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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广西数字经济运行述评 
——基于数字经济指数模型下的大数据分析报告 

 

根据财新智库相关数字经济指数模型，采集互联网大数

据进行分析发现：2022 年 1 月，我区数字经济指数高于全国

水平。总体上看，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我区数字经

济指数前高后低。2021 年下半年以来略有回落，累计呈现总

体同比下降的态势。 

一、全国数字经济指数略微下降 

2022 年 1 月，我国数字经济指数为 421，环比下降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2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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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数字经济指数的下降主要由于溢出指数的下降，产业指

数、溢出指数、融合指数和基础指数分别为 276、29、261、

52，环比分别变动‐11.2%、‐39.0%、2.9%、8.1%，对总指数

贡献分别为‐0.9%、‐2.8%、0.1%和 0.4%。1 月，数字经济指

数前五名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指数分别为 1184、

983、981、957、949。与 12 月相比，第一梯队省份基本一

致，持续领跑全国数字经济指数，全国共 10 个省（区、市）

排名前移，广西也在其中。从数字经济产业和融合领域注册

资本比重变化图（图 1）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融合领域注册

资本比重自 2019 年以来呈快速上升趋势，整体占比从 2019

年的 4.5%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11%左右，比重提高了约 3 倍。

相对的，数字经济产业比重则变化不大，甚至略有下降。整

体而言，2022 年 1 月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下降，数字经济

和其他产业的融合速度略有上升，数字经济对其他产业的溢

出作用下降，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上升。 

 

图 1  2019 年-2022 年数字经济产业和融合领域注册资本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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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区数字经济指数连续两月高于全国水平 

与 2021 年 12 月运行趋势一致，2022 年 1 月，我区数字

经济指数为 431.15，较全国高出 10.15（图 2），我区数字经

济指数连续两个月高于全国水平；环比下降 2.86%，位居全

国第 21，比上月前移 2 位，比上年同期后退 5 位。产业指数、

融合指数、溢出指数和基础指数分别为 0.83、42.62、5.24、

0.79（图 3），环比变动‐15.13%、4.14%、16.19%、‐0.95%，

产业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率达到 25.28%，经济指数模型中各

主要领域与上月相比总体呈有增有减趋势。从二级指标看，

溢出指数的两个主要指标均实现环比正增长，制造业溢出和

其他行业溢出分别增长 19.14%和 36.39%；融合指数中的金

融科技上涨幅度较大，环比增长 162.67%；产业指数中大数

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环比分别下降 24.41%和 17.33%，成

为产业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 2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广西与全国数字经济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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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广西数字经济指数一级指标情况 

结合互联网数据综合分析，本期一级指数有增有减，其

主要原因有：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速度放缓，产业指数呈

下降趋势。受国际贸易形势和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生产大幅

下滑，我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长速度放缓。2021 年 1—12 月，

我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

比下降 14.8%1。按电信业务总量和收入测算，2021 年我国电

信业综合价格比上年下降 13.6%，电信业综合价格持续下降2。

受全国环境的影响，我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有所放缓。二是

数字技术不断普及，数字经济溢出价值逐渐凸显。近年来，

我区传统优势产业越来越注重借助数字技术，在变中求新，

变中求效。在农业领域，桂品会智能供应链平台聚焦广西优

势农特产品，为供给端、渠道端搭建了数字化产销对接通道，

平台已入驻企业 718 家，签约金额超过 3 亿元，消费金额超

过 2.7 亿元。在先进制造产业，广投集团构建南南铝加工智

                                                              
1自治区统计局《广西月度统计手册 2021 年第 11 期（1—12 月）》 
2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21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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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制造平台，将全系统 188 万条数据全部抓取上云，建立大

数据治理体系。在能源产业，广西天然气调控中心已为广西

全区分输天然气 5.8 亿方，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 700 万吨，

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增添新动力。在医药健康产业，广

西药品集团采购服务平台累计签订合同金额 34.6 亿元，减轻

群众用药负担 47.56 亿元3。三是产业优化升级实现新突破，

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2021 年我区数字经济发展迅

速，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6.6%，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

发展，实施“千企技改”项目 1168 个4，支持企业机器换人、

生产换线、设备换芯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建成 84 个智

能工厂和 50 个数字化车间，全国首个“云上钢厂”落户防

城港，南宁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运营，柳州建设国

家级车联网示范先导区取得积极成果。 

三、部分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向好 

2022 年 1 月，我区数字经济指数排名前 3 名分别为柳州、

南宁、桂林，指数表现分别为 7.38、2.13、0.96。 

桂林市数字经济溢出指数跃居全区第一。1 月，桂林市

溢出指数为 0.74，溢出指数贡献率-0.11（图 4）。一是不断推

进数字赋能公共服务领域。桂林市依托“互联网+公共资源

交易”模式，积极部署应用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系统，构建

电子化招投标“一张网”。2021 年，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完成交易项目 2028 项，交易额 268.59 亿元，节约额 9.20
                                                              
3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国企数字化转型引领广西产业之变》 
4人民资讯《2021 年广西成绩单出炉，请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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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节约率 3.82%，溢价金额 0.18 亿元，溢价率 1.11%。

2021 年，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动将项目信息形式核查

时限由 2 个工作日缩短至 0.5 个工作日，提速率为 300%。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受理“依法必须招标的建筑工程项

目招标代理”公告审核 616 个5，确保项目能以最快的速度进

行到项目入场备案环节。二是数字赋能农业发展，拓展数字

乡村发展空间。桂林市联合京东农场在六塘镇培育原种蔬菜

2 万多亩，构建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视化溯源体系，推动六塘

镇原种蔬菜质量与效益双提升，供应量在全市占 50%以上。

建设海吉星、福达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采取农商直供、直播

直销、单位定制等模式，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 

 

图 4  2022 年 1 月广西溢出指数及贡献率情况 

玉林市产业指数贡献率表现抢眼。1 月，玉林市产业指

数为 0.60，产业指数贡献率为-0.14（图 5）。一是加快推进数

字政府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玉林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构建“五位一体”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化数字玉

                                                              
5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网站《桂林三举措推进公共资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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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体系，重点推进科学构建“五个一”政务数据治理新模式，

即“一云承载”“一网通达”“一池共享”“一事通办”“一体

安全”，从根源上打破“信息孤岛”，加速实现政务数据“聚

通用”。其中，“一网通达”实现电子政务外网市、县、乡、

村四级全覆盖。截至 1 月初，玉林市（含县市区）共计 6747

个部门，已接入 5533 部门，横向接入率约 82%。2021 年 1

月—11 月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2391 项（宗），交易总额

20.67 亿元，节约金额 1.24 亿元，增收金额 1.04 亿元。二是

不断加强数字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产业深

度融合，引进总投资 50 亿元玉林孪生计算与大数据云服务

中心项目。创新推进两化融合，玉柴集团投资 6 亿元着力打

造玉柴智能制造工厂项目（“黑灯工厂”）和玉柴新能源汽车

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 
 

 

图 5  2022 年 1 月广西产业指数及贡献率情况 

柳州市加大数字化基础建设力度。1 月，柳州市基础指

数为 3.16，排名跃居全区第一（图 6）。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基

础不断夯实。2021 年，柳州市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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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0%，人均电信业务收入 889.72 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软件业）业务收入增速为 40.5%6。积极推动双千兆协

同应用，涌现出一批优秀应用案例：上汽通用五菱探索无人

物流、生产线制造智能模式，推出“5G+云控物流+AI 智慧

工厂”；上线“现代螺蛳粉产业园区智慧云监管项目”，运用

“5G+互联网云监管”，建立食品安全“云监管”模式，健全

螺蛳粉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机

制，确保全过程可追溯；智慧政务方面，将千兆光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融入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强化精准治理能力。目

前，柳州市已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双千兆”网络连续覆盖，

乡镇重点覆盖。二是数字化产业园区赋能现代化经济体系。

柳江区抢抓“东融”机遇，积极打造柳州智能家电千亿产业

集聚区。2021 年 9 月，柳江区高而美广西柳州智能热泵产业

园正式投产，历时一年半，柳州津晶洗衣机、冰箱、空调三

大主打产品下线量产；龙头企业吸引 37 个智能家电及产业

链配套项目，全部建成年产值达 300 亿元以上7。1 月，位于

柳北区石碑坪镇的柳工智能国际工业园开工，总投资 180 亿

元，主要建设挖掘机智慧产业园、工程机械液压元件和附件

项目、工程机械属具项目、驾驶室和薄板件项目、智慧物流

产业园等8。 

                                                              
6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7柳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产城融合新高地蓬勃崛起新一极》 
8柳州市人民政府网站《柳工智能国际工业园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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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2 年 1 月广西基础指数及贡献率情况 

总体而言，1 月份我区数字经济运行继续放缓，个别领

域如溢出指数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区数字社会水平不断

提高，为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等领域融合应用提供良好环

境；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略高

于全国水平，表明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执笔人：朱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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