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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中国—东盟信息港（以下简称“信息港”）自 2015 年

正式启动至今，已经由打基础、搭平台阶段进入到聚生态、

产效益的全面建设阶段，信息港建设已成为驱动全区数字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当前依然存在统筹推进难、缺乏专项

政策和支撑要素弱等问题，亟需加大工作力度，出台落实支

持政策，制定完善工作措施，聚集各类要素力量，有力推动

信息港建设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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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港建设进展成效明显 

中国—东盟信息港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支撑能

力显著提升，“一核一心三基地”发展格局初具雏形，产业

集聚能力不断增强。 

（一）以规划政策为引领，体制机制优化取得新突破。

政策驱动层面，根据国家关于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总体

部署，自治区政府出台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实施方案

（2019—2021 年）》等“1+4”系列文件，为推进信息港建

设提供强有力政策体系支撑。体制机制层面，成立了信息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信息港建设指挥部，制定了《中国—东

盟信息港建设指挥部工作规则》《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指

挥部信息报送机制》等工作运行机制，为信息港的推进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措施保障支撑。 

（二）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在《中

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实施方案（2019-2021 年）》规划的 82

个重点项目中，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建成或投入运营 18

个，开工建设 41 个，项目开竣工率 71.9%。多个重点项目入

选国家部委试点示范，如“桂建通”实名制管理平台荣获网

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通信

施工行业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等项目列入大数据产业发展试

点示范项目。重点项目的稳步推进，有力带动了信息港建设。 

（三）以招商引智为抓手，产业发展形成新格局。截至

2019 年底，南宁核心基地累计筹建数字经济类项目 10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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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投资达 301.87 亿元，初步形成五象新区、高新区、青

秀区等数字产业集聚区；钦州副中心已入驻 100多家互联网、

云计算及电商、物流企业；北海引进京东云、新奥南方总部

等行业龙头企业约 200 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

175.8 亿元，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营业收入 150 亿。组建

成立了信息港数字经济产业智库联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

院、信息港云端智能创新产业研究院、信息港数字文化研究

院等合作研究平台，为信息港提供智力支撑。 

（四）以构建生态为重点，壮大数字产业新动能。信息

港“国字号”工程平台作用持续增强，吸引华为、阿里巴巴、

腾讯、浪潮等数字经济行业领军企业落户广西投资，推动智

能手机、国产计算终端、服务器等数字化产品填补了我区行

业空白，鲲鹏计算产业生态加快形成，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

链、人才链、产业链在我区加速聚集，南宁、钦州、北海、

柳州、桂林等五大数字经济示范区初具规模，广投数字经济

示范基地等数十个数字经济产业园快速发展、数字广西集团

等一批本土数字经济市场主体迅速成长，数字经济新动能不

断积蓄壮大，成为推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以互利共赢为导向，开放合作拓展新空间。信息

港启动建设以来，成功举办三届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和首

届中国一东盟人工智能峰会；赴泰国、印度、新加坡宣传推

介，促成 8项合作协议签署；通过中国一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与泰国、老挝等 9个东盟国家分别建立政府间双边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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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通过多维度、全方位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开放合作，

积极探索“共建·共享·共赢”的信息港建设新路径，广泛

拓展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新空间。 

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信息港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在推进抓手、政策落

实、支撑要素等层面也面临诸多问题，亟需施策破解。 

（一）信息港统筹推进缺少工作抓手。国家层面，部委、

自治区间协同推进机制尚未建立，未能依托中国与东盟已有

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形成中国—东盟信息港国内外工作机

制和对话联席机制；自治区层面，部门之间工作合力尚未充

分发挥，未能统筹协调和激发各方要素在信息港有效汇聚、

创新应用；激励机制有待健全，各地各部门参与建设积极性

需加强；监督制约手段不够，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 

（二）支持政策难以落地见效。目前，我区已出台的《关

于加快数字广西建设的若干措施》中有关总部基地、行业龙

头企业建设的公共服务云平台与共享经济平台、云服务券、

人才等奖励或补助资金相关支持政策，但未明确奖补资金来

源，涉及补助资金难以兑现。自治区层面尚未出台涉及财政

扶持、金融、税收、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信息港建设专项支持

政策。 

（三）支撑要素有待加强。信息港的建设离不开区域数

字设施、人才、东盟元素等基本要素支撑，广西在各要素资

源与贵州、福建等省市相比不占优势，数字经济规模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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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产业数字化滞后，缺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专业

人才，落地企业面临“招才难”等问题。信息港在建项目缺

少东盟企业参与，缺乏东盟元素，而广西面向东盟的数据资

源过度分散、数字化程度低，导致尚未整合形成面向东盟的

信息共享“拳头”资源。 

三、对策建议 

（一）抓政策引领，深化跟踪落实发挥政策效益。聚焦

信息港建设推进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围绕重大项目、

招商引资等领域开展政策创新力予以支持。一是以“项目落

实”为目标，重点在项目审批、项目用地、项目融资上进行

政策创新。以政策红利释放建设红利，促进扩投资、促改革

等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二是动态更新信息港招商引资政

策，建议定期开展全国乃至东盟国家招商引资的最新政策与

最优政策研究，并进行对标调整，重点动态更新龙头企业引

进、投资基金引聚的优惠政策上，确保中国-东盟信息港招

商引资政策更具竞争力。三是研究出台信息港核心产业发展

支持政策。围绕降本增效，从企业减税、平台运营、创新支

持、成本再降、人才服务与保障等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出台

中国—东盟信息港产业发展支持政策。 

（二）抓工作衔接，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建立

健全多层级、全方位的资源沟通整合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各

部委与广西合作的信息港部区共建机制，定期由自治区领导

牵头组织网信办、大数据发展局、发展改革委、工信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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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主要领导及相关业务处室，与国家各部委开展深度沟

通，共同争取相关支持与指导；二是加深加固大数据局与自

治区网信办、发改委、工信厅、通管局等多部门的双边合作，

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并立好绩效考核棒，形成强有力的

协调推进机制；三是充实中国—东盟信息港指挥部办公室人

员力量，支持和鼓励设置流动岗位，引入企业具备相关经验

的人才到管理处工作或参与项目建设等，精准用才，着力破

解项目落地难、推动难等难题。 

（三）抓要素聚集，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发展活力。以优

化“资智才”要素配置为关键抓手,推动信息港建设全面升

级。一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抢占数字产业发展先机，利用

大湾区优质的创新链、产业链等资源，在广西布局基础型数

字技术转移示范区，与国内企业在东盟国家海外生产基地形

成上下游配套，构建信息港协同创新圈；二是建立各类高端

科研机构引入机制，支持设立数字经济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院士工作站等，

构建以创新型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协同的中国—东盟

信息港创新联盟；三是实施信息港人才“培引聚”工程，开

展企业冠名、订单式人才培养，探索候鸟型、银发型、双休

日型的柔性引智新模式，鼓励各园区建立“项目+技术+人才

+基地”的招商引智机制。 

（四）抓项目优化，推出标志性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学

习借鉴深圳、杭州两地做法，踩准产业发展的风口，在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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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起飞点、放大区位优势的结合点上，策划一批标志性

信息产业合作项目。一是以一批新兴产业项目优化信息港重

大项目结构。以补足社会资本、东盟力量与平台运维、合作

生态短板为目的，策划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引领产业高质量

发展；二是围绕港产城综合体（信息港+产业集群+智慧城

市）、岸产城综合城（智慧口岸+产业集群+智慧城市），以智

慧服务为切入点，打造一批直接关联东盟、市场主导的项目

群，组织行业商协会、工信等产业主管部门力量，共同在融

合国家地缘战略与地方智能型经济发展、链接粤港澳大湾区

与东盟的智慧枢纽上，策划 1-2 个有一定体量与带动力的标

志性项目，并突出东盟参与和东盟元素，以样板示范带动产

业集群发展。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研究课题组供稿）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8 - 
 

 

 

 

 

 

 

 

 

 

 

 

 

 

 

 

 

 

 

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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