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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 

对策建议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产业列

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该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当前我区虚拟现实产业面临相关企业竞争力不强，产业链有

待优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抓住机遇，继续探索壮

大应用场景、重点发力于补足产业链短链、夯实人才供给保

障，利用前沿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1年 9月 18日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2 —

一、我国虚拟现实产业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2020 年以来，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在受美国贸易制裁、疫

情等多方面影响，市场活力受到一定程度打击，但随着受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先进省份加快推进示范项目建设、虚拟技

术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带来的溢出效应等多方面因素使得

投资市场信心逐渐恢复，产业进入稳步发展。 

（一）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空间较大。 

2020 年我国 VR/AR 市场规模约为 300 亿元，其中 VR

的市场规模约 230 亿元，终端出货量约 120 万台
1
。产业链建

设方面，我国已形成基本完整的产业链与产业生态，正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行进。在近眼显示、渲染计算等关键领域与国

际一流水平存在差距，但在网络传输领域我国处于领先水平

2
。投融资方面，国内资本仍偏爱 VR/AR 产业上游硬件

3
，受

疫情影响，2020 年我国 VR/AR 产业融资并购规模比 2019

年缩水一半，但随着疫情的缓解，国内虚拟现实投资市场将

逐步恢复到较为活跃的水平，2021 年中国 VR 市场将在新品

发布和市场增长的推动下获得迅速发展
4
。 

（二）部分先进省市加快产业布局。 

目前，北京、上海、山东、江西、广东等省市先人一步，

在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方面抢占先机。其中，已在高端芯片、

人工智能、5G 通信等领域取得一定成果的山东省要求加快

                                                              
1.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 
2 中国信通院《虚拟（增强）现实白皮书》2021 年 
3 VR 陀螺《2020 年全球 VR/AR 行业融资报告》 
4 赛迪智库《2021 年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3 —

推进国家虚拟现实产业基地的项目建设
5
，推动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产业规模化发展6
，在潍坊市、青岛市崂

山区等地建设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浙江省已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模式，并在杭州、温州、

宁波、嘉兴等地形成初步的产业聚集，浙江要求加大对虚拟

现实智能建模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攻关，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战略性标志成果产品。 

（三）虚拟现实应用逐渐渗透于各行各业。 

在我国，虚拟现实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文化娱乐、

商贸创意、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五大领域。其中江西省将

VR 技术主要应用于影视、教育、制造工艺精确定位、企业

信息化改造等领域；浙江省聚焦于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

娱旅游等应用并取得一定进展；山东省在教育、国防、光电、

地理信息等应用领域形成了一定特色与基础；广西自 2019

年以来，在两批数字广西建设标杆引领重点示范项目中，共

有 25 个重点示范项目将研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型（BIM）等

技术应用于技术培训、知识普及、自然环境（自然保护区、

林业、水务）监测、电子政务、对产品进行工艺模拟仿真、

楼宇或园区建筑的三维可视化，云直播、智慧旅游以及智慧

医疗等领域。 

                                                              
5 《2019 年全市科技创新工作要点的通知》 
6 《数字青岛 2021 年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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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尚处起步阶段 

近年来，我区迅速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布局，加快引导虚

拟现实技术推动广西产业数字化，并助力部分重点示范项

目，但我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依然较为落后，相关企业存在

少、微、小的问题，同时面临产业链亟待优化、创新能力不

足等问题。 

（一）相关企业企业少、微、小。 

企业数量少。广西在业的虚拟现实相关企业共计 256 家，

在 31 个省（区）市中排名第 16，在西部地区省份中排在第

4 位，与广东省（4266 家）、浙江省（953 家）、山东省（864

家）等先进省份存在较大差距7
。企业规模小，头部企业数量

少。我区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39 家

仅占 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29%），排在西部地区的

第五位（图 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15 家，仅占全国千

万以上注册资本虚拟现实相关企业的 1.093%。注册资本 500

万元以下的企业比重约 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1%），

其中 200—500 万注册资本的企业占比最大，有 85 家相关企

业（图 2）。根据随机抽样的 85 个广西虚拟现实相关企业中

的 66 个企业被认定为小微企业，可知我区虚拟现实相关企

业以小微企业为主。 

 
                                                              
7 数据说明：仅统计企业名、品牌、产品、专利、经营范围关键词含“虚拟现实”的相关企业；数据来源为

企查查；统计截止至 20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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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部省份注册资本在千万元以上VR相关企业数 

 

图2  我区虚拟现实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分布 

（二）产业链有待优化。 

一方面上游制造业基础短板凸显。从产业链条看，虚拟

现实产业链分为上游的硬件、软件，中游的内容制作与分发、

以及下游的服务与应用四个部分。我区虚拟现实相关企业主

要分布在上游（119 家）和下游（82 家），中游的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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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少。其中在上游产业链中的硬件环节不具备竞争力，相关

企业数量（图 3）以及在产业链中的占比与先进省份存在较

大差距（图 4）。另一方面下游应用广度和深度有限。特别

是虚拟现实游戏、虚拟现实影视、手机 AR 软件等具备高变

现潜力、高落地应用价值，但需要高水平技术的消费级应用

场景需要加大推广应用的力度。 

 

图3  虚拟现实相关制造业企业数 

 

图4  虚拟现实产业链结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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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能力不足。 

吸引高质量人才的岗位需求不足。截止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VR 相关岗位招聘的学历需求分布如图 5 所示，我区 VR

相关岗位的学历需求主要集中于大专，本科、学历不限的岗

位相对较少，未有硕士及以上学历需求的相关岗位。其中三

维遥感技术、技术经理、美术、空间设计、UI 设计等岗位对

学历要求在大专以上；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

型（BIM）的设计或建模、Unity 引擎开发、数字可视化等相

关岗位的学历要求为本科以上。我区本科以上岗位需求占全

部岗位的比重仅 21.52%，与山东省（27.16%）、江西省

（33.66%）存在一定差距。专利申请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20 年至 2021 年 8 月，我区新增虚拟现实相关专利申请量

共计 18 个，仅占全国新增相关专利申请量的 0.45%，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28 个，在西部地区排在第四位（图 6），

但仍与北京（1316 个）、上海（301 个）存在较大的差距。 

 
图 5  虚拟现实相关岗位招聘学历需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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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西部地区新增VR相关专利申请数 

三、几点建议 

（一）以赛代审，支持优秀项目入桂落地。 

针对广西虚拟现实相关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的问题，可

参考杭州市加快优秀虚拟现实项目实施落地的做法，通过举

办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邀请国内外企业团队组建队伍

参加，对获得名次的项目除比赛奖金外，且对比赛结束一年

内来桂落地实施转化的项目给予不经评审获得对应一次性

奖励补助、补贴等。 

（二）多措并举，扶持虚拟现实产业。 

对准广西虚拟现实产业链不够完善、存在终端硬件这一

短链的问题，培育扶持相关市场主体，包括：对新入驻创新

载体企业给予租房补贴；对虚拟现实企业发生的云服务费用

按比例进行补贴；虚拟现实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一定规

模即给予一次性奖励；对于开设的人才培训机构，受培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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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取得认定证书并于本地企业签订一定年限劳务合同、缴纳

一定时期社保的，给予学员与培训机构相应的补助等。 

（三）建设教培平台，建立创新人才机制。 

对虚拟现实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整合产、学、研、

用等多方资源搭建教育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实训机会，以

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鼓励技术创新；支持高校加强对虚拟现实

相关学科专业的建设，充分利用好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师范大学曙光大数据学院等广西虚拟现实人才培养实

训基地，保障我区虚拟现实产业中低端领域的人才供给；完

善、健全对人才的激励和保障政策，提高我区对优秀人才的

吸引力。推动关键技术应用的落地实施，推进我区高校、重

点企业虚拟现实创新平台建设。 

 

 

执笔：叶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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