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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部环境驱使下，国产服务器迎来高速发展：

• 美国制裁持续升级，H20芯片禁售：2025年4月9日，美
国 政 府 正 式 禁 止 英 伟 达 对 华 销 售 H 2 0 芯 片 ， 导 致 英 伟 达
资产减少55亿美元。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四
年 前 ， 英 伟 达 在 中 国 的 市 场 份 额 高 达 9 5 % ， 如 今 只 有
50% ”。英伟 达 再 次 对 华 禁 售 下 ， 预 计 倒 逼 国 产 服 务 器
迎来高速发展。

• 国内芯片 战 略 重 组 ， 国 产 服 务 器 机 遇 显 现 ：2025年5月
25日，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 司 进 行 战 略 重 组 ， 将 优 化 从 芯 片 到 软 件 、 系 统 的
产业布 局 ， 汇 聚 国 产 服 务 器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优 质 资 源 ， 进
一步推 动 国 产 芯 片 在 政 务 、 金 融 、 通 信 、 能 源 等 关 键 行
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国产服务器发展。

• 国 产 产 业 高 速 发 展 ， 国 产 服 务 器 更 新 换 代 需 求 暴 增 ：
2022年开始国产产业每年迎来20%以上的增长，至2024
年产业规模达2150亿元（包括PC、服务器、基础软件、
信 息 安 全 等 ） ， 其 中 国 产 服 务 器 规 模 达 6 9 3 亿 元 ， 随 着
AIGC大模型行业需求增长及美国制裁等多方面原因，国
产AI服务器迎来爆发性增长。

• 国产服务 器 厂 商 以 华 为 系 为 主 ， 厂 商 竞 争 激 烈 ：目前国
产服务器厂商多 为 华 为 合 作 伙 伴 牵 头 建 立 的 独 立 运 营 公
司，且未来华为系国产服务器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国产服务器需求暴增，厂商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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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产服务器产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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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产业生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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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国产服务器产业生态图谱

• 针 对 服 务 器 上 游 部
件 ， C P U 或 G P U 为
国 产 芯 片 的 服 务 器
为 国 产 服 务 器 ， 目
前 以 A R M 架 构 和
X86架构为主。

• 中 游 为 各 大 服 务 器
品 牌 厂 商 、 整 机 厂
商 及 白 牌 （ O E M 、
ODM）厂商，多数
服 务 器 厂 商 拥 有 自
有国产整机品牌。

• 下 游 客 户 则 主 要 包
括 物 联 网 、 云 计 算
服 务 商 ， 运 营 商 ，
各 类 政 府 客 户 及 企
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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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国产化发展历程

 起点：1986年“863计划”启动，
推动国家高技术研发，为自主创
新奠定基础；

 核心技术预研：2006年“核高基”
专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
芯片及基础软件）正式启动，标
志着国产服务器行业的雏形形成，
服务器（浪潮SMP2000）和CPU
（方舟1号）等初步研发；

萌芽与预研阶段 试点与初步转型 体系构建与规模扩展 全面推广与深化落地

 “2+8”体系确立：2018年提出
“2+8”安全可控体系（党政+金
融、电信、电力等8大行业），推
动核心技术突破；

 行业国产起步：金融、电信领域
启动试点，如2016年国产工委会
成立，推动生态协同；2019年
“中兴事件”后，国产上升为国
家战略，国产替代加速；

 技术生态初成：华为鲲鹏、飞腾
等国产芯片逐步成熟；

 安全事件催化：2008年微软“黑
屏”事件、2013年“棱镜门”事
件引发对技术依赖的警觉，加速
国产替代进程；

 党政试点启动：2013年底，15家
单位参与党政电子公文系统安全
可靠升级试点，2014年通过验收；
同年银监会39号文要求金融机构
提升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比例；

 政策框架初建：中央网络安全与
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国家
信息安全战略；

 党政全覆盖：2020年党政国产完
成三期试点，采购范围扩展至地
市级，国产化率显著提升；2023
年起向区县下沉；

 行业国产爆发：金融领域先行，
2021年金融国产试点机构扩至
198家，2025年目标实现全业务
系统国产化；电信、能源、医疗
等行业分阶段推进；

 技术突破与生态完善：
• 芯片：海光、鲲鹏CPU性能接

近国际主流，飞腾服务器芯片
实现规模化应用；

• 软件生态：统信UOS适配超10
万款应用，国产数据库市占率
突破20%；

• AI融合：国产与AI算力结合，
如工商银行全栈自主AI大模型
落地；

（1986–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19年） （2020年至今）

 市场扩容：预计2025年国产市场
规模突破2万亿元，复合增长率超
35%；

 扩展方向：
• 行业深化：从党政、金融向教

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渗透，民
营企业需求增长；

• 技术融合：AI、云计算与国产
协同，推动智算中心建设和核
心系统智能化；

• 全球化竞争：突破EDA工具、
高端工业软件（如CAD/ERP）
的国产化瓶颈，参与国际标准
制定

 挑战：生态碎片化、迁移成本高、
高端技术依赖仍需突破。

未来趋势与挑战
（2025年及以后）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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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国产化国家政策与规划

国
家
政
策

• 强 制 替 代 目 标 ：
2022年9月，国资委
发 布 《 国 资 委 7 9 号
文》，要求央企国企
在2027年前实现核
心系统100%国产替
代，2025年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覆盖芯
片、操作系统、数据
库等全产业链；

• 财政补贴：2024年中办14号文要求各级政府完
成国产设备台账申报，截至11月底，全国31个
省区市上报存量设备约1500万台套（PC占
1400万台，服务器十余万台），中央财政按
“实报实销”方式提供补贴：东部补贴30%，
中部60%，西部及东北80%，新疆、西藏等边
远地区全额报销；

• 税收优惠：税务局陆续发布税收优惠政策，针
对国产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软件增值
税即征即退等政策，降低运营成本；

• 重点行业强制替代：2023年2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将金融、
能源、军工等领域核心系统适配国产
技术（例如金融核心系统国产化、军
工全栈国产化）；

地
方
政
策

• 亦庄国家信创园：2025年3月28日，党工委、管委会各机构、亦庄控股、亦庄国投联合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建
设国家开源信创产业高地的若干措施》，到2027年，信创产业市场主体数量、产业营收规模实现倍增，集聚1000家高创
新性、高成长性、强竞争力的信创企业，收入规模突破1000亿元；

• 16条措施：省发改委、省密码管理局、省工信厅联合印发《福建省支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包括建设信创产业园区、培育“链主”企业、支持国产人才纳入省级高层次人才目录等；

• 工业软件计划：2024年7月重庆市经信局发布《重庆市工业软件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
目标是到2025年打造全国重要的工业软件研发应用高地；

• 信创谷建设：聚焦飞腾、麒麟等头部企业，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孵化，规划产业规模达1500亿元。

顶层设计与替代 资金与税收支持 行业应用与场景拓展

• 设备更新目标：2024年9月20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组织编制了《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
新和技术改造指南》，2027年前完成200万
套工业软件和80万台工业操作系统的更新换
代；

北
京
市

福
建
省

重
庆
市

天
津
市

 融合新兴技术：国产与
云计算、5G、工业互
联网深度融合，催生新
业态；

 市场驱动转型：从“政
策驱动”转向“市场驱
动”，企业主动替代比
例提升；

 国际化布局：支持国产
产品“出海 ” ， 参 与
“一带一路”数字基建
项目；

    未来政策趋势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2025年中国国产服务器市场研究报告

©️ 2025 科智咨询版权所有 9

国产服务器标准与生态建设

 区域标准先行与跨域协作
• 2023年12月，四川省自主可控电子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发布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项目建设规范》，这一标准同时也是全国首个
双城联合信创团标，由四川省和重庆市40余家国产企业共同参与编
写，旨在通过标准化提升工程效率与质量，为全国推广提供参考；

• 北京经信局通过“信创十条”政策，对首轮贯标企业给予最高50万
元奖励，单项标准总奖励达500万元，强化标准落地激励；

 国家标准体系深化
• 国家层面提出“红黄蓝”供应商分级制度，要求核心部件国产化率

≥95%，并推动国产标准由地方及团体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例如，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等文件出台，强制重点行业
制定替代时间表（如2027年前金融、能源核心系统全面国产化）；

 认证与测评体系完善
• 建立国产产品适配认证平台（如北京经开区国家国产园），通过兼

容 性 测 试 与 安 全 可 靠 测 评 ， 确 保 产 品 成 熟 度 。 工 信 部 推 出
PostgreSQL数据库管理人才认证，提升技术人才储备与标准应用能
力。

 区域产业集群与生态聚合
• 北京亦庄国家国产园、天津“中国信创谷”等产业集群形成全产业

链布局，聚集超千家企业，覆盖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领域，
目标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千亿级；

• 川渝地区通过企业联合研发，促进技术共享，形成国产生态圈，代
表性企业如四川省国产中心、重庆赛宝研究院等；

 技术融合与生态兼容
• AI与国产融合：AI算力需求推动国产芯片（如海光、寒武纪）及服

务器市场增长，金融领域率先实现全栈自主可控AI应用；
• 跨架构适配：统信UOS、麒麟OS通过生态适配降低用户迁移成本，

支持超500万软硬件兼容；华为鸿蒙PC入局，加速操作系统市场竞
争；

 安全生态构建
• 360数字安全集团等企业深度参与与信创安全标准制定，推出国产

安全服务体系，完成与主流平台（麒麟、鲲鹏等）适配，并通过信
创实验室推动跨厂商兼容互认，强化产业链安全韧性；

 开放与多元生态倡导
• 业界呼吁避免单一生态封闭化，强调整机厂商（如浪潮、中科曙光）

整合上下游资源，通过开放平台机构支持多元技术适配。例如，无
锡高职团队开发的“睿云终端”方案，解决传统系统兼容问题，覆
盖全国21个省份党政机关。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02 / 生态建设：从技术突破到开放协同01 / 行业标准建设：从区域协同到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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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市场规模与增速

2021年，随着“十四五规划”提出为中国
国产化行业发展带来新动力，国产服务器在
党政及其他大型行业的市场迅速打开，政府
部门国产服务器更新换代需求暴增。

2023年随着AIGC大模型行业需求大幅增长
以及美国制裁导致英伟达AI芯片供应紧张，
使得国产AI服务器迎来爆发性增长。

未来2-3年随着国产化政策力度逐渐加强、
美国商务部制裁力度加大、国内芯片厂商技
术能力提高等原因，国产服务器持续保持稳
定增长；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2021-2025年中国国产服务器市场规模

0

250

500

750

1,000

271.9
(91.1%)

26.6
(8.9%)
2021

317.8
(87.6%)

44.8
(12.4%)
2022

382.3
(75.9%)

121.7
(24.1%)

2023

472.9
(68.2%)

220.3
(31.8%)

2024

599.2
(63.4%)

346.1
(36.6%)

2025E

298.5
362.6

504.0

693.2

945.3通用服务器销售额 AI服务器销售额
单位：亿元



2025年中国国产服务器市场研究报告

©️ 2025 科智咨询版权所有 12

国产服务器厂商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2024年国产通用服务器市场格局鲲鹏系服务器厂商多为华为合作伙伴牵头建立的独立运营公司，主

要厂商包括华鲲振宇、神州鲲泰、长江计算等公司。

• 国产鲲鹏服务器厂商与华为绑定密切，并无拓展X86服务器规划；

• 国产鲲鹏服务器厂商市场格局基本确定，超聚变、华鲲振宇、长
江计算力争前三。

X86服务器厂商多为传统服务器厂商创新业务，主要厂商包括中科

可控、浪潮、联想、新华三等，国产化服务器业务仅为其核心业务

的补充，由集团旗下子公司承载，业务依托于集团的产供销体系。

• 国产X86服务器芯片以海光芯片为主，销量占比70%，其次为飞
腾芯片，占比约15%；

• 浪潮等厂商同时加强与华为鲲鹏合作，推出鲲鹏服务器产品；

• 市场竞争格局未定，2024年浪潮国产化业务独立，其他厂商尚有
机会。

注：国产通用服务器界定为应用国产CPU且销售时未加装AI加速卡的服务器。

中科可控

超聚变

华鲲振宇

长江计算

浪潮信息

神州鲲泰

宝德

同方股份

其他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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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厂商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2024年国产AI服务器市场格局昇腾系服务器市场销售额占到70%以上，主要厂商包括超聚变、华

鲲振宇、神州鲲泰、长江计算等公司。

• 国产昇腾服务器多用于政府、运营商智算中心，其中推理服务器
销量占比接近70%；

• 国产昇腾服务器厂商市场格局基本确定，超聚变、华鲲振宇、神
州鲲泰居于前三，长江计算加速追赶。

非昇腾系服务器市场销售额占比约不到30% ，受限于芯片厂商产品

迭代及产能问题，纷纷加强与昇腾合作。

• 非昇腾系国产AI服务器厂商受限于芯片供应问题增长率多低于
20%；

• 浪潮、新华三正在与昇腾加强合作，24年已推出多款昇腾AI服务
器产品。

注：国产AI服务器界定为应用国产AI加速卡的服务器，且销售时已加装AI加速卡的服务器（若
销售时未加装AI加速卡仍按通用服务器计算），本报告统计的国产AI服务器销量包括使用Intel
或AMD处理器的AI服务器产品。

长江计算

拓维信息

其他厂商

宝德

同方股份

神州鲲泰

浪潮信息

超聚变

华鲲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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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芯片厂商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2024年国产通用服务器CPU市场格局中国国产通用服务器CPU以鲲鹏和海光为主，其中鲲鹏为ARM架构，

海光为X86架构，鲲鹏CPU市占率在60%左右，海光市占率在25%左

右。

近年来随着国产化项目发展，鲲鹏迎来爆发性增长：

• 目前鲲鹏与多家华为系OEM厂商合作，包括河南昆仑、华鲲振宇、
神州鲲泰、长江计算、宝德、同方、百信等超过10家OEM合作厂
商，主要通过核心OEM厂商出货；

• 随着华为在政企项目发展，鲲鹏作为华为体系下CPU供应商，部
分应用于华为自身服务器品牌；

• 未来将拓展更多OEM厂商，与浪潮等头部服务器厂商加强合作，
释放更多需求；

海光作为曙光系核心CPU厂商，近年来实现大幅增长：

• 曙光进入实体名单后，加快国产化布局，HG做为中科曙光最大
的供应商，销售量出现大幅增长；

• 海光逐渐开拓与更多服务器厂商的合作；

• 海光在运营商、金融、政府领域加大投入，并且依靠中科院资源
背景，与曙光共同开拓党政行业项目。

鲲鹏 海光 飞腾 龙芯 兆芯

申威 其他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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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芯片厂商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2024年国产AI芯片市场格局随着智算行业飞速发展及美国制裁力度加大，国产AI芯片迎来大幅

增长：

昇腾AI芯片市场份额超过70%，且预计未来市场份额持续增长：

• 目前在国产化AI芯片厂商中性能与适配性最接近英伟达，预计
2025年销售量同比增长100%；

燧原在智算中心领域增长下，迎来飞速发展：

• 燧原重点拓展政府智算需求，并在芯片、板卡、软件集群等全栈
产品能力方面具备优势；

海光未来将更多与运营商客户达成合作，并且通过快速的产品迭代

优势，实现大幅增长：

• 海光深算二号产品在2023年9月上市，在产品精度浮点运算指标
有显著提升，在2024年销售量大幅上升，海光2024年6月已上市
深算二号AI版，深算二号AI版将逐步应用于大模型场景中，目前
海光产品迭代速度较快，预计在2025年发布深算三号；

昇腾 燧原 海光 寒武纪 昆仑芯

沐曦 其他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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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企业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制裁和限制，华为决定将超聚变
转给地方国资。超聚变独立后，依靠华为资源优势，
成为华为鲲鹏、昇腾服务器份额增长最快的合作伙
伴。

华鲲振宇主要由高投电子和四川长虹持股，相对其
他华为ODM厂商资金雄厚，并且为华为唯一“鲲
鹏+昇腾”双战略级合作伙伴，依托华为客户关系，
近两年销售量大幅增长。

2024年同方被软通动力全资收购，目标要作为华
为最大的软件+硬件集成商，利用原有的软件优势
通过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带动硬件的销售。同方积
极响应国家国产战略，推出了多款国产服务器产品，
基于国产处理器和操作系统，采用自主创新的技术
和架构设计。

拓维信息成立于1996年，是最早一批软件开发的
企业之一。目前拓维信息拥有全栈全场景软硬一体
化解决方案，并且拥有自研的操作系统。拓维信息
与华为及其合作伙伴拥有强商务关系，着重于软硬
件供应商关系，共享资源，并整合客户和项目资源。

华为系国产服务器主要厂商 海光系国产服务器主要厂商

浪潮信息近两年受制裁影响大，将国产服务器及
PC业务转移至浪潮计算机。做为海光主要的ODM
厂商，目前浪潮英政系列国产服务器广泛用于党政、
运营商等。

中科可控作为曙光国产服务器生产厂商，依靠曙光
中科院背景优势，在政府、运营商等行业出货稳定。
近期曙光与海光进行战略重组，与海光合作进一步
加深，优化从芯片到软件、系统的产业布局。

图：国产服务器主要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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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系服务器生态研究

• “海光系”服务器基于C86架构构建，具备完善德软硬件生态优
势，显著降低业务迁移成本。海光最新C86-4G型号已获中国信
息安全测评中心二级认证（当前最高安全等级）。

• 从性能上来看，根据第三方测评机构披露，海光C86 7000在
UnixBench多并发系统综合性能得分领先，体现其在高负载和并
发处理场景下的强大性能优势。尤其是党政机关等核心业务，对
数据处理、响应延迟、IO吞吐要求搞得场景，海光更能满足业务
场景需求。

海光C86兼容x86生态可实现低成本平滑迁移，同时性能表现优异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海光系服务商部分生态展示

基
础
硬
件

整机（服务器）

固件

基
础
软
件

操作系统

数据库

中间件

应
用
软
件

桌面应用

安全软件

图：UnixBench多并发系统综合性能得分（值越高越好）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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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系服务器生态研究

• 生态拓展本质在于商业利益
的驱使，因而与软件厂商的
议价谈判能力十分重要。华
为与亚马逊一样具备庞大的
数据中心业务，同时自研了
丰富的产品矩阵，巨大的市
场占有率保证公司与软件开
发商谈判中拥有更大的话语
权。目前鲲鹏计算产业已经
有超过150厂商参与。

• X86指令集与ARM指令集间
存在软件化转换解决方案，
虚拟化技术能够实现在ARM
平台上搭建x86虚拟运行环境
的需求，这意味着针对一些
简单应用，在接受部分性能
损失的前提下会借助虚拟化
技术实现异构移植。

华为具备完善产品矩阵，通过打造鲲鹏计算产业生态向产业链使能，完善行业生态应用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图：华为自有产品矩阵展示

环节 华为自有产品矩阵 生态赋能

行业应用 结合生态构建智慧金融、智慧交通、智慧校园、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消防
等行业解决方案。

云服务 根据Canalys数据，华为云在2024年Q3中国云服务市场获得19%的份额，排名第
二，为行业提供基础底座。

数据库
openGauss在线下集中式关系型数据库新增市场份额达30.2%。基于
openGauss开源数据库的关系型数据库占关系型数据库产品总数的28.5%，成中
国行业数智化的重要力量。

中间件 openLooKeng提供交互式查询分析基础能力，并在融合场景查询、跨数据中心/
云、数据源扩展、性能、可靠性、变全性等方面发展，让数据治理、使用更简单。

操作系统
建立openeuler.org社区，贡献经过调优的Kunpeng处理器驱动代码，开放编译
器、JDK、软件库等基础工具等方式，统一代码来源，缩短厂家构建基于
openEuler的发行版OS的开发周期。

虚拟化 FusionCompute虚拟化软件 负责硬件资源的虚拟化，以及对虚拟资源、业务资源、用户资源的集中管理，从
而降低业务的运行成本，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存储 OceanStor -

服务器 TaiShan服务器 打造TaiShan服务器，树立标杆，从关键器件（电源芯片/CPLD）、核心部件
（SSD）、基础软件到上层行业应用，构筑完整的产业生态。

Kunpeng处理器 围绕Kunpeng处理器打造了“算、存、传、管、智”五个子系统的芯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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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临挑战与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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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市场面临挑战

硬件兼容性不足：

• 国产芯片存在多种架构（如
x86、ARM、LoongArch、
SW-64），不同架构的生态割
裂导致软硬件适配困难。例如，
非 x 8 6 架 构 （ 如 A R M 、
LoongArch）需重编译或重
构应用，增加迁移成本和技术
风险。

性能差距与稳定性问题：

• 国产CPU/GPU在主频、内存
技术、接口类型等参数上落后
于Intel/NVIDIA等国际厂商，
实际性能与参数不对等。

• 核心业务系统对高并发、低延
迟要求严苛，但部分国产服务
器在高负载场景下稳定性不足，
影响关键业务部署。

生态体系薄弱：

• 除x86生态较成熟外，ARM、
LoongArch等架构的软件生
态仍处于早期阶段，开发工具
链、中间件、数据库支持不足。

• 部分核心系统（如金融实时交
易系统）无法在国产终端运行，
上层应用与底层操作系统（如
银河麒麟、UOS）的兼容性问
题频发，影响项目验收。

跨平台适配成本高：

• 客户需同时支持多架构（如
x86_64+ARM64），但国产
操作系统版本碎片化（如银河
麒麟不同内核版本），需深度
定制化开发，增加适配难度。

行业标准缺失：

• 国产产业缺乏统一的硬性认定
标准（如产品性能基准、企业
资质评估），导致市场产品良
莠不齐，用户选择困难。

• 当前标准化仅覆盖党政采购，
八大行业（金融、电信等）尚
未形成针对性规范。

采购模式转型压力：

• 从规模化集中采购转向分散常
态化采购，频次高、批量小，
对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出挑战.

• 金融、党政领域优先关注安全
可靠认证（如II级），但部分
产品仅达I级，难以满足核心
系统要求。

初期投入与长期效益失衡：

• 新建国产平台需替换硬件（服
务器、存储）、软件（操作系
统、数据库）及架构升级（集
中式→分布式），成本高昂。

• 非x86架构迁移需重构应用，
企业面临开发成本上升和业务
中断风险。

技术前瞻性不足导致重复建设：

• 部分方案缺乏平滑升级能力，
因架构封闭或生态落后需二次
投入。例如，ARM v9授权问
题可能使旧版设备无法兼容新
技术。

01
技术与性能挑战

02
生态与兼容性挑战

04
政策与标准困境

03
成本与迁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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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市场发展机遇

国产化替代遵循“2+8+N”的推进节奏（党政、金融等8大重点行业→N个头部民企），各阶段机遇如下：

01 / 行业渗透深化：从党政向全领域扩展

图：国产化替代“2+8+N”推进节奏

推进节奏 行业类型 国产化进度 市场空间 主要机遇点

2 党/政府 完成公文系统国产化替代，实现电子政务系统
国产化 国产化需求减少 国产服务器换代

8

金融 党政与金融行业国产服务器逐步替代，核心系
统改造中 金融国产进入“深水区”，应用软件成焦点 风控系统、支付平台国产化；核心交易系统迁移

电信 分阶段改造中，服务器国产化率近50% 三大运营商2024年AI服务器集采超275亿元 智算中心建设、国产芯片（海光、寒武纪）需求

电力 核心系统突破：南方电网建成央企首个全栈式
自主可控超大型数字化系统

国家能源集团2025年启动1.7亿元国产化服务器（海光
路线）采购，新华三、中兴、联想三家企业中标

大型电力集团国产化ERP、云平台、调度系统国产化
替换（如南方电网资源运营平台模式）

石油 实现核心生产环节国产化替代（如中石化全国
产化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已稳定运行超1年）

中石化已建16家智能工厂、4个智能油气田、150+智
能加油站，带动国产化服务器规模化部署

当前工控系统国产率不足20%，飞腾路线已验证可行
性，未来3年为爆发点

交通
云控平台与数据中心建设（如云南交投建成省
内最大交通数据中心，国产化服务器占比达
45%）

国产化服务器在数据中心渗透率从当面30%向70%推
进，带动CPU、操作系统等核心环节48亿元市场

路侧边缘服务器需求爆发（如东土科技等企业已验证
国产方案可行性，未来5年千万级路口需智能化改造）

航天航空 民航信息系统国产化全面适配（部分航站楼核
心业务已适配国产服务器）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2025年计划新增超50颗计算卫星，
带动地面配套数据中心服务器采购规模超80亿元

军用航电国产化率不足30%，海光C86架构服务器+麒
麟OS成熟方案已验证可行性，未来3年或成替代爆发
点

医疗 试点推进期 医疗招投标额2024年大幅增长 电子病历系统、区域医疗协同平台

教育 高校数据中心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存量替代空间：目前高校服务器存量市场规模约190亿
元，未来将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2027年前教育系统需完成100%国产化，仅高校服务
器替代空间近190亿元

N 头部民企 汽车、物流领域启动试点 定制化解决方案需求激增 泛微网络、东方国信等厂商受益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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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服务器市场发展机遇

02 / 政策与市场双驱动，规模持续扩张 03 / 技术融合创新：AI与国产重塑产业扩张

 万亿级市场规模加速形成

• 根据国资委79号文要求，2027年前央企国企核心系统需实现
100%国产替代，2025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覆盖芯片、服务
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全产业链。

 资金保障强化

• 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3000亿元，重点支持国产等安全
能力建设；中央财政科技经费近5000亿元，为技术攻关提供
支撑。

 智算中心AI驱动算力爆发

• 全国规划智算中心超120家，2025年AI算力市场规模破千亿元。

 行业大模型应用爆发

• 金融领域率先实现全栈AI落地（例：工行自研大模型）；电
力巡检、智能客户等150+场景已验证商业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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