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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应用和

产业发展，为区块链产业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推进“区块链+”应用不断扩大，产业发

展趋势向好。 

一、我国抢占区块链技术产业创新制高点，助力区块链

落地应用 

我国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一是政策体

系不断完善。截至 2020 年 11 月，国家层面共有 50 项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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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政策信息公布，各地出台的区块链相关政策达到 190 项，

有力地推动区块链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二是产业发展快速

壮大。2020 年我国区块链产业规模为 48.15 亿元
1
，相较 2019

年的 12 亿元，增幅超过 300%。区块链产业链上中下游三层

日益完善，细分领域覆盖了底层技术研发、行业应用、产业

推广、媒体、安全服务、解决方案、DApp 应用等。三是技

术创新取得突破。蚂蚁链、腾讯区块链、万维链等在区块链

跨链、区块链隐私保护、区块链数据安全等核心领域取得显

著成果，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长安链”和“树图区块

链公有链”相继发布。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区块链相关专

利申请量累计突破 3 万件，占全球总规模的 58%，基本涵盖

了金融、支付、商业贸易、企业服务、数字资产、交通、医

疗、法律、能源等 26 个领域。四是应用领域多点开花。2020

年以来，区块链在金融、政务服务、司法存证、产品溯源、

医疗健康、公益慈善、社区服务、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落地

实施。 

二、我区积极推动区块链应用创新，产业发展向好 

（一）专项政策促进区块链产业落地。2020 年 7 月，我

区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块链产业与应用发展规划

（2020—202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块链产业与应用发展

指导意见》等规划政策，明确了未来五年区块链产业与应用

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大工程、政策措施。各设区市也

                                                   
1
 数据来自赛迪区块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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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出台了涵盖推动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数字建设专项规划。

在塔链智库发布的《2020 全国区块链政策年度报告》中，广

西区块链产业政策竞争力排名第五，各个评价维度得分分布

比较均衡：奖励补贴 14.6 分、应用场景 16.9 分、产业园区

19.3 分、技术/人才 17.5 分、应用落地 16.3 分。 

（二）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产业发展总体向好。区块链

新创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我区区块链企业（指经营范围内包

含区块链业务的企业）新增注册数量从 2019 年的 137 家猛

增至 2020 年的 481 家
2
，同比增速超过 250%，创业热情高涨。 

 

图 1 广西区块链企业新增注册数量 

从企业数量看，截止到 2021 年 2 月底，在广西区范围

内，企业名称或营业范围内包含区块链业务的在业、存续企

业共 956 家，虽然数量位居全国第 11 位，但占全国区块链

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 1.5%，总体规模较小。 

                                                   
2 数据来自天眼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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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各省区块链企业数量分布 

从注册资本看，截至 2021 年 2 月底，我区区块链企业

中，注册资本在 1000 万以上的企业有 184 家，占比为 17.8%；

注册资本在 500 万及以下的企业有 671 家，占比为 64.8%，

我区区块链企业规模目前以中小型为主。 

 

图 3 广西区块链企业注册资本分布 

从专利申请量看，2016 年至 2020 年，我区区块链相关

专利申请量为 107 件
3
，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远落后于东

                                                   
3 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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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省份；在西部地区，排在四川、重庆之后，整体创新能力

较弱。 

 

图 4 2016-2020 我国各省区块链相关专利申请量 

从地区分布看，在业、存续的区块链企业中，南宁的企

业数量占全区接近一半，其次是柳州市、桂林市，区块链产

业与应用发展空间布局逐渐形成。 

 

图 5 广西各地市区块链企业数量分布 

（三）重点领域应用持续涌现，应用生态不断扩大。目

前在金融、政务、医疗、农产业溯源等领域，我区已有较成

熟的“区块链+”落地应用。金融服务领域，我区获批开展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6 —

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自 2020 年以来，南宁、梧

州、玉林、桂林等地的多家银行通过该平台落地了多笔区块

链融资业务，助力解决了跨境企业融资难、银行风险控制难

的问题。政务服务领域，2020 年 1 月，南宁市在全国率先搭

建“区块链+人社”综合应用平台并推出多款应用，提供区

块链电子劳动合同、人社信用授权、社保卡挂失等应用；2020

年 11 月，钦州发出广西首套区块链物电同源电子印章+电子

营业执照，实现了新开办企业电子印章与实体印章、电子营

业执照同步免费发放。医疗领域，柳州市工人医院联合腾讯、

柳州医药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院外处方流转”服务，

实现院内开处方、院外合作药店取药或药店配送到家。农产

品溯源领域，巴马的优质农产品采用区块链技术体系，将百

香果、菌菇、稻米等农产品上链；梧州、贺州的茶产业利用

“互联网+茶叶+区块链溯源”的模式，建立质量追溯服务保

障机制；我区基于区块链技术打造“广西好嘢”质量追溯体

系，实现一物一码的农业商品身份认证。 

在司法、工业制造、物流等领域，我区积极探索“区块

链+”应用场景落地。司法领域，广西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探

索司法链与其他区块链跨链联盟的应用，并荣获最高人民法

院 2020 年司法区块链应用试点工作一等奖。工业制造领域，

2020年7月，神州控股携手云垦与柳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协议，

共同打造智能制造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探索区块链平台—

—燕云 DaaS 在智能制造的落地应用。物流领域，北部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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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利用在交通方面优势，探索建立基于区块链物流货物

溯源平台。 

在区块链技术研究和基础平台建设方面，中国—东盟区

块链创新中心建成运行，搭建了面向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桂链”平台，以“平台+

生态+运营”的模式，构建区块链产业创新应用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区块链+电子证照”“区块链+政务数据”“区块链

+跨境结算”和“区块链+特色农产品”等创新应用。火币中

国与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金融创新发展研究院、区块链

底层技术和应用服务提供商无锡井通、明清科技联合共建中

国—东盟金融区块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区块链科创园

初具规模，致力打造区块链产业集群。 

三、我区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我区在区块链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上取得积极进展，但

仍面临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应用领域有待拓展，我

区区块链应用主要集中于金融、政务服务、农产品溯源等领

域，大规模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应用还很少。二是区块链技术

瓶颈亟待解决，影响区块链应用落地的关键技术包括共识机

制、智能合约、加密算法、侧链与跨链等目前还存在瓶颈。

其中，资产上链时链上链下同步数据、资产确权、资产定价

和系统吞吐量等需进一步改进，打通“数据孤岛”时跨链技

术目前尚缺统一标准。三是人才队伍严重短缺，区块链人才

储备少，培养难度大，导致人才增长速度赶不上行业发展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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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企业难以招到合适的区块链人才。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区块链落地政策引导。当前区块链各项标

准和政策有待完善，需要在区块链技术应用落地上，加强产

业引导和政策支持。在知识普及方面，以新兴媒体为载体，

加大对区块链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引导公众对区块链技术的

认知。在创新应用方面，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促进产学研

结合；鼓励区块链企业与区块链技术服务商、金融机构等合

作，整合上中下游产业资源，促进“区块链+”应用落地。

在破除壁垒方面，引导建立区块链技术标准，解决开发语言、

智能合约标准不统一所带来的技术落地障碍。在知识产权方

面，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区块链技术创新、专利申报。 

（二）加强对区块链人才培养引进。我区要推动区块链

产业技术落地，需要进行规模化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在人

才培养方面，引导区内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区块链专业学科和

区块链创新实验室，构建产业与高校的区块链人才联合培养

机制，加速区块链技术走进校园；参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的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引导相关机构对区块链技术人才

开展可持续的技能培训和职称认证，加速区块链人才队伍建

设；构建广西区块链人才库，对区内区块链人才统一管理，

减少人才外流。在人才引进方面，完善补贴和奖励政策，吸

引区外区块链人才到桂发展。 

（三）加强对区块链融合应用探索。不断拓展区块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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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在医疗领域，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等保护患者隐私，实现电子病历、

医疗数据共享、药品防伪等；在教育领域，实现学生的学历

学籍学分的区块链认证系统与信息链式化；在政务领域，推

动区块链在数字身份、电子存证、电子票据、产权登记、工

商注册、数据共享、行政审批等场景应用；在数字版权领域，

利用区块链为电子作品加盖时间戳，实现版权确权；在交通

领域，运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将交通数据统一、规范的传输和

存储，实现交通信息互联互通；在农业领域，基于区块链实

现农产品溯源、农业金融保险、农产品供应链等应用；在工

业领域，基于区块链实现产品的品控证明、资金支付证明、

票据的真实性证明、供应链流转证明、渠道销售证明、客户

使用证明；在城市建设领域，区块链与 5G、边缘计算、大

数据等相结合构建可信物联网基础设施等。鼓励行业机构开

展区块链应用咨询服务，为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应用

提供评价与决策咨询。 

 

执笔：杨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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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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址：http://gxxxzx.gxzf.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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