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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西“十四五”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数字广西建设是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大行动，也是推

进我区高质量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举措。“十四五”

是加快建设数字广西的重要机遇期，要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动融入服

务国家开放发展重大战略，谋划好“十四五”数字广西发展，

赋能壮美广西建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

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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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中国”地方实践新趋势 

（一）全国各地竞相布局加快数字化发展。 

“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要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

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助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为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相继推出与大

数据发展有关的政策措施，促进大数据发展。 

福建从 2000 年至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将数字

福建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工程持续推进，推动大数据深入融入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把数字福建模式逐渐打

造形成数字中国建设样板区、示范区。2019 年，福建数字经

济总量 1.7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 40%，增长速度居全

国第 2 位，预计 2020 年突破 2 万亿元。 

贵州抢抓获批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机遇，

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持续推动大数据探索实践，拓展

信息经济新空间，发展大数据产业核心业态、关联业态和衍

生生态，建设大数据内容中心、服务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

中心等成效显著，大数据成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引擎。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5 年排名全国第一，数字经济吸纳

就业增速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 

广东、浙江、山东、黑龙江等省份超前谋划“十四五”

发展战略布局。《广东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 年）》

提出建成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

和全球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

提出建成全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区、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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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数字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

科技创新中心、新型贸易中心、新兴金融中心。《数字山东

发展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建成全国智慧海洋示范区，

中日韩数字经济合作引领区，智能制造先行区，数字政府样

板区，打造数字中国示范区、国内数字经济高地和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智慧城市群。《“数字龙江”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提出建成东北工业智能化转型样板，全国数字农业先

导区，全域智慧生态旅游示范省，数字丝路北向开放门户。

《数字内蒙古建设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提出将建成

国家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基地、丝绸之路数据港、国家数字

经济产业生态示范区、数字政府和智慧社会先行试验区。 

（二）数字中国地方实践路径与方向。 

从战略定位看，各地、各部门通过瞄准机遇、发展优势、

先行先试，大力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行动，将大数

据提升到全省整体发展战略层面，持续推进大数据探索实

践，创新发展路径，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将大数据发展成为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引擎。 

从重点发展方向看，几乎所有省区市都囊括了数字经

济、数字政府、数字民生服务、数字基础设施等重点发展方

面。数字经济领域，主要是推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农业智能化转型、服务业深

度融合等。数字政府领域，主要是激化数据要素活力，深入

实施政务数据“聚通用”，搭建数据共享交换、数据开放、

数据中台等系统平台，推动数据治理，打造优质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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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民生服务领域，主要是创新

社会治理模式，推进数字技术深度应用，推动民生服务加速

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进教育、卫生、社保、旅游、交

通等领域智慧化改造，扩大数字民生服务的深度广度，重点

突出民生服务效率高、质量优、可持续。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主要是结合实际完善设施、搭建平台、提升能力，为大数据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从规划战略特点看，各地方依托自身的生态优势、机制

优势和基础优势、后发优势，因地施策推动大数据向纵深领

域发展。同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各有侧重点，如广东基于“信

息产业基础雄厚”和“骨干企业实力强劲”等省情，提出要

“增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级”，大力发展本省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基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发展基础，

提出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新体系”。浙江从自身雄厚的经

济基础和较发达的数字化水平出发，提出“数字经济五年倍

增计划”，推动本省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实现五年翻番。 

二、“十四五”数字广西建设站在新起点 

2018 年数字广西建设全面启动以来，数字设施、数字经

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等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的

大背景下，“十四五”数字广西发展基础、有利条件发生新

变化，迎来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国家战略优势前所未有。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中国—

东盟信息港等国家级开放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加上民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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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西部大开发、沿海开放和边境贸易等政策优势，以及

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域优势、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

形成的南宁渠道优势，多重国家战略叠加赋予广西数字化发

展更大可能，数字广西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开放发展力度前所未有。围绕中央赋予的“三大定

位”新使命，广西加快构建“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

放发展新格局 。南向：打造北部湾经济区成为南向通道的龙

头区域，人才资本、创新要素、产业布局、政策举措等要素

资源将不断聚集。北联：推动广西与贵州、四川、重庆、湖

南、湖北等区域间产业、技术、人才、资本等数字产业融合。

东融：主动向东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产业链供应链，深

化产能合作。西合：深度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澜沧江湄

公河区域合作，开拓新兴市场。 

——发展内生动力前所未有。当前我区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华为、阿里巴巴、浪潮、腾讯、京东等数字经济头部企

业相继落户，中国东信、数广集团等一批本土数字经济企业

快速发展，全区数字经济企业达 11000 家。信创产业迅速发

展，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浪潮计算机设备

生产基地、数广宝德计算机生产基地等大批项目落户南宁，

智能终端、服务器、计算机、存储等产品实现批量生产；南

宁、北海、桂林、柳州、钦州 5 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后劲十

足，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40 多个新型数据中心等一

批产业园区和重大项目加速布局建设；5G、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政府治理、民生

服务各领域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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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条件前所未有。自治区党委政府已把数字

广西建设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出台一系列规划

政策文件，实施数据资源管理应用和简易办两项重大改革，

围绕数据要素资源应用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加快数字广西

发展成为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行动，企业投资、群众基础和社

会热情空前高涨。数字基础设施承载力明显提升，建设 5G

基站建设近 2.5 万个，实现全区 14 个设区市主城区 5G 网络

信号连续覆盖，重点区域场所深度覆盖。数字经济发展活力

强劲，2019 年全区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6593 亿元，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实现了总量、增

速和比重全国排名“三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一

云承载、一网通达、一池共享、一事通办、一体安全“五个

一”政务数据治理新模式不断深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改善。

数字社会建设取得积极成果，全民数字技能综合素质大幅提

升。中国—东盟信息港影响力和吸引力稳步提高，带动数字

广西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新阶段。 

三、数字广西奋进“十四五”新征程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战略引领，科学编制数字广西建设“十四五”

规划。准确把握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从国际来

看，东盟在我国对外开放合作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使

我区在周边外交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从国内来看，

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支持力度，使我区在对外开

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从我区来看，国家赋予新定

位新使命、支持建设重大开放合作平台，使我区在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凸显。我区要牢牢把握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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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带来的新的历史性机遇，把数字广西发展置于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进行高位谋划，把数字广西发展同中国—东

盟信息港建设统筹谋划，把数字广西发展与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等重大开放战略融合谋划，充分运行数字技术支撑服务各大

开放战略中的重大平台建设。从数字新基建、数字资源体系、

数字经济、数字政府、社会治理、民生服务、数字安全、区

域数字化协同等方面，科学谋划数字广西“十四五”规划，

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把广西打造成为全国“数字丝绸之路”

先行区、样板区。 

（二）坚持核心带动，全面推进数据资源价值化。国家

战略层面已提出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

关键要素，蕴含着巨大的使用价值和潜能，可以预见，“十

四五”将是数据红利释放的关键时期，我区必须扭住数据资

源这个牵动数字广西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以此为核心推

动数据要素在数字广西建设各领域的全面深化融合应用。要

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为统领，持续深化数据资源管理应用

改革，深入推进“五个一”的政务数据治理新模式，更大力

度推进政务数据“聚通用”工程，实施数据质量提升行动，

夯实基础中台、数据中台、应用中台、服务中台。运用区块

链技术建立可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研究建立政务数据、社

会数据、互联网数据共建共享机制，拓展数据要素应用范围。

加强大数据立法工作，制订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健全

大数据发展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制定大数据应用的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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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体系，制定促进数据生产要素利用的规划体系，高质量高

水平推动数据资源价值化，实现数据链、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创新链“五链协同”，把数据要素转化为数字广西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三）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在推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上下更大功夫，以南宁、北海、

桂林、柳州、钦州五大数字经济示范区为重点，做实数字经

济“一核一轴三区多点”产业布局，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发展。聚焦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电子

信息制造业、金融科技、新计算产业、信创产业等主导产业，

精心谋划、精准施策、精细服务，集中资源引项目、创新机

制建项目、创优服务促项目，积极培育鲲鹏、飞腾等新计算

产业集群，形成了产业集群支撑、重大项目驱动、特色项目

创新的发展格局。推进实施产业“上云用数赋智”工程，推

动数字技术与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加速一二三次产业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引导支持广西产业技术

研究院、科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加强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创新平台建设，瞄准区块链、量子

信息、未来网络、物联网、车联网、网络安全等科技前沿领

域，强化信息科技前沿技术追踪、落地和产业业态打造。培

育发展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直播带货、无接触

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深化数字经济区域合作，积极推动面

向东盟的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发展，推广一批创新应用示范。

强化要素保障，切实抓好我区已出台的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措

施的政策落实。 

（规划投资咨询课题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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