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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全区数字经济运行进中向好 
——2020 年上半年广西数字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环境，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一

季度各项经济活动几乎停摆，二季度迈入稳步复苏通道，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持续回升。总体上，我区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整

体放缓情况下，呈现逆势上扬发展态势，综合研判，下半年将

进一步发挥潜力加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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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疫情期间数字经济逆势上扬。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但也催发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2
1－5 月，

全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收入、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大幅回

升，完成业务收入 4719 亿元，同比增长 14.9%。企业共完成

信息服务（包括网络音乐和视频、网络游戏、新闻信息、网络

阅读等在内）收入 2940 亿元，同比增长 22%，在互联网业务

收入中占比为 62.3%。其中，音视频服务类企业呈高速增长态

势，网络游戏企业由年初的高速增长逐步转为常态化较快增长。 

（二）2019 年我区数字经济保持稳步发展势头。 

一是我区数字经济主要指标“三提升”。2019 年我区数字

经济总量 6593 亿元，居全国第 18 位3
，西部地区排名第 4，比

GDP 在全国排名靠前 1位。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31.05%，比

2018 年(29.81%，按 2018 年 GDP 调整数进行相应调整)提升

1.24 个百分点，排全国第 13 位，提前一年实现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提出的“到 2020 年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超过 30%”的目

标。数字经济增速 12.68%，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4.48 个百

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9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13 位，比

上年排名提高了 8位，在西部地区（西藏除外）排第 5位，紧

随贵州、重庆、云南、四川之后。数字经济总量、增速、比重

三项主要指标均实现提升，其中，总量、比重在全国排名均比

2018 年提升 1位，增速排名跃升了 8位。 

二是数字经济结构更偏重于产业数字化。2019 年我区数

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为 868.2 亿元、5725

                                                              
2  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年 1－5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2020 年 6 月 30日）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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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数字经济总量比重分别为 13.17%、86.83%，2016-2019

年，我区数字产业化规模占数字经济总量比重都在 12%-15%之

间，产业数字化占比在 85%-88%区间，数字经济结构变化不明

显。全国数字产业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50.9%下

降至 2019 年的 19.8%，产业数字化从 2005 年的 49.1%上升至

2019 年的 80.2%，数字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反映出我国信息技

术与产业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全国结构

相比，产业数字化依然是驱动我区数字经济发展主引擎，数字

经济结构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三是数字产业化发展速度快于产业数字化。2019 年我区

数字产业化部分同比增长 16.27%，增速居全国第 2 位，比全

区数字经济增速高出 3.59 个百分点，产业数字化部分同比增

长 12.15%，低于数字经济增长水平，相比 2018 年下降 2.6 个

百分点。数字产业化的较快增长充分反映出 2019 年南宁、北

海、桂林、钦州等市的一批智能终端、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的重大项目投产取得的成效。 

四是我区数字经济规模与第一梯队差距逐步缩小。

2017-2019 年我区数字经济规模居于第三梯队。2019 年，全国

数字经济规模超 1万亿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

13 省，广西与天津、辽宁等 7 省市数字经济规模居于第三梯

队，在 5000-10000 亿之间。在西部省区中，四川跻身第二梯

队，广西、重庆、陕西、云南 4省均列第三梯队。我区与第二

梯队最后一名的差距由 2018 年的 6732 亿元缩小到 2019 年的

35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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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28.7%。投资方面，2017-2019 年电子信息产业

领域投资增速分别为 58.5%、25.7%、38%，保持了较高增长势

头。主要产品方面，智能电视、智能终端、服务器、计算机整

机等新产品生产线已开始大规模生产，产能增长势头强劲。新

业态、新模式逆势增长。据我区 200 多家参与网上零售的限额

以上零售业企业监测数据显示，1-5 月全区限额以上零售企业

实现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2.40 亿元，同比增长 91.3%。5
1-5

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 倍。网上零售带动

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宅经济”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作用凸显。

信息通信业发展态势良好。6
通信业务保持快速增长，1-6 月全

区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2201 亿元，同比增长 37.7%，高于

全国增速 9.4 个百分点；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82 亿元，同

比增长 2.8%。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提升，截至 6月底， 5G

基站已完成开通 13453 座，基站建设数量已完成信息网建设大

会战 2020 年目标的 67.3%,5G 用户数达 580.11 万。上半年，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比上年末增加 883 万兆，增长 35.4%。物

联网终端用户 868 万户，同比增长 92%，比上年末净增 391 万

户。全区商业化数据中心建设全面提速。 

（二）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 

我区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改造提

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新进展。2016 年-2019

年我区数字经济融合部门规模稳步提升，从 2016 年的 3491

亿增加到 2019 年的 5725 亿元。2019 年我区数字经济融合部

                                                              
5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网站《2020年上半年广西经济稳步向好  增速实现回升转正》 
6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网站《2020年上半年广西通信业发展良好  网络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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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降低 85%，数据及时性提高 50%。广西钢铁冷轧厂应用 5G

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1倍以上。广西推动传统商贸流通业与“互

联网+”结合，持续开展“三月三暖心生活节”系列活动，是

全国首个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

的创新实践，有力促进消费回暖。截至 5 月 26 日，全区参与

活动的线上线下企业达 55.5 万家，超出预期 25 万多家；全区

累计近 1200 万人次领取暖心卡消费券，带动消费 175 亿元。

全区限额以上企业参与率超过 40%，其 w中限额以上汽车类企

业参与率超过 94%，带动全区汽车销售 5.04 万辆，销售额 69

亿元。 

（三）数字经济投资额稳步增长。 

102020 年上半年我区数字经济总投资额达 1201.3 亿元（共

589 项），同比增长 268.5%，增速同比提高 53.6%。其中，新

建项目总投资额达 1114.3 亿元（共 512 项），占总投资额的

92.8%；非新建项目总投资额达 87.0 亿元（共 77 项），占总

投资额的 7.2%。投资结构方面，1—6 月我区软件业总投资额

达 656.3 亿元（共 235 项），占总投资额的 54.6%。其余占比

较多的产业为：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以及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业（以下简称电信业）。其中，互联信息服务业总投

资额为 181.9 亿元（共 133 项），占总投资额的 15.1%；电信

业总投资额为 124.0 亿元（共 88 项），占总投资额的 10.3%。 

三、我区数字经济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一）数字经济前沿技术企业数量少、实力弱。我区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等相关企业数量较少。
                                                              
10  广西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平台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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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区块链企业百强榜中，四川有 5 家，贵州有 4 家，

重庆有 1 家企业上榜，广西无企业上榜。2019 中国互联网企

业 100 强中，重庆、四川、贵州均有 1家企业入榜，广西无企

业上榜。截至 2019 年 10 月，全区无一家数字经济企业入选工

信部公布的全国 100 强互联网企业、100 强大数据企业、100

强人工智能企业、100 强软件企业等。 

（二）我区数字经济人才吸引力不足。当前广西数字人才

总体数量较少、质量偏弱，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缺口较大。虽

然我区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才新政，但软环境与一线、二线城

市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急需构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圈。11
虽然

广西数字经济类岗位招聘要求为本科及以上的占比持续上升，

但仍然低出全国平均水平（31.78%）9.09 个百分点。当前薪

酬水平仍然相对较低，截至 2019 年，广西数据经济领域平均

薪酬仅为 6263 元/月，远低全国平均水平（7675 元/月），人

才吸引力不足。在西部地区中，广西平均薪酬仅高于甘肃、内

蒙古、宁夏，较西藏（9976 元/月）、四川（8681 元/月）、重

庆（8361 元/月）等差距较大，对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吸引力不

足，在数字化人才引进、培养、转型方面还需下更大功夫。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低。广西传统产业企

业信息化水平较低，工业互联网建设、行业数字化平台建设远

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现有本土互联网企业与汽车、有色金

属、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及其他传统产业的融合程度不

高。根据财新智库《中国数字经济指数（2020.06）》报告，广

                                                              
11  国家信息中心数字经济大数据分析平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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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融合指数为 41，位于全国第 17 名。工信部 2019 年两化融

合评估结果显示，我区两化融合在全国排第 24 位。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56.6%，比全国低 14.2 个百分点，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加权）46.7%比全国低 3.8 个百分点。 

（四）我区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不足。我区数字经济领域的

创新研究、咨询服务平台基础薄弱，数字经济“产学研”的创

新体系中“研”这一项基本缺失。2019 年我区 14 个设区市共

有自治区级以上高水平技术创新载体（指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367 家，其中数字经济领域创新

载体才有 39 家，仅占 10%，国家级平台仅 3个。根据 2019 年

度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评估结果，18 家数字经济领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有 3 家不合格被建议撤销。自治区 2019

年度拟认定的 23 家新型研发机构中仅有 2 家属于数字经济领

域。2019 年度广西科技成果登记项目 3491 个，数字经济领域

项目 298 个仅占不到 10%。2019 年度广西科技成果登记排名前

十位单位中没有专业数字经济研究机构入围。2019 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上评选的 10 项黑

科技、10 项新技术、9 项商业模式、20 项新技术中均无广西

项目上榜，而贵州省则有 6项入围。 

四、对策建议    

（一）着力扩大数字经济有效投资。抢抓新基建这一新风

口，加快部署一批 5G 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智能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充分发挥新基建

的乘数效应。做好项目服务保障，进一步加强对重大项目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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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完善协调、分级督察、进度发布、问题公告等多重机

制，推进“信息网”项目按年度预定目标快速完成。用足用好

国家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使土地、资金等要素跟

着项目走，加强“信息化”创新服务，继续推进投资项目“不

见面”审批。 

(二)大力推动生产性大数据平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积极

引导我区重点国资企业组建数字化集团企业，引入国内外行业

领军企业加强战略合作，支持本土企业特别是平台型企业加快

发展，结合我区发展战略和产业重点，比如在汽车制造、物流

联运、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建立生产性大数据服务平台，助力传

统优势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链、市场链、产业链、要素

链、利润链“五链”协同，推动形成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

格局。  

（三）强力激发新业态新模式潜力。尽快出台完善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的引导政策，推动我区“互联网+”和大数据、平

台经济等加快发展。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创造新的需求，培育新

的就业形态，带动多元投资，。引导消费者加强定制消费、智

能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观念。以 AI、5G、云计算等数

字技术驱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快线上线下全渠道深度融合。

加强市场监管，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消费市场监管体系，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创新监管机制和监管方式，营造健康有序

市场环境。 

（四）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发展生态环境。聚焦产业投

资者关注的产业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水平、人力资源供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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