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盟工作动态

北京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赴联盟交流座谈

2021 年 1 月 22 日下午，北京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

公司总经理张泽芳一行三人赴联盟交流座谈，我联盟理事长徐

斌、秘书长长晓微、秘书长助理姜伟丽以及北京总部企业协会

秘书长助理石芳宇参加了本次会议。

首先，北京铁塔徐强代表公司介绍目前开展的工作以及下

一步工作方向，联盟理事长徐斌对北京铁塔目前开展的工作给

予了肯定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方向，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了共

识，将发挥各自优势，以边缘计算作为切入点推动试点示范建

设，共同推动边缘计算发展。

联盟召开核心工作会

2021年 1月 27日，联盟 2021年核心成员工作会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友诚大厦 228会议室顺利召开。联盟主要核

心成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学会、中国建筑标准研

究院、北京铁塔有限公司、华录集团等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联盟理事长介绍了联盟已经开展的工作及联盟未来

的主要工作方向。

联盟各副理事长单位围绕碳排放、碳中和、数据中心节能、评价标准、边缘计算节点应用、能

源保障、农业信息化、投融资、产教融合等多方面进行讨论，同时结合国家及北京市的政策，根据

企业需求为企业解决问题，帮助企业赋能，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实现产业价值化数字产业化。

北京市教委成人职教处领导来联盟座谈交流

2021年 1月 28上午，北京市教委成人职教处处长二级巡视员王东江、二级调研员陈敬文、副处

长余俊一行来到联盟秘书处。联盟理事长徐斌、秘书长长晓微、助理姜伟丽、光电产业协会副秘书

长周岚、北京总部企业副秘书长谷焱绯、秘书长助理石方宇参加了会议。

联盟理事长介绍了联盟的工作情况以及总部协会和光电协会、绿色制造联盟的重点工作。王东

江处长表示，希望通过与联盟、协会搭桥，使企业与教育机构相结合，实现产教融合、信息共享，

培育社会和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通过智库建立，形成超前、及时信息，达到既为企业家服务又调

动学校教师积极性的目的；通过联盟、协会板块与职教集团的“分解融合”，发挥好“3+1”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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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座谈交流

2021年 2月 24日，联盟理事长、副秘书长等人一行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座

谈交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是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的核心部门，是国家级软科学研究咨询机构，是

国家信息通信领域、综合政策领域最重要的支撑单位之

一，专业范围涉及信息通信、信息化、大数据、应急信息、

数字政府、工业经济等领域。

联盟理事长就联盟已开展的主要工作做详细介绍，双方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化转型、产业规

划等方面进行讨论。经讨论后，双方表示今后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搭建创新平台，共建新的生态。

北京易华录公司赴联盟交流座谈

2021年 2月 25日，北京易华录公司总工赵阳一行赴联盟交流座谈，

联盟理事长、副秘书长、北京总部企业协会秘书长助理等人参加了本

次座谈，双方就存储技术、数据化资产交易等事宜进行了探讨，确定

了合作方向。

联盟成员动态

中国铁塔 2020 年运营商业务稳健 跨行业业务收入同比大增

3月 8日消息，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塔”）发布 2020年业绩。财报显示，中

国铁塔在 2020年，总体收入保持稳健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10.99亿元，同比增长 6.1%；EBITDA
达到 595.27亿元，EBITDA率为 73.4%；净利润 64.28亿元，同比增长 23.1%，净利润率 7.9%；经

营活动现金流达 575.48亿元，资本开支为 371.22亿元，自由现金流达 204.26亿元。

2020年也是 5G大规模建设之年。截至 2020年底，中国铁塔累计承接 5G建设需求超过 76万个，

97%以上利用已有站址资源改造实现，三家电信企业使用的站址总量相比铁塔公司成立时增长了 1.3
倍。塔类站址数 202.3万个，较 2019年底累计净增 2.9万个，运营商塔类租户达到 317.5万户，较

2019年底增加 11.2万户，运营商塔类站均租户数达 1.57；室内业务方面，楼宇类室分覆盖面积累计

达 40.6亿平方米，高铁隧道及地铁覆盖总里程累计达 12702公里。

2020年，运营商业务实现收入 768.99亿元，同比增长 3.8%。其中，塔类业务实现收入 733.71
亿元，同比增长 2.8%；室分业务实现收入 35.28亿元，同比增长 32.7%。

此外，中国铁塔在与行业协同发展方面也有显著成效。迄今各省（区、市）政府均与中国铁塔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公共资源开放、简化审批手续、电费减免优惠（超 75项），多数省出台建

筑物通信建设强制规范，361个地市铁塔公司代表行业进驻当地政务大厅，在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就将

通信设施和水电气暖一起审批，科学规划提前预留站址、管道等资源，在规范建设的同时，降低了

行业成本。

中国铁塔还协同电信企业共同开展降低场租、电费等社会性成本专项行动，用电单价同比下降

9.1%，在周边房地产指数持续上扬的情况下，站均场租稳中有降，其中新建站场租同比下降 19%。

中国铁塔的“一体两翼”战略正在深入落地，即以面向通信行业内的塔类与室分业务为“一体”，

以跨行业站址应用与信息服务、面向社会的能源服务为“两翼”，持续做大共享协同文章。

行业动态

https://finance.sina.cn/chanjing/gsxw/2021-03-08/javascript:void(0);


无人数据中心再被提及 未来或可期

长久以来，传统数据中心一直在通过人工来管理和维护服务器。为此，给运维人员提供工作环

境和条件所进行的各种安全设置和环境设施或多或少的都需要利用一定的空间和能源。多年前提及

熄灯数据中心的设想近日又再次被提出，一时间又激起了行业内的波澜。熄灯数据中心首次亮相是

在 2011年，一家美国公司推出了名为 ATC的小型无人值守数据中心。作为无人值守的数据中心，

熄灯数据中心无需人工干预即可运行，能实现全面自动化，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和管理成本。

当时该公司的副总裁曾希望该数据中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切。虽然这一希望至今未能实现，但熄

灯数据中心这一概念却已经深入人心。

受到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在寻求自动化的变革，数据中心也不例外，而熄灯数据中心似乎

是一个不错的方向。而微软公司试点部署的水下数据中心在运营的两年多时间内并无人值守却依然

运行完好，这一结果似乎也给熄灯数据中心的未来点亮了希望的明灯。 虽然目前数据中心似乎还

无法完全摆脱人类的控制，但很多企业已经为此开始了准备。

金山服务器运转车 服务器转运车长 1米，宽 0.6米，自身高度 1.45米，但其高精度升降平台却可

升高至 2.2米高度。四个万向带锁脚轮确保了转运车可以方便的穿梭在机柜通道上。平台由 304不锈

钢制成，尺寸为 600mmx530mm，可以放置重量在 65Kg以下的各型服务器和其他机件。平台的升降

通过 PLC控制伺服电机精确运行。平台的升降范围为 720mm-2200mm。可以从 15U升到 42U。所有

的运行参数都可以通过触摸屏设定保存。

台达 DCIM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InfraSuite Manager可以全面监控、管理、分析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及 IT相关设备的能源消耗，不管是小型机房或大型数据中心都能完整呈现数据中心的各项监控与

运行管理，并提供更多信息及历史数据分析，协助管理人员做出决策。在要求苛刻、复杂且不断变

化的环境中，台达 InfraSuite Manager可延伸机房管理性，以确保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效能与可用性，

进而降低风险与成本，达到全面的机房优化与管理。

京东数科巡检 AI机器人 由京东数科自研出品的机房巡检 AI机器人，具有自动巡检、人体追

踪与跟随、数据识别与分析等功能，可以实时监测机房环境信息、设备运行状态、设备温度信息，

可在平均 30 秒内完成单个机柜的巡检，且检测准确率达到 98%以上，SLAM 自主导航精度误差在

20毫米。 在向无人运维的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目前只是将整个

运维过程划分为几个部分来进行，但未来或许还可以实现由设备本身进行自主运维。

产业数据

2020 年中国电力行业线损电量分析：线损率不断下降[图]
一、产生原因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能输送到用户，经过输、变、配电

设备，由于这些设备存在着电阻，因此电能通过时就会产

生损耗，以热能的形式散失在周围的介质中；另外再加上

一部分客观存在的管理损耗，这两部分电能损耗就构成了

电网的所有线损电量，简称为电网线损。在电力系统中，

线损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线损电量

2019年中国发电量为 75034.3亿千瓦小时，2020年
中国发电量为 74170.4亿千瓦小时，同比下降 1.2%。

随着中国发电量增加，电力企业线损电量也随着不断增

加，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电力企业线损电量为 3724亿千瓦时，较 2018
年的 373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19%.线损率是在一定时期内电能损耗占供电量的比率，是衡量电网技



术经济性的重要指标。它综合反映了电力系统规划设计、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一项综合性技

术经济指标。

2015-2019年中国电力企业线损率不断下降，2019年中国电力企业线损率为 4.96%，较 2018年下

降 0.25%。

2019年跨区输电线损电量为 453亿千瓦时，广东电力企业线损电量为 246亿千瓦时，山东电力企业

线损电量为 234亿千瓦时，河南电力企业线损电量为 232亿千瓦时，河北电力企业线损电量为 226
亿千瓦时。

2015-2019年中国电力企业线损电量（亿千瓦时）

2019年跨区输电线损电量占全国总线损电量的 12.16%，广东电力企业线损电量占全国总线损电

量的 6.61%，山东电力企业线损电量占全国总线损电量的 6.28%，河南及江苏电力企业线损电量分别

占全国总线损电量的 6.23%、6.07%。

三、有效措施

配网的线损管理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影

响了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供电企业的管理人员应该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线损产生的原因进行合理分析，从

管理和技术方面采取针对性的降损措施，做好线损考核，切

实保证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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