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知识科普：中国数据量有多大？ 

 

 

这是一个注定要被拍砖的问题，但是这样拍着改着也可能就真明确了。所以

无论如何，还是先抛出块砖头吧。 

我们都在说大数据时代来临，信息和数据大爆炸。从 2013 年初开始，对于

大数据爆发的焦虑感，紧迫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的甚至无力的感觉，驱动众多

行业、企业和团体去关注和开始接触和了解大数据，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或不

得已地去融入这波洪流。但是，真的说到大数据，我们身边到底有多少数据量，

它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哪些数据是目前可用的，哪些行业已经在使用数据，进

入产业互联网和数据引导的变革了？ 

可能看到的版图依旧模糊。因此，我们怀抱很好的希望，以第一个吃螃蟹并

期待来自行业的矫正和拍砖的态度，首先尝试对于国内各个领域，行业以及机构

的数据拥有情况，使用情况以及未来路径做一个粗犷地调研、梳理和判断，对大

数据时代我国各个领域数据资产的拥有和使用情况，也就是我们数据资产的家底

做个盘点，也对各个行业、系统进军大数据，以及拥抱产业互联网的进度和未来

做个简单判断。事实上，大数据之题无疑繁若星辰，然而只有在相对完整的视图

下，繁星若尘，我们才可得以一窥天机。 

闲话少叙，现在开始算账。 

从我们手头掌握的数据来看，2013 年度，中国存储市场出货容量超过 1 个

EB，存储总量而 IDC 曾经发布的预测表明在未来的 3-4 年，中国存储总容量可

能达到 18 个 EB。从数据存储市场的需求来看，互联网、医疗健康、通信、公共

安全以及军工等行业的需求是主要的，且上升态势明显。 

鉴于存储和服务器的紧密相关，我们从已经获得的资料可以知道，目前全球

运行的服务器总量超过 5000 万台，美国国内运行的服务器总体容量接近 1000

万台。从各种市场公开数据来看，2013 年中国内地服务器销售总数接近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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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大体估算，截止到 2013 年底，中国内地整体在运行的服务器总数量在 300

万台以上。 

从现有存储容量看，中国目前可存储数据容量大约在 8EB-10EB 左右，现有

的可以保存下来的数据容量大约在 5EB 左右，且每两年左右会翻上一倍。这些

被存储数据的大体分布为：媒体/互联网占据现有容量的 1/3，政府部门/电信企业

占据 1/3，其他的金融、教育、制造、服务业各部分占据剩余 1/3 数据量。 

公开数据显示，互联网搜索巨头百度 2013 年拥有数据量接近 EB 级别、阿

里、腾讯声明自己存储的数据总量都达到了百 PB 以上。此外，电信、医疗、金

融、公共安全、交通、气象等各个方面保存的数据量也都达到数十或者上百 PB

级别。 

在目前被广泛引用的 IDC和EMC联合发布的“2020年的数字宇宙”报告预测

到 2020 年，全球数字宇宙将会膨胀到 40000EB，均摊每个人身上是 5200GB 以

上，这个量将会如何被有效存储和应用，我们眼下还很难想象。然而我们看到该

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全球数字宇宙的膨胀率大约为每两年翻一番。

事实上，根据上述调查结论和服务器容量调查，我们也能做出个相对合理的推断：

目前，全球产生的数据量中仅有 1%左右的数据能够被保存下来，也就是说今天

全球能够被保存下来的数据也就是在 50EB 左右，而其中被标记并用于分析的数

据更是不到 10%。 

作为全球人口和计算设备保有量的大国，我国每年所能产生的数据量也极为

庞大，有数据说 2014 年甚至可能达到 ZB 级别，但是真正被有效存储下来的数

据仅仅是其中极微少部分，中国保存下来数据占全球数据的比例大约在 10%左右，

也就是上面说的 5EB。这些数据中，目前已被标记并用于分析的数据仅达到

500PB 左右，也是接近 10%的一个比例。 

伴随着云计算迅速普及和各行业，各企业和部门对于数据资产保存和利用意

识的增强，以及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对产业进行变革的意愿，未来 2-3 年一定会

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企业步入到 PB、百 PB、甚至 EB 级别数据俱乐部，未来

3-3 年中国的数据总量也将呈翻倍上升态势，我们预测 2015 年中国就可能突破



10EB 数据保有量，被标签和分析利用数据量也将上升到 EB 级别，这些数据增

长中互联网、政务、医疗、教育、安全等行业和领域所做贡献最大，而相对传统

的物流、生产制造、甚至农业等领域数据拥有量的增长将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