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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参阅 

桂  数  专  报

2020年第 16期（总第 22期） 

我区“新基建”建设的思考及建议 

本文所称的新基建是以 5G、物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

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

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 

一、当前我区新基建取得积极成效 

近年来，我区以数字广西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为引领，规划布局发展 5G 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各领域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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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策规划超前布局。通过瞄准新基建领域科技

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我区实际，编制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据中心五年发展规划》《广西壮族自

治区区块链产业与应用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广西

壮族自治区楼宇经济发展规划》等系列规划文件，以及

出台了《广西加快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

《广西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实施方案》《贯彻落实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

为我区 5G、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基

建明确发展方向，绘制产业蓝图，部署建设任务。 

二是应用成效初显。5G 建设方面，2019 年全区 5G

基站建设超额 45%完成年度目标，建成开通 5G 基站 4439

座（年度计划是 3000 座），并在医疗、交通、教育、工

业、农业、新媒体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应用示范。2020 年，

全区计划累计建成 5G 基站 2 万座，发展 5G 用户累计达

300 万户，融合各行业开发 5G 创新应用，建立一批标杆

示范应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已建和在建中国移动（广

西）数据中心、壮美广西·政务云计算中心、南宁五象远洋

大数据中心等 10 大数据中心建设，初步预计 2020 年底全区

承载能力达到 29 万架，将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大数据产业方面，启动了千亿级鲲鹏生态产业，年产 2000

万台智能终端的桂林深科技正式投产，年产 PC终端 50万台、

服务器 10 万台的浪潮、宝德项目落地南宁，在南宁打造占

地约 10 平方公里左右、投资和产值双超千亿的中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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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信息港大数据产业基地。东亚糖业、南南铝等一批人工

智能示范项目建设应用；上海通用五菱等企业数字化改造初

见成效。5 个数字经济示范区和 10 大数字经济产业园等一

批重点园区加快建设。区块链方面，成立中国-东盟区块链

创新中心，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平台，围绕区

块链技术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创新创业等方

面，促进区块链产业聚集创新发展，打造形成中国—东

盟区块链产业聚集区。 

二、我区新基建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主要体现在：一是新基建竞争格局加剧。新基建已

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动，上海市出台新基建 35 条，

预计三年总投资 2700 亿元；山东发力网、云、端新基建，

打造“中国算谷”；昆明新基建布局五大领域，投资逾万

亿元；广州在全国率先出台县级“新基建 10 条”，最高

奖励资金 5 亿元；吉林启动新基建“761”工程，投资超

过万亿元。随着新基建的竞争日益激烈，我区与周边临

近省份相比，在新基建推进过程中政策保障、力度强度、

资金扶持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形势与挑战。二是新基建

投资与建设的模式仍需探索。新基建出台了一系列发展

规划，并描绘了宏伟的发展蓝图，但其相应的指导意见、

标准规范、实施细则、建设指南等配套政策尚未出台，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时间的新基建建设，要

做到准确分类、精准施策、有序推进仍面临严峻考验。

三是新基建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新基建作为当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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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的应用，基层尤其经济欠发达的市县对新基建的学

习了解程度不足，缺乏专业人才、政策解读与技术掌握

等方面的指导，对工作推进造成一定影响。四是新基建

评估体系缺乏。新基建的要素、功能、成本结构、质量

控制、运维要求等与传统基建很大不同，并存在很大差

异，既要防止打着“新基建”的名义做传统基建，也要

防止用传统基建的套路去做新基建，这需要建立相应的

评估考核制度加以衡量和节制。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全区一盘棋，从全局角度、

因地制宜、差异化布局新基建，加快推动新基建的各项规

划落实实施，研究出台推动新基建建设的指导意见、标

准规范、实施细则、建设指南等政策措施，加快制定“新

基建”建设、运营的标准、管理办法，指导各市、县新基

建建设，进一步强化政策的战略性、方向性引导。建议成

立新基建区、市、县三级联席会议，提高决策效率，统筹

协同发展。 

（二）抓好项目建设。围绕产业定位、核心技术、

创新能力、竞争优势等层面，利用新基建发展机遇，推

进新基建项目与我区实施数字经济“五十百千”增效提

质工程衔接，重点推进 5 个数字经济示范区和 10 大数字

经济产业园中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

部署 5G 试点示范、数据中心、大数据产业等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推动信创工程、数字产业、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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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算中心等建设，以“三企入桂”赋能新基建发展。 

（三）完善产业链。以提高新基建的长期供给质量

和效率为重点，推动新基建“五链”协同同频共振。围

绕产业链，推动 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产业与各资

源要素深度融合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整合政

策链，出台政策支持、产业扶持和财税优惠等措施为新

基建建设优化产业环境。联接创新链，联合高校大学、

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协同创新中心，打造我区新

基建“智谷”。激活资金链，多举措广泛吸引民间社会资

本，支持企业投资新基建，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促进资金汇聚。培育人才链，坚持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

协同，挖掘培育科学家、应用型人才、专业工程师、科

技中介等，强化人才支撑和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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