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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 
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世纪疫情与数字化变革交汇，推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

促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步入数字化转型新阶段。广西作为中国

—东盟信息港建设的重要支点，持续推进与东盟的数字产业

化与产业数字化合作，建成了一批面向东盟的基础设施、信

息共享、技术合作、经贸服务、人文交流等平台，取得良好

成效。但仍存在合作主体弱小、东盟国家参与度低、产业集

群尚未成熟等问题，亟待深入推进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

与产业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1年 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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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 

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为契机，广西与东盟在数字技

术应用、产业合作和产业集聚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数字技术应用成果不断涌现 

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外向型合作，面向东盟构建多元

应用场景，开展北斗导航、云计算、物联网等多领域数字技

术应用。截至 2021 年 11 月，广西建成面向东盟的北斗导航

应用示范与产业化工程 13 个。基于北斗高精度的中国—东

盟跨境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已在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

亚、缅甸 5 个东盟国家进行示范应用。澜湄云计算创新中心

一期项目已完成老挝、柬埔寨、缅甸全部建设目标。澜湄云

计算创新中心均使用中国品牌硬件和云平台 3.0，是中国技

术及标准“走出去”的示范项目。基于 eSIM 的物联网管理

平台技术在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进行了商用

推广，实现新增收入超 2.4 亿元，新增利税超 1440 万元。广

西建成运营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等 6 大创新

中心，培养 7000 余人，覆盖企业近 800 家，院校超 30 家。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企业增至 2600 多家。中国—

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与新加坡南洋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共建广西南洋科技创新中心。 

（二）数字产业合作多点突破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与更新迭代，数字产业正

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广西面向东盟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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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产业合作呈现多点突破的特征。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国

—东盟技术交易平台已汇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科技需求 971

条、科技成果 3561 条、专家 3835 名、协作网络成员 2619

家，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技术转移提供信息化支撑。中国—

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已成功引进 22 家企业入驻，其中，

11 家实地入驻，11 家企业以飞地形式入驻，累计注册资金

超 18 亿元，同时成功承办第三届中国—东盟电视周、视听

传播峰会暨视听（科创）产品展示交易会，以“线上+线下”

形式克服疫情影响，突破地域限制。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服

务中心正在推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桂林银行、太平保险等机构入驻。中

国—东盟科技城加快建设，吸引国内高端创新主体、高层次

人才团队以及东盟科技创新合作核心网络成员入驻。中国—

东盟信息港电子信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完成国

内技术交易额 2300 万元目标。 

（三）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成效显著 

随着中国—东盟信息港的加快建设，大批数字经济龙头

企业到广西投资落户。广西正成为我国与东盟在数字技术创

新研发、示范应用、产业转化、生产制造方面的新高地。南

宁、柳州、桂林、北海、钦州等市形成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

集聚区。南宁市积极打造电商网络直播聚集区，引进跨境电

商企业 107 家，截至 2021 年 10 月交易额同比增长 266.7%。

柳州市智能制造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柳钢“数字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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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项目”获国家工信部肯定推广。桂林市坤弘量子公司和

深科技 2021 年产值均将突破 30 亿元。北海市大力发展电子

信息制造业、软件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量连续多年居全

区第一。钦州市华为数字小镇累计入驻企业 200 家，2021 年

底将实现服务业营业收入超 10 亿元，财税收入超 6500 万元。

钦州市港创智睿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入驻

开工建设并实现部分生产线试产。 

二、存在问题 

广西面向东盟发展数字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虽取得显

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合作主体弱小 

面向东盟的数字合作这一巨大市场，广西合作主体仍显

稚嫩弱小。一是国内龙头企业核心资源未迁入广西。华为、

浪潮、阿里、科大讯飞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在近几年相继落

户广西，力求拓展国内与东盟市场，但其核心生产研发团队

及服务团队并未向广西市场布局，面向东盟的数字服务与产

品难以从广西出口。二是广西企业核心竞争力仍待增强。数

字广西集团、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是

广西面向东盟发展数字合作业务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成立时

间不长、核心技术与产品缺失等因素，未具备面向东盟开拓

数字合作市场的强大竞争力。三是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

完成。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广西投资集团等国企是面向东

盟构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与平台的主要合作主体，玉柴、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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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制造企业是面向东盟延伸智能制造产业链的主要组成

主体，但部分传统平台与制造企业自主数字化技术研发与改

造尚未完成，无暇开展面向东盟的数字合作业务。 

（二）东盟国家参与度低 

中国—东盟信息港五大平台建设基本由我国主动推进，

东盟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东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参

与积极性尚未激活。中国移动（广西）数据中心、中国电信

东盟国际信息园数据中心等一批大数据中心难以采集东盟

数据。中国—东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基本面向国内市场。东

盟元素的缺位使中国—东盟信息港难以形成跨国信息共享、

数据融通的国际数字信息大通道。 

（三）产业集群尚未成熟 

在中国—东盟信息港与数字广西建设双重战略下，南宁、

钦州、北海、桂林、柳州 5 市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

产业，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但距离形成规模型联动式的

产业集群仍有距离，产业低端化碎片化独立化问题突出。广

西现有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以加工制造等价值链低端为

主，参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市场主体少，发展后劲不足，难

以面向东盟形成释放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合作动能。广西数字

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的链条上下游并不完善，链条短、供应链

断点问题明显，数字经济企业共融共生的集群格局尚未形成。 

三、对策建议 

（一）提高企业数字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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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做优广西企业，支持广西企业与国内以及东盟

国家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平台，

提高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

信息化技术的研发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进国内国外

龙头企业的核心资源和核心技术，在数字旅游、数字教育、

数字金融等领域，打造更高品质、更先进水平的数字产品和

数字服务。 

（二）深入开展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合作 

一是以中国—东盟信息港重点项目为抓手，优化调整项

目库，提高与东盟直接合作的项目比例，增强信息港项目建

设针对性与实效性。二是发挥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

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

新中心等机构作用，加强与东盟高校、企业、联盟等合作，

积极与印尼、老挝、缅甸、菲律宾及新加坡 5 国合作伙伴共

同建设中国—东盟互联网应用技术联合创新中心。 

（三）拓展面向东盟的重点行业数字化应用 

实施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的应用场景

示范行动，在政府服务、城市治理、新消费、跨境贸易、智

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金融服务、知识

产权等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形成开放共享生态，打造若干可复

制可推广的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典型应用

场景，为企业拓展东盟数字技术应用市场提供应用示范。支

持中国（广西）—文莱渔业合作示范区“智慧渔场”建设，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7 —

推进“一键游广西”与东盟国家企业、平台合作，加快建设

中国—东盟医疗合作平台和远程医学中心建设，开展与东盟

国家线上教育和联合办学，深化边境数字抗疫合作。 

（四）培育面向东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标杆

企业 

推动数字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融合，支持数字技术

企业发展，支持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一批面向东盟的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标杆企业。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

究与技术攻关，聚焦操作系统、开源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

关键技术，培育一批自主可控、产研一体、开源开放、软硬

协同的标杆企业。支持中小企业以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与龙

头企业深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鼓

励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打造一批数字化赋能的智能智

造标杆企业。 

（五）加快东盟境外数字示范园区建设 

与东盟境外园区优先在科技研发、商贸物流、加工制造

等领域开展数字化探索和建设，提升东盟园区的数字化管理

服务功能，加强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完善东盟境外数字示

范园区金融扶持体系，搭建企业海外园区建设投资基金，鼓

励民间资本参与园区海外拓展，拓宽民企海外园区建设运营

融资渠道，推进民营企业依托东盟境外数字示范园区建设更

好地“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发挥中马钦州产业园、

马中关丹产业园等跨境合作园区桥梁作用，深化数字产业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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