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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智能制造业迎来革新发展期 
四大瓶颈仍需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要求我区推动全产业链优化

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我国“十

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深入实施智能制

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智能制造发展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

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数

字广西具有重要作用。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综合运用大数据

分析等方法对我区智能制造业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近年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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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智能制造业具有企业发展较快、投资热度提升、行业风险

整体相对较低、园区集群活力逐步增强等特点，但同时存在

企业生命力有待提高、头部企业占比较少、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链竞争力和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对此提出聚力培养

“两企三城”集聚群、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数字人才培

引三点建议。 

一、全国智能制造业进入发展机遇期 

（一）智能制造业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成本上升，相关部门及各省

市陆续颁布产业政策支持文件，明确制造业智能化为重点发

展领域。一方面，智能制造产业政策频出，政策支撑力度持

续加强。近几年，国家在发展智能制造业方面密集出台了诸

多政策和配套措施，高度重视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我国先后

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2016 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国家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年版）《“十四五”智

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2021 版）》（征求意见稿）等重大战略文件，将

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和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

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传统制造强省试点项目多，区域集

聚格局初步形成。截至 2020 年 12 月1，全国 12000 多家企业

通过平台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江苏、浙江、山

东、宁夏等省市对于智能制造高度重视，有效推动标准应用。

 
1
 《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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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来看，传统制造业强省市试点项目最多，如山东、

北京、江苏、广东和浙江位居全国前五。目前，我国智能制

造已初步形成 4 大聚集区，分别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在环渤海地区，北京和山东撑起

了大部分份额，天津智能制造产业大部分集中在“京津冀世

界级先进制造产业基地”滨海新区；长三角地区的智能制造

产业最为发达，相关园区占比达 28.3%，其中南京、上海、

杭州的园区数量位列长三角城市前三甲；在传统制造业重地

珠三角地区，广州和深圳贡献了一半份额；中西部地区的四

川和重庆贡献了西南地区近七成园区，贵州在智能制造的基

础设施大数据产业领域表现亮眼。 

（二）全国智能制造业发展前景广阔 

一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智能制造产业融资规模和产业

规模显著增长。2020 年全国投融资事件 221 起，投融资金额

297.41 亿元，近三年投融资投融资事件保持在 200 起以上，

投融资金额超 200 亿元，表明我国智能制造产业投融资活跃

2。2020 年市场规模超 27000 亿元，预计 2021 年中国智能制

造产业产值规模将超 30000 亿元3。二是智能制造产业基础不

断夯实。据工信部两化融合服务平台统计，2020 年四季度工

业企业智能制造就绪率 9.7%，信息化与工业化有了初步融

合。2020 年已经开展“智能制造进园区”的省份分别是福建、

湖南、广东和湖北，其中大数据类产业园最多。现已形成两

 
2 中商产业研究院 
3 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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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纵贯南北的智能制造产业园产业带4，连接了经济较为发达

地区的重要制造业城市，为发展智能制造打下坚实基础。 

二、广西智能制造业呈现蓬勃生机 

在全国智能制造蓬勃发展时期里，广西迎来智能制造发

展的黄金期。我区紧扣国家智能制造产业战略布局，瞄准智

能制造科技前沿，编制发布相关政策措施，总体发展呈现以

下特点： 

（一）智能制造企业发展较快 

从存续企业数量看，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区智能制造

登记注册企业数量达到 3194 家，约是 2018 年（1277 家）的

2.5 倍（图 1），反映广西智能制造产业成长较快。从各市存

续企业分布情况看，南宁、柳州、桂林、玉林、钦州和贵港

的现存智能制造企业数量超过 100 家，企业数量分别为 1810

家、297 家、238 家、184 家、157 家、102 家（图 2），南

宁市是广西智能制造企业最大聚集地。从新增企业数量看，

2018 年至 2020 年，广西智能制造新增企业数量不断上升，

年均新增企业数量约 193 家，2021 年上半年新增企业数量为

765 家，约为 2018 年新增企业数量（349 家）的 2.2 倍。从

2018 年起，广西新增智能制造企业数量连续 3 年在全国排名

均位于前 15 名，在西部省市排名均位于前 4 名，广西于 2021

年上半年在全国排名第 13 位，位于西部省市第 3 名，新增

企业数量（765 家）仅次于陕西（1845 家）、四川（1075 家）。

 
4  两条智能制造产业园产业带，其中中部产业带以“北京-天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佛山-深圳”

为线，东南沿海产业带则以“连云港-盐城-合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宁波-莆田-厦门-汕头-深圳”带状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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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20 年南宁市新增智能制造企业数最多，为 476 家，

其次为柳州（78 家）、钦州（77 家）、桂林（63 家）、玉

林（54 家）。2021 年上半年，南宁是我区智能制造企业增

长数量最多的城市，新增企业数量为 440 家，其次是桂林、

玉林、柳州、钦州，新增企业数量分别为 64 家、50 家、44

家、44 家。 
 

 

图 1 2018 年-2021 年上半年广西智能制造存续企业数量（单位：家） 

 

图 2 截至 2021 年 6 月广西各市智能制造存续企业数量（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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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区智能制造业投资热度提升 

通过对我区智能制造企业基本信息及其相互间投资关

系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发现，各省市对广西智能制造产业投资

热度不断提升。从设立分支机构数量看，从 2018 年外省来

广西设立智能制造企业数量 18 家开始，分支机构数量逐年

增长，2021 年上半年，外省在广西设立分支机构数达 41 家。

从投资金额来看，2020 年，我区智能制造产业引进省外资金

共达 8.1 亿元，比 2018 年（3.4 亿元）翻了一番多，2021 年

上半年外省投资金额为 4.4 亿元，超过 2020 年平均半年投资

金额（4.1 亿元），我区智能制造业逐渐成为省外的投资热

土。从投资来源省份来看，广东是投资广西智能制造产业最

多的省份。从 2018 年以来，广东企业已累计投资我区智能

制造产业 9.11 亿元，是我区智能制造产业引进省外资金最多

的省份，其次是北京（5.82 亿元）、上海（1.22 亿元）、江

苏（0.95 亿元）、浙江（0.70 亿元），这些均是我区智能制

造产业省外投资重要来源地（图 3）。 

 

图 1 部分省份对广西智能制造产业的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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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风险整体相对较低 

从企业的经营风险来看，我区智能制造企业的风险相对

较低。从反映企业法律纠纷与经营风险情况的裁判文书数据

和行政处罚数据显示，从 2018 年至 2021 年 6 月，三年半内

广西智能制造裁判文书数量和行政处罚数量均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从裁判文书数量看，2020 年我区智能制造企业裁

判文书数量为 103 条，占全国比重仅有 0.6%，2021 年 6 月，

裁判文书数量共 20 条，仅占全国的 0.5%，全国排名第 19

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5 条），在西部省市排名第 5。

从行政处罚数量看，2021 年 6 月，我区智能制造企业行政处

罚数量为 8 条，占全国（1350 条）的 0.6%，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52 条），在全国排名第 17 名。总体来说，我区智能

制造业裁判文书数量和行政处罚数量处于较低水平，明显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数量占比总体保持平稳，行业潜在风险相

对较低且可控。从企业新增注销比来看，2021 年 6 月，广西

智能制造企业新增注销比5为 16.6，即每新增 100 家企业，同

时有超 6 家企业注销，大于 2018 年的新增注销比（10.9），

表明我区新增企业数量相对注销企业数量较大。从注销企业

数量看，2020 年我区智能制造注销企业数量占当年广西智能

制造企业数量的 2.6%，较 2018 年的 2.5%、2019 年 2.8%，

变动幅度不大，可见疫情对我区智能制造产业冲击影响不

大，整个产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强。 

 
5  企业新增注销比=新增企业数/注销企业数比值越大，表明该区域企业新增量相对注销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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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园区集群活力逐步增强 

园区产业集群建设较快。在打造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上，广西以柳州、南宁和玉林三个智能制造城市建设为引领，

重点布局“两企三城”6建设，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造

体系。2021 年 2 月，来宾市举行金泰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开工仪式，将解决就业 2500 人以上，极大推动了忻

城经济高质量发展7。2021 年 6 月，东盟李宁中心在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启动，未来将会形成智能制造、自

动化、环保、高效的生产基地8。截至 2021 年 7 月，伶俐工

业园区拥有美斯达数字化智能工厂、广西建工集团智慧制造

有限公司、广西谊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智能装备制造

企业，现代化工业体系逐步显现，园区整体工业产值 5 年增

长 8 倍，逐步发展成百亿级园区9。 

园区产业吸引力增强。通过对五个园区大数据企业基本

信息及其相互间投资关系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发现10，从 2018

年—2021 年 6 月，各省市（包括广西）共有 171 家企业在五

个园区内进行投资，总投资额为 76.9 亿，设立分支机构企业

总数最多的省份为广东、北京。分园区看，在柳州的北部生

态新区设立分支机构数量最多，为 78 家，其次为桂林的中

 
6
 “两企三城”，即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智能制造城（柳州）、广

西先进装备制造城（玉林）、南宁高端装备制造城 
7
 广西来宾忻城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8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网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官网 

10
 结合“两企三城”和《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 年）》布局规划，选取南宁·中关村创新示

范基地、北部生态新区、中联智能科技产业园、玉柴工业园、广西梧州·盈田智能制造产业园五个智能制

造产业园作为广西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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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智能科技产业园（54 家）、玉林的玉柴工业园（25 家）。

投资金额超过 10 亿元的有中联智能科技产业园（34.6 亿元）、

玉柴工业园（24.1 亿元）、北部生态新区（16.4 亿元），表

明这三个园区的招商引资活跃度较强（图 4）。从投资来源

地来看，除广西本地外，天津、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对北

部生态新区企业投资较多。中联智能科技产业园企业有与广

东较近优势，在五个园区设立分支机构总数最多的省份是广

东，其次为北京、浙江等地区，反映出目前五个园区企业招

商主要依靠市内、沿海发达省市以及周边省市。 

 

图4 外省对广西五个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的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三、制约我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四大问题 

（一）企业生命力有待提高 

从企业存活年限看，我区智能制造企业存活年限相对偏

低。数据表明，2021 年 6 月，我区智能制造企业存活平均年

限仅为 2.2 年，在西部省份排名第 7，在全国排名第 16，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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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国平均水平（2.4 年），和北京（5.6 年）、黑龙江（4.4

年）等存在一定差距（图 5），并且低于西部省份智能制造

企业平均存活年限 2.6 年。从注销企业来看，我区注销企业

数量逐步增长，从 2018 年的 32 家增长至 2020 年的 65 家，

2021 年上半年注销企业共 46 家，半年时间里注销企业数量

超过了 2020 年的 70%。总体上看，我区智能制造企业发展

不稳定，行业总体生存状况欠佳，长此以往有可能会抑制企

业持续发展势头。 

 

图 5 2021 年 6 月全国各省智能制造企业平均存活年限（单位：年） 

（二）头部企业占比较少 

从平均企业实力来看，我区智能制造企业实力相对较

弱。从企业规模分布看，截至 2021 年 6 月，广西智能制造

企业规模以千万级以下为主。广西智能制造产业的企业注册

资本在一百万以下的企业数量为 861 家，占比为 26.8%；注

册资本在一百万至一千万的企业数量为 2028 家，占比最大，

为 63.2%；而一千万至两千万和两千万以上的企业占比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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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4.4%（142 家）、5.5%（176 家）（图 6）。与全国

相比，广西注册资本在一千万以上的企业共 318 家，全国排

名第 16 名。我区千万级以上智能制造企业数量偏少，较广

东（2950 家）、江苏（2919 家）、山东（2229 家）、浙江

（2209 家）存在较大差距。从企业规模占比趋势看，2018

年至 2021 年 6 月，注册资本在一千万至两千万之间的企业

占比有所下降，由 2018年的 5.3%下降至 2021年 6月的 4.4%，

且注册资本大于两千万的企业占比也略微下降，表明广西近

年来招商企业呈现出由大中型向中小型企业转变的趋势。从

平均注册资本看，截至 2021 年 6 月，广西平均注册资本约

为 517 万，位于全国第 18 名，在西部省份中排名第 8，与排

名第 1的贵州相比，平均注册资本仅是贵州（893万）的 57.9%，

其中，北海、钦州、玉林、桂林、柳州等 11 个省市的平均注

册资本落后于广西平均水平，大部分市区实力偏弱。 
 

 

图 6 2018 至 2021 年上半年广西智能制造企业注册资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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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能力不足 

一是薪资水平缺乏竞争力。从平均薪酬来看，广西智能

制造薪资水平相对全国较低。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

三年里，我区平均薪酬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 年我区平

均薪酬为 7852 元，虽较 2018 年（4899 元）大幅增长了 60.3%，

但仍低于全国平均薪酬（8271 元）。2021 年上半年，我区

智能制造企业平均薪酬为 8937 元（图 7），在全国排名第

14 位，排名西部省市第 4 名。从各市的平均薪酬看，2021

年上半年，仅钦州（11105 元）、桂林（9842 元）、南宁（8917

元）三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781 元），仅有钦州（11105

元）和桂林（9842 元）高于广西平均薪酬（8937 元），总

体来看，广西整体薪资水平缺乏吸引力。二是人才短板突出。

随着智能制造产业规模持续高速增长，高层次专业人才不足

已成为限制产业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数字化人才招

聘数量看，2021 年 6 月，我区智能制造企业招聘数量为 4485

个，全国排名第 17 名，位于西部省市第 5 位，招聘数量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632 个），占全国仅有 0.9%。从人才

学历层次上看，智能制造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对较少。

2021 年 6 月，我区智能制造产业从业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比为 38.1%。其中，仅占全国智能制造产业从业人员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 1.2%，低于浙江（21.0%）、江苏（19.6%）、

广东（18.5%），在全国排名第 14。整体来看广西智能制造

产业高学历人才较为缺乏，创新动力不足，或将制约行业纵

深发展。三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2021 年起至 6 月，广西智

能制造业专利申请量为 109 个（图 8），全国占比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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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2 个），在全国排名第 20 位，专

利申请数量与广东（7766 个）、江苏（6711 个）差距较大。 

 

图 7 2018 年-2021 年 6 月广西智能制造招聘平均薪酬（单位：元） 

 

图 8 2021 年 6 月西部省市智能制造申请专利数（单位：个） 

（四）产业链有待优化 

一方面，上游核心技术短板凸出。从产业链条看，智能

制造产业链分为上游感知层、中游网络层以及下游执行、应

用层三个层级11
。从存续企业数量看，截至 2021 年 6 月，我

 
11
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传感器、减速器、控制器、机器视觉等信息采集和感知技术，产业链中游主要包括云

计算、大数据、智能芯片、工业以太网等信息传输与处理关键技术，产业链下游主要包括智能设备、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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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智能制造存续企业主要分布在下游（3185 家）、中游（1699

家），上游感应层企业分布数量最少，仅为 190 家，全国排

名第 15 名，较排名第一的广东（2310 家）距离较大。上游

智能制造企业占全产业链企业比重仅为 3.7%，低于江苏

（4.5%）0.8个百分点（图9），位于全国平均占比水平（3.9%）

之下，技术竞争力较弱。另一方面，中下游就业市场供需不

平衡。投岗比12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区智能制造产业链上、

中、下游投岗比分别为 7.0、9.4、9.7，与 2018 年上、中、

下游投岗比趋势相反（11.9、7.5、6.1），其中，中、下游

投岗比数值变大，表明中、下游就业竞争相对激烈。2021 年

1 月至 6 月，中游投岗比数值最大，由 2018 年的 7.5 增长至

2021 年 6 月的 12.2，意味着由原来每个岗位由近 8 人竞争

增加到近 12 人竞争，表明我区智能制造产业链下游就业市

场存在供需矛盾。 

 

图 9 广西与先进省份智能制造产业链的企业分布 

 
仪器、3D 打印等智能生产线相关环节。 
12
 投岗比=投递数/招聘数，即数值越大，竞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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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一）聚力培养“两企三城”集聚群 

一是打造龙头企业发展品牌化。支持广西柳工集团有限

公司、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等具备一定智能制造业引

领地位的龙头企业强化技术创新，引进国内外领先企业通过

战略合作等方式赋予龙头企业跨区域、跨行业发展，打好“东

盟牌”，引领带动提升智能制造全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打

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智能制造品牌亮点。二是推进智能制造企

业集群化。依托南宁、柳州、玉林智能制造城，支持 3D 打

印、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重点细分领域的潜力黑马打造

技术合作联盟，引导智能制造企业向产业园聚集，培育一批

产业链条完整、核心竞争力明显、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

业，提升广西智能制造产业横向合作和纵向集成能力。三是

打造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围绕产业链建设上下游协同创新

平台，以重点智能制造龙头企业为基础，支持重点智能制造

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建立产业链创新联盟，继续落实“推动

传统企业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2021 年认定智能工厂 80 家，

数字化车间 50 家。”的目标。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一是畅通先进技术交流通道。畅通科技资源进入产业园

的通道，鼓励科研院所在智能制造产业园设立科研基地，支

持有条件的产业园申报建立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促进智能制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国际领先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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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信息平台、关键信息技术共建共享共用平台，打破信息壁

垒。二是强化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共

建试验示范、技术推广基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落地应用成

果，强化技术集成、成果转化。建立科研成果储备库、产学

研用对接平台等科研信息发布与成果交易平台，实时跟踪智

能制造领域的前沿科研信息、高层次领军人才专家，开展先

进适用技术培训，提高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能力。充分发挥

中国—东盟（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区块链创新中心平

台引领作用，加大区内智能制造业的支持。三是搭建广西综

合性协同创新中心。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原则，促进制造

业智能化转型和发展工业振兴为主攻方向，通过创新中心加

强本土智能制造企业孵化，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

果，加强招商引资，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着力点，以新机制打

造综合性在桂协同创新中心。 

（三）加强数字人才培引 

一是提高高校数字人才培养能力。鼓励支持高校在专业

设置、师资培养、招生规模等方面向数字人才倾斜，持续加

强高校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电子工程、人工智能等智能

制造基础学科建设。根据制造业智能化变革需求，推进教育

模式、内容与市场需求全面对接，促进人才培养供给和智能

制造业发展的全方位融合。支持重点智能制造企业在先进省

市或国外建立“创新飞地”试点，推动国内一流高校、科研

院所在广西建立新型研发机构。二是加大力度引进各层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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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才。加快广西引智步伐，引进智能制造发展急需的优秀

人才，对在桂工作 5 年及以上、符合智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

专业技术人才，各级财政部门按学历、岗位稀缺程度予以经

费保障，让各类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为全

区智能制造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三是组织开展人才外出培

训。坚持服务国际化紧缺人才的理念，加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技能竞赛、科技研发等项目，

实现先进智能制造技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及合作发展。 

 

执笔：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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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报告智能制造企业界定方法及数据来源
说明 

 

本报告基础数据主要包括：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广西智能制造业相关企业工商登记数据、互联网

招聘数据、企业招投标、专利申请数据、裁判文书数据、行

政处罚数据等数据，以及科研院所、企业、第三方机构发布

的相关数据，共计 907.7 万条。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使用

文本聚类、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分析方法，识别智能制造企业

名称、经营范围、公司地址、人才招聘、专利申请等基础信

息，综合认为广西智能制造企业及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应满足

以下限定条件。 

1．广西智能制造企业的经营范围带有“数字化设备”

“智能设备”“智能化运输”“智能电气”“智能化机械”

“数字化制造”“智能器材”“数字仪器”“智能仪器”“数

字仪表”“个性定制”“智能制造”等关键词。 

2．智能制造全产业链的经营范围带有“传感器”“RFID”

“机器视觉”“采集技术”“信息采集”“感知技术”“二

维码”“红外设备”“射频”“减速器”“控制器”“电机”

“驱动器”“人机交互”等关键词，即为上游感知层；企业

经营范围带有“云计算”“大数据”“智能芯片”“S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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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传输技术”“信息处理技术”“数据硬件”

“软件”“工业以太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

联”等关键词，即为中游网络层；企业经营范围带有“机器

人”“智能机床”“数控机床”“智能装备”“自动化设备”

“3D 打印”“自动生产线”“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

“自动化生产”“工业智能化”“智慧工厂”“零部件生产

商”“系统集成商”“智能制造”“智能专用设备”“智能

设备”“专用设备”“仪表”“仪器”等关键词，即为下游

执行、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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