0-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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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清洁能源利用系统

1.1.1.7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清洁能源利用系统应用应按照表9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9 清洁能源利用系统取值计算方法

7.3.4 绿色采购

1.1.1.8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绿色采购应按照表10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0 绿色采购取值计算方法

7.4 能源资源绿色管理

7.4.1 总述

能源资源绿色管理项目包括能源使用管控、水资源使用管控、节能诊断服务和第三方评测四项。

7.4.2 能源使用管控

1.1.1.9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能源使用管控应按照表11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1 能源使用管控取值计算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清洁能源利用

系统

数据中心对自然

冷源、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和余能

余热等形式的清

洁能源进行利用

根据所申报数据中心在自有场所建设自

然冷源、自有系统余热回收利用或可再

生能源发电等清洁能源利用系统及应用

情况得 0-5 分

5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绿色采购

建立绿色采购制

度，优先采购满

足国家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相关要

求的设备和产品

具备明确的绿色采购制度，优先采购满

足国家有关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要求或满

足相关节能、节水、低碳等相关标准要

求的设备和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得 0-2

分

2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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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水资源使用管控

1.1.1.10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水资源使用管控应按照表12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2 水资源使用管控取值计算方法

7.4.4 节能诊断服务

1

能源使用管控

结合气候环境、自

身负载变化和运营

成本等因素科学运

维，以实现能源利

用效益最大化

所申报数据中心具有能耗统计分析制

度，应至少每月对能耗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结合气候环境、自身负载变化

和运营成本等因素对关键系统的运行

方式进行优化调整。对具有自动控制

功能的能源信息化管控系统的运行情

况应定期进行检查及校正。根据实际

情况得 0-1 分

1

2

所申报数据中心对于基础设施定期进

行检查和维护，保证基础设施运行于

最优工况。根据实际情况得 0-1 分

1

3

所申报数据中心对降低能耗设置有明

确的、不断提高的发展目标，并将目

标分解落实到责任人，制定相应的奖

惩办法和长效考评机制。根据实际情

况得 0-1 分

1

4

所申报数据中心建立有人员培训培养

机制，不断提升数据中心人员节能运

维与管理职业技能水平。根据实际情

况得 0-1 分

1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水资源使用管

控

建立节水制度，

充分利用水资源

所申报数据中心充分分析水资源使用情

况，结合气候环境和自身负载变化、运

营成本等因素不断调整用水策略，尽最

大可能对水资源进行回收再利用，减少

水资源消耗。根据实际情况得 0-1 分

1

建立节水制度，使用节水器具，加强用

水设备的日常维护，损坏管件应及时更

换，防止破管、渗水、漏水现象的发生。

根据实际情况得 0-1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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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节能诊断服务应按照表13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3 节能诊断取值计算方法

7.4.5 第三方评测

1.1.1.12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第三方评测应按照表14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4 第三方评测取值计算方法

7.5 设备绿色管理

7.5.1 总述

设备绿色管理评价项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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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三项。

7.5.2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节能诊断服务

积极响应《工业

节能诊断服务行

动计划》（工信

部节函〔2019〕

101 号），自愿接

受节能诊断服

务，并依据诊断

结果开展有实效

的节能、节水等

绿色技术改造

所申报数据中心近两年内积极响应《工

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工信部节

函〔2019〕101 号），自愿接受节能诊

断服务，并依据诊断结果开展节能、节

水等绿色技术改造并取得实效。根据实

际情况得 0-2 分

2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第三方评测

由具有 CNAS、CMA

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进行评测并出

具符合 CNAS、CMA

要求的相应检测

报告，数据中心据

此采取提升改进

措施并取得实效

所申报数据中心近两年内由具有 CNAS、

CMA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测并出具

符合 CNAS、CMA 要求的相应检测报告，

所申报数据中心据此采取提升改进措

施并取得实效。根据实际情况得 0-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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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应按照表15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5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取值计算方法

7.5.3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1.1.1.14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应按照表16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6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7.5.4 废弃物管理

1.1.1.15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废弃物管理应按照表17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7 废弃物管理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管理

数据中心物理界

限范围内的电器

电子产品应符合

《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

用管理办法》和

《电子电气产品

中限用物质的限

量要求》

（GB/T26572）相

关要求

所申报数据中心物理界限内的电器电子

产品（包括数据中心本身所有及客户托

管存放的各类电器电子产品）应符合《电

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对列入《电器电子产

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的

产品，还应满足《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

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实施安排》的

相关要求。符合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废旧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

建立可追溯的电

器电子产品管理

档案，对废旧电

器电子产品妥善

进行处理，对有

再利用价值的废

旧设备采取再利

用措施

所申报数据中心建立有可追溯的电器电

子产品管理档案，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

进行识别，并有具体再利用措施，包括

自我利用和与产品生产企业、有相应资

质的回收企业共同建立的废旧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体系。处理过程有记录。根据

实际情况得 0-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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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加分项

7.6.1 评价内容取值计算方法

加分项应按照表18 给定的取值计算方法，进行评价，给出分值。

表 18 加分项取值计算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废弃物管理

各类废弃物均应

得到妥善处理，

且符合国家和地

方相关管理规定

对于数据中心日常运行维护、检修等产

生的空气滤芯、废旧电缆、水处理残渣、

废旧电池、电缆桥架、废弃油液、可破

坏臭氧层或具有温室效应的制冷剂和污

水等各类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废

弃物，所申报数据中心应充分识别并依

照国家及地方相关管理规定建立有相关

处理制度，废弃物产生及处理过程有完

整记录。根据实际情况得 0-2 分

2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规则 标准分值

1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绿色电力证书消

费、余热回收、电池

梯级利用等综合能源

利用

所申报数据中心连续一年内通过直接购买并应用可

再生能源电力、在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平台上认购

绿色电力证书代表电量、应用自建可再生能源电站所

发电力的总和与依据《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

的能耗测评方法》（YD/T2543-2013）规定测得的同

时期内数据中心总耗电量的比值，不低于 40%得 1 分。

使用梯级利用的锂离子电池作为后备电源且占后备

电源或独立储能系统容量不低于 10%的得 1 分。开展

余热回收并实际应用能量占数据中心总耗电量 10%以

上得 1分。以上三项得分累加为该项指标得分

3

2 标准等绿色公共服务

所申报数据中心围绕绿色数据中心建设主题，通过支

持行业会议、参与研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等形式公开

分享自身发展经验，促进数据中心行业绿色发展。根

据相关情况得 0-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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