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1 年第 21 期（总第 64 期） 

 

                                                                             

 
 
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速质量亟待提升 

 

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已具备

一定基础，人工智能企业蓬勃发展，各项新应用在广西纷纷

落地，同时也存在人才紧缺，企业竞争力弱和创新能力短板

突出等问题。补齐人才短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创新动能，

才能进一步激发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潜力。 

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 
（一）人工智能已成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7 年 10 月，人工智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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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业成为党和国家未来一段时期内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到了 2021 年，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总体目标，

人工智能产业未来将在技术、融合和生态方面布局。2020 年

人工智能行业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1500亿元，预计在 2025

年将超过 4000 亿元，届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将进入爆发

式增长阶段，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人

工智能产业极有可能成为拉动广西数字经济突破性发展的

“新引擎”。因此，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成为

广西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方向。 

（二）先进省市加快布局抢占先机 

上海市着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群。上海市徐汇区作为

上海唯一入选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项目，围绕着

“一港一谷一城一湾”建设，打造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

推动产城融合，形成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艺术传媒、科技

金融“四核驱动”的特色产业生态，力争到 2025 年形成人

工智能千亿级产业规模。浙江则狠抓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建

设，在未来将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宁波南江科创大走廊

为载体，力争到 2022 年，培育 10 家以上有国际竞争力的人

工智能领军企业，100 家以上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标杆企业，

500 家以上人工智能细分领域专精特中小企业，带动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 

二、广西人工智能产业方兴未艾 

（一）我区人工智能企业蓬勃发展 

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已初具规模，通过与东、中、西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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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区人工智能领域人力资源质量逐年提升 

人工智能人才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数

据显示，我区人工智能产业人才队伍的吸引力和培育能力迈

上新台阶。一是平均薪资有所提高。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是

2020 年我区人工智能企业平均薪资达到 8278.8 元，同比涨

幅达到 21.2%，超过同期全国人工智能企业平均薪资涨幅的

6.3%，薪资提升有助于提高人才吸引力。二是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才占比有所提升。区内人工智能企业招聘中，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数量占比，从 2019 年的 22.1%增大

到 2020 年的 29.2%。这说明随着我区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

壮大，人才学历要求有所提高，这也将带来广西人工智能领

域人力资源整体质量的提升。三是人才本土培养力度加强。

从 2018 至 2020 年，全区共有 12 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本科

专业
2
，区内高校培育人工智能人才进入“快车道”，这将提

高我区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储量、质量和竞争力。 

（三）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势头逐年增强 

专利申请量可以反映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一方面，专

利数量显著提高。2020 年，我区人工智能企业专利申请量保

持上升势头，全年申请量达 62 件，较上一年同比增长 72.2%，

远超同期全国水平。这说明我区人工智能企业创新意愿强

烈，也侧面反映出我区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系列政策初

见成效。另一方面，南宁、柳州、梧州等城市创新引领作用

                                                              
2
 通过 2018-2020 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通知》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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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典型的应用是智能网联汽车。目前，区内汽车龙头企业

已经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究，在 C-V2X 及人车路云协

同技术等六个方面开展应用测试。三是在金融领域，广西移

动与建设银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共同打造 5G 智能银行，实

现前端数据、视频的快速采集和传输，并通过集成云端计算

与智能分析能力，高效深度学习，实现业务在线办理和智能

问答等功能。预计到 2025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广西

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产业规模超过 80 亿元，带动相

关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亿元
3
。 

三、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区人工智能人才稀缺问题突出 

人才流失严重，引进压力大，尤其缺乏领军型专家人才

队伍，人才智力支撑不足成为阻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

是薪资吸引力仍然不强，带来引才难、留人难的问题。2020

年广西人工企业平均薪酬为 8278.8 元，低于同年全国人工

智能平均薪资 11588.7，相较于同年广东（12276.7 元）和

浙江（12207.4 元）等东部省份（见图 3），差距较大。薪

资低难以吸引更多人才入桂发展，甚至造成人才外流。二是

企业招聘本科以上学历人才比重依然偏低。2018 年到 2021

年 4 月 30 日，广西人工智能企业招聘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岗

位的比重仅 24.2%（见图 4），较湖南（49%）和广东（45.1%）

等省份依然偏低。其中，吸纳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人才的岗位

                                                              
3 《贯彻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8〕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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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区人工智能企业竞争力弱 

目前，我区人工智能企业结构有待优化，市场竞争力及

抗风险能力有待提升。一是龙头企业数量较少，示范效应不

足。广西人工智能行业注册资本超 8000 万的企业仅有 7 家，

相较于广东（129 家）的和浙江（95 家），数量上差距悬殊。

龙头企业数量少可能产生行业示范引领作用较弱、创新能力

不强等问题。二是抗风险能力弱，企业寿命短。截止 2021

年 4 月 30 日，广西人工智能企业平均存活年限约为 0.38 年，

远低于广东的 2.52 年和湖南的 2.31 年，这反映出我区人工

智能发展环境缺乏足够资源支持，也反应了广西不少人工智

能企业自我成长能力欠缺，市场研发能力和生存能力低的问

题。此外，我区部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者缺乏长远规划，存

在“蹭热点”创业的现象。因此，我区人工智能产业结构和

竞争力亟待优化。 

（三）我区人工智能企业创新短板依然存在 

我区人工智能产业专利少、技术弱。一是专利数量差距

大。广西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数量与部分东部发达省份相

比，差距较大，专利行业分布不均衡。2020 年，广西人工智

能企业获批专利 62项，仍远低于广东（13307项）和浙江（5541

项）等东部省份。同时，专利过于集中于第三产业，从 2018

至 2020 年，我区第三产业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比重达到

94.9%，第一、二产业人工智能专利稀缺。说明我区具有传

统优势的农业和制造业上智能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二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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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少。2019 年广西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仅 167.1

亿元，远低于广东（3098.5 亿元）和湖南（787.2 亿元），

投入强度仅为 0.79，低于全国平均投入强度 2.23%5
。研发

经费不足将制约广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研发。三是核心

技术相对缺乏。广西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算法等核心技术

实力较弱，我区高校科研机构与人工智能企业的产学研用平

台也不够深入，制约了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创新。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建设。引才和育才两手抓，

着力打造高端引智引才平台。一是提升待遇，打造人才“飞

地”。着重发挥科协和行业学会的作用，开展薪酬意见征询

工作，由政府逐步引导人工智能行业和企业科学合理地设置

薪酬制度。主动到人才和科创资源聚集的珠三角等地寻找

“飞地”，建设双向“人才飞地”，推动建立泛珠三角人工

智能人才共同体，打通社保和职称互认渠道。二是加快本土

人才培育。高校加快人工智能学科化建设，打造一批人工智

能类的精品课程和专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广“双导师”制

度，迅速提升学生人工智能学科的应用研究能力，通过校企

合作联合培养人工智能学科高技能人才。三是建设高端引智

引才平台。依托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学科和

优势企事业单位建设自治区级、市级人才小高地，以项目为

载体，定向投入、重点支持，鼓励人才高地通过项目与区内

                                                              
5 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8 月发布的《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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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优秀人才（团队）合作攻关，为吸引、聚集和培养高层次

人才和领军人才营造一流环境。 

（二）加快广西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优化。根据企业规模

精准施策，优化产业结构，形成龙头企业带动，中型企业支

撑，小微企业蓬勃发展的产业结构。一是培育龙头企业。重

点鼓励广西特色的汽车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和糖业等优势产

业，加快面向智能制造和行业创新应用技术等开发，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同时，发挥数字广西建设标杆企业（项目）的

作用，在智能医疗和智能交通等民生领域形成一批广西特色

的人工智能标杆品牌。二是扶持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引

导各地市出台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扶持政策，建立人工智能等

数字经济企业分级分类扶持体系，推进企业逐步从“雏鹰”

到“瞪羚”再到“科技领军”的梯度发展，设立评估体系，

并根据其各阶段实际投入额度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三是培

育产业集群。以我区实施数字经济“五十百千”增效提质工

程为契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布局。依托南宁、柳

州、桂林、北海等市的主导和优势产业，推动产业向数字化

和智能化转型，形成人工智能产业带。 

（三）提升我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动能。培育本土创

新力量和引入创新企业要“两条腿走路”。一是营造利于创

新的环境。广西要抓好“新基建”建设，继续推进数据中心

建设。打造园区载体，出台广西区内数字经济园区内创新活

动的税费优惠政策，引入广西高校科研资源，在人工智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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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核心领域试点建设若干创新中心，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示范。二是有重点地加大创新投入。广西要积极出台针对

性政策，扶持食品、汽车、机械、有色金属、造纸与木材加

工等广西传统优势行业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活动，深入推

进优势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三是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围绕广西紧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引进国内

外一流大学、科研院所来桂设立重大研发机构，开展核心技

术研究，带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重大科技攻关及成果产业化。 

 

执笔人：张筌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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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报告人工智能企业界定方法 
 

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前期模拟抓取、选取国内代表性企

业比对和文本聚类等分析方法，识别人工智能企业名称、经

营范围和人才招聘等特征，综合认为广西人工智能企业应同

时满足三个限定条件： 

（一） 企业名称应带有“数字”、“网络”、“信息”、

“数据”、“智慧”、“智能”、“科技”、“技术”、“通

信”、“软件”、“电子”、“设备”、“计算”、“数智”、

“信创”和“互联网”等关键词； 

（二） 企业经营范围应带有“AI”、“仿真系统”、“机

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听觉”、“类脑”、

“情感计算”、“情感识别”、“人工智能”、“人脸识别”、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生物特征识别”、“图像

识别”、“遗传算法”、“语言识别”、“语义识别”、“语

义网”、“语音交互”、“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和“自然语言理解”等关键词； 

（三） 企业招聘岗位应带有“计算机”、“电脑”、“工

程师”、“程序员”、“技术员”、“专家”、“架构”、

“系统”、“程序”、“算法”、“软件”、“硬件”、“嵌

入式”、“开发”、“研发”、“测试”、“测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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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模型”、“物联网”、“网络”、“信

息”、“网页设计”、“网站”、“互联网”、“数据”、

“数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自动化”、“无人机”、“云平台”、“云

计算”、“解决方案”、“UI”、“020”、“线上”、“三

维”、“3D”、“运营”、“移动”和“智能”等关键词。 

通过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招聘岗位等限定条件在大数

据分析平台上检索，最终确定截止 2021 年 4 月 30 日广西现

有存续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为 28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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