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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机器视觉产业发展的 
六大态势和四大“堵点” 

 

机器视觉用机器模拟人眼进行测量和判断，已广泛应用

于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安防等领域。我区抢抓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推动机器视觉相关产品的研

发、制造与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发展整体呈现六大态

势。然而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国内外疫情交织等大环境影响，

我区机器视觉产业发展仍面临四大“堵点”，亟需通过强化

产业协同、提升研发能力等措施，促进机器视觉精准有效应

用于更多领域，从而助力数字广西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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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机器视觉产业步入高速成长期 

机器视觉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于 90 年代进

入规模化应用阶段。我国机器视觉于 20 世纪末开始启蒙，

从最初的代理和服务模式，逐步转向机器视觉软硬件研发，

市场规模和应用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一是机器视觉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我国机器视觉器件和系统的销售额从 2012 年的

19.8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99 亿元，复合增长率达 31.7%1；

2019 年以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较高增长态势。二

是机器视觉企业集聚态势明显。我国机器视觉企业较为集中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截至 2021 年 8 月，广东、

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的机器视觉企业数量合计占全国的

62.32%2。三是我国成为机器视觉第一大技术来源国。截至

2021 年 8 月，我国机器视觉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机器视觉专利

总申请量的 78.70%，其次是美国（14.20%）、日本（1.05%）

和韩国（1.02%）。四是机器视觉行业下游应用日趋广泛。机

器视觉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检测、定位、识别、测量等，目

前我国机器视觉行业应用已覆盖电子制造、印刷包装、半导

体、制药、生命科学、汽车、交通等领域，并向无人机、新

能源、碳减排等领域拓展（机器视觉产业链见图 1）。 

                                                              
1 《机器视觉发展白皮书（2021 版）》。 
2 《2021 年中国机器视觉行业全景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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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器视觉产业链 

二、我区机器视觉产业发展呈现六大态势 

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3，从企业数量、结构、招投标、招

聘等分析我区机器视觉企业4发展现状，结果显示，我区机器

视觉产业整体呈现六大态势。 

态势一：我区机器视觉企业数量趋于稳定，约为 350 家。

从市场主体数量看，我区机器视觉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存续

数量稳定在 350 家左右。2017 年至 2021 年 11 月，我区机器

视觉存续企业数量整体呈现稳中有增态势（图 2）。截至 2021

年 11 月，我区机器视觉存续企业数量为 346 家，占全国比

                                                              
3 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包括 2016 年至 2021 年 11 月间的机器视觉相关企

业工商登记数据、人才招聘数据、企业招投标数据、企业年报数据等。 
4 机器视觉企业界定方法：经营范围带有“机器视觉、计算机视觉、视觉检测、电光源、工业镜头、工业

相机、图像采集、图像处理器、图像处理软件、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安防监控”

等关键词之一，且招聘岗位带有“视觉、光学、相机、传感器、机器人、图形、图像、算法、人工智能、

AI、控制器、嵌入式、QE、自动化、智能交通、安防”等关键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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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 0.87%，在西部省市5排名第 5 位，位居四川（2300 家）、

陕西（1422 家）、重庆（596 家）和云南（383 家）之后。从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看6，我区机器视觉存续企业的主营收入呈

快速增长态势，2016 年至 2020 年，主营收入年均增速达到

21.5%，表明我区机器视觉企业整体稳中向好、规模快速增长。 

 

图 2  我区机器视觉存续企业的数量及主营收入趋势图 

态势二：我区机器视觉企业集聚态势明显，呈现“一超

两强”格局。从我区机器视觉存续企业的登记地来看，截至

2021 年 11 月，南宁、柳州、桂林集聚了我区超过 87%的机

器视觉企业，其中“一超”——南宁市有 208 家，占全区总

量 60.1%；“两强”——柳州市、桂林市分别有 54 家、40 家，

占全区总量分别为 15.6%、11.56%；其他地市的数量均在 10

家以内。 

态势三：我区机器视觉行业集中度较高。从行业分类看，

                                                              
5 西部省市指云南、内蒙古、四川、宁夏、广西、新疆、甘肃、西藏、贵州、重庆、陕西、青海。 
6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自企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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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1 月，我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领域的机器视觉存续企业数量最多，占我区机器视觉企业的

55.45%；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占比为 13.58%；而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数量偏低，占比分别为

12.72%、5.78%，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区机器视觉企业偏重

于机器视觉产业链中下游的系统集成、算法开发、软件设计

等。 

态势四：我区机器视觉企业以中大型规模为主。以企业

注册资本反映企业规模7，截至 2021 年 11 月，我区机器视觉

存续企业中注册资本大于 100 万元的有 289 家，占比高达

83.53%，占比在西部省市中排名第 8 位；我区各市的注册资

本大于 100 万元的机器视觉企业占比分化差异较大，其中梧

州、贵港、钦州、南宁、柳州、北海、桂林均超过 80%，我

区机器视觉企业整体上以中大型规模企业为主导。 

态势五：我区机器视觉招投标市场竞争活跃。将机器视

觉企业与招投标信息进行关联，结果显示，2019 年至 2021

年 11 月，我区机器视觉企业参与的招投标项目数呈逐年递

增态势，且整体增长趋势与全国保持同步。其中，2021 年前

11 个月，我区机器视觉企业参与了 585 项招投标活动，同比

增速达到 27%（图 3）。 

                                                              
7 注册资本大于 1000 万为大型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 万-1000 万之间为中型企业，注册资本小于 100 
万为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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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机器视觉企业参与招投标项目趋势图 

态势六：我区机器视觉企业用工成本逐年攀升。从企业

招聘薪酬看，我区机器视觉企业提供岗位的月平均招聘薪酬

逐年稳步提升，从 2017 年的 4590 元/月增加至 2021 年的

10050 元/月，年均增速达到 21.6%，高于全国水平 8.03%，

表明机器视觉在缓解“用工荒”的同时，行业本身的用工成

本却在不断攀升（图 4 左）。从招聘人数看，我区机器视觉

企业发布的岗位招聘数呈现先增后降趋势，特别是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企业为降低成本压力，减少招聘数

量，招聘数呈下降趋势（图 4 右）。从从业人数看8，我区机

器视觉企业从业人数总体呈现先增后降再回暖趋势，虽然

2019 年招聘岗位数同比增速达 31.78%，但在“2019 裁员潮”

背景下，从业人数却同比下降 14.7%，反映出我区机器视觉

企业面临较高的用工成本压力（图 4 右）。 

                                                              
8 从业人数相关数据来自企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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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机器视觉企业平均招聘薪酬、招聘岗位数及从业人数 

三、四大“堵点”制约我区机器视觉产业发展 

（一）“堵”在产业协同被打压 

我国机器视觉由于起步晚，相关国产化产业链还未形

成，尤其是上游高端镜头、图像传感器、DSP 芯片、FPGA

芯片等还较为依赖进口。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竞争日益加

剧，美国对中国企业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政策，导致机器视觉

产业协作链条被中断，“缺芯”严重制约机器视觉产业快速

发展。例如国外品牌对华出口许可审核条例逐渐增多，导致

代工厂无法生产华为海思安防芯片 3559A，而该芯片一度在

安防、交通等领域广泛使用，造成我区某机器视觉企业研发

制造的高端相机要换用其他性能差的芯片，进而增加研发周

期和研发投入，对高端功能实现、产品按时交货、企业降本

增效等带来不利影响。 

（二）“堵”在研发创新能力薄弱 

我区机器视觉研发大体与全国同时起步（2006 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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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区内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数量少，导致我区机器视觉

研发能力目前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

利信息中心检索结果显示9，2012 年至 2021 年的 10 年间，

我区在国内申请的机器视觉专利仅有 250 件，全国排名第 20

位，远远低于广东（5844 件）、江苏（5188 件）、浙江（2264

件）等先进省份。从专利申请人看，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引领

我区机器视觉专利申请，申请专利达 90 件，在我国全部申

请人排名中位居第 16 位，而华南理工大学（298 件）、吉林

大学（175 件）、广东工业大学（154 件）、广东奥普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138 件）则依次居前四位。 

（三）“堵”在产业界和学术界存在一定割裂 

在我区甚至是全国的机器视觉行业，产业界和学术界的

融合不深，存在一定割裂。从研究数据获取方式看，产业界

可以依托商业项目获取海量应用场景下的图像、视频等数

据，但往往作为公司内部资源不愿开放给学术界使用，导致

学术界更多依赖公开数据集开展研究。从研究内容看，产业

界研究一般较保守，更关心从工程角度去优化成熟技术，研

究成果相对学术界存在一定滞后性；学术界则脱实向虚，提

出各种改进，然而大多数都经不起商业落地检验。从研究成

果分享看，学术界比较重视公开研究成果，而产业界因为涉

及到商业秘密，研究成果公开时间往往落后于落地时间。

2012 年至 2021 年，我区机器视觉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申

请人中，高校（前 5 位）和企业（第 6—10 位）各占一半，

                                                              
9 检索关键词：“机器视觉+视觉检测+双目视觉”，时间跨度：“2012—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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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校的申请数量是企业的 6.4 倍。我区机器视觉产学的割

裂、数据不流通等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业发展。 

（四）“堵”在人才支撑能力薄弱 

机器视觉涉及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信号处理等多个领

域，对高端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由于我区机器视觉企业规

模小、薪酬水平竞争力弱，导致高端人才引进困难、本土培

养人才外流到珠三角等地区，造成整体人才支撑能力薄弱。

从招聘薪酬看，2021 年前 10 个月，我区机器视觉企业发布

的平均招聘薪酬为 10054 元/月，在全国排名第 20 位，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13413 元/月，同时也低于四川（13486 元/

月）、陕西（12751 元/月）、重庆（12435 元/月）和云南（10198

元/月），表明我区机器视觉人才吸引力不足。从招聘岗位的

分布看，2021 年，我区机器视觉企业招聘要求本科及以上的

占比为 43.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38%）15.77 个百分

点，反映出我区机器视觉人才总体质量偏弱，对机器视觉行

业发展的支撑能力落后于全国水平（图 5）。 

3.74%

3.00%

1.74%

32.14%

59.38%

12.58%

6.05%

1.15%

36.60%

43.6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初中及以下

中专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占比（广西） 占比（全国）

 

图 5 机器视觉企业招聘学历分布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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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一）创新政策引领，强化协同重构 

梳理国内机器视觉产业链图谱，有针对性地引导区内企

业与广东、江苏等地机器视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解决产

业链上游镜头、传感器、芯片等替代及供应困境。适时出台

机器视觉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强化从供给侧、需求侧、环境

侧等协调统筹推进，重构和完善我区机器视觉产业协同链，

增强产业链韧性。供给侧，加大资金、人才、信息等支持，

培育龙头企业，扩大机器视觉市场供给，增强产品竞争力；

需求侧，依托“交通强区”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政府采购

项目，以及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等措施不断营造市场需

求；环境侧，落实税费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打通政

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不断创新发展。 

（二）创新技术研发，强化市场拓展 

实施机器视觉重大项目揭榜挂帅制度，制定机器视觉共

性开发路线图，结合我区实际，支持企业加大对工业相机、

图像测量、视频结构化、工业云边端通信等成像与信息处理

技术研发投入。为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研

发素材采集便利通道，推动自治区各部门开放脱敏后的公共

数据以支持机器视觉相关算法和应用研发。支持组建全区统

一的机器视觉产品测评实验室，研究制定通用的视觉系统量

化分级方案、测试测评标准。定期征集、梳理我区机器视觉

在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优秀案例，通过机器视觉专题赛等

方式多渠道进行宣传推广，拓展机器视觉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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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产学融合，强化技术落地 

加强机器视觉政产学研用融合，鼓励政府、企业、科研

院所、高校等参与组建我区机器视觉行业联盟，通过整合人

才、技术、数据等资源，构建开放创新生态。鼓励我区机器

视觉企业在大数据交易场所适度开放研发资源数据，以支持

科研机构开展面向实际应用的软硬件研发。支持建立高校与

企业的合作研发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依托企业资源加

快技术成果商业化落地。支持中国—东盟（华为）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不断加大对机器视觉类应用补贴力度，促进机器视

觉赋能智能制造、蔗糖等我区特色产业，推进机器视觉与实

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四）创新人才引培，强化人才支撑 

加强机器视觉相关的光学、控制、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等专业学科建设，推动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衔接，支持高

校中高年级学生到机器视觉企业参与实训、积累项目经验。

鼓励企业优秀工程师到高校进行授课，促进企业与高校双向

交流。支持开展机器视觉类创新创业大赛，遴选优秀人才和

优秀项目。支持国内机器视觉领军企业在区内设立新型研发

机构，支持区内企业在区外机器视觉产业集聚区设立研发机

构，通过“飞地办公”模式解决短期内人才“引不进”问题。

持续优化和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入桂留桂，夯

实我区机器视觉产业发展人才支撑。 

 

（执笔人：杨武松、高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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