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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破解广西数字孪生产业发展困境的建议 
 

【编者按】数字孪生是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

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

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实现对物理实体的

了解、分析和优化。在我国数字孪生产业正处于增长期这一

背景下，广西数字孪生发展逐步进入产业探索期的初级阶

段，市场尚未打开但增长较快，同时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高素质人才队伍、高价值产品研发滞后、市场潜力亟待

开发等产业发展困境。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3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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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正处于产业探索期初级阶段，与全国存在 3—5

年发展差距 

我国数字孪生产业发展正处于增长期阶段，市场高速增

长，创新活力保持领先，同时城市、工业及交通将成为主要

应用方向。一是企业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空间分布差异

化明显。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数字孪生相关企业数量为

1711 家，2021 年涨幅达到顶峰。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分布于

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图 1）1；

二是投融资市场热度不减。我国数字孪生相关投融资交易数

量从 2016 年的 5 件增长至 2022 年的 25 件，投融资金额从

2016 年的 2.41 亿元快速增长到 2020 年的顶点，为 28.14 亿

元2；三是我国已成为全球数字孪生学术研究的主力军。根据

中国信通院整理统计，2022 年我国成为全球数字孪生领域论

文产出最多的国家，占总发文量的 22.7%，德国（15.1%）、

美国（13.7%）次之3；四是城市、工业、交通领域应用前景

良好。根据相关研究测算，到 2025 年中国数字孪生市场规

模有望达到 484.5 亿元，其中城市、工业和交通的融合应用

市场规模依次排序，合计占比将高达 70%4。 

广西数字孪生产业逐步进入探索阶段，市场规模小但增

长较快，市场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一是广西在能源水利、

城市、制造等方面的应用探索较为深入。随着三维可视化、

GIS/BIM、CAD/CAE、物联网等数字孪生支撑技术的逐步成

                                     
1 数据来源：企查查“数字孪生”关键词检索数据 
2 数据来源：IT 桔子 
3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2022 年）》 
4 头豹研究院《数字孪生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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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广西数字孪生技术开始在能源水利、楼宇、制造等领域

探索应用（详见附件），其中广西 7 个数字孪生相关专利与

电网有关，占广西所有数字孪生专利申请量的一半以上。此

外，“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楼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项目获全球智慧城市峰会暨第三届国际城市信息学大会智

慧城市技术创新奖铜奖5。大藤峡防汛与水量调度“四预”平

台研发及应用入选国家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

应用案例推荐名录6；二是市场需求增长较快。广西在数字孪

生相关招投标总额从 2019 年的 218 万元迅速发展至 2022 年

的 3.08 亿元，规模增长 141.7%7（图 2），虽然广西的市场

尚未打开，但增长较快，同时广西的可视化渲染、孪生建模

等中小型企业数量开始逐步增长，截至 2023 年上半年已有 8

家相关企业，其中 75%的企业为中小微企业8。根据国家信通

院划分的数字孪生产业各发展阶段分析，广西数字孪生产业

相较全国水平存在 3—5 年发展差距9。 

 

图 1 我国数字孪生相关企业分布情况（单位：家） 

                                     
5 资料来源：广西新闻网《广西一数字孪生研究项目荣获智慧城市技术创新奖》 
6 资料来源：国家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应用案例推荐名录（2022 年）公示》 
7 数据来源：标找找 
8 数据来源：企查查 
9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数字孪生城市产业图谱研究报告（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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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西数字孪生相关招投标情况 

二、广西数字孪生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一）创新能力不足，三维建模技术支撑薄弱。截至 2023

年上半年，广西数字孪生相关专利申请（授权）数仅有 13

个，且多集中在电网领域10，数量排在全国的第 24 名，在西

部地区省份也仅排在第 7 名。建模是实现“孪生”的重要手

段和前提，而从事几何建模与物理建模的 40 家广西企业中

仅有 2 家企业拥有专利，表示广西相关企业对三维建模技术

创新重视程度不够11。 

（二）缺乏高素质人才队伍，薪资待遇对求职者缺乏吸

引力。数字孪生企业高度集中的北京、广东、江苏等地聚集

了大量优秀人才，部分西部省市也加快了数字孪生相关人才

队伍的建设，而广西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图 3）。以三

维建模师为例，三维建模师在南宁市的平均薪资水平为

                                     
10 数据来源：企查查 
11 数据来源：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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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8.62 元/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782 元/月，与北京市

（10487 元/月）、杭州市（9691 元/月）、广州市（7659 元/

月）等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薪酬水平不高有可能加剧广

西优秀人才的向外流失12。 

图 3 部分省市数字孪生企业参保人数（单位：人）13 

（三）市场尚未打开，对社会投资吸引力弱。从市场采

购方性质来看，广西数字孪生相关招投标的采购方主要以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为主，国企及其他一般企业的招投标金额

不足总金额的 3%，我区民用市场尚未打开14。从投融资情况

来看，社会资本更多偏向于技术水平更高、人才队伍更健全、

市场需求更大以及政策环境更完善的北京、上海、广东、浙

江及江苏等地区，而广西在缺乏专项政策指引、市场需求不

足、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短缺、技术创新不足等因素影响下，

对数字孪生产业的招商引资吸引力不足（图 4）。

12 数据来源：BOSS 直聘 
13 数据来源：企查查 
14 数据来源：标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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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省市数字孪生相关投融资数量分布（单位：项）15 

（四）高价值产品研发滞后，产品服务质量存在不足。

在智慧交通、仿真实训、智能制造等具备良好前景的应用领

域，虽然广西企业的投标报价较区外企业更低，但因难以抓

住采购方需求、产品服务质量不高等原因，广西甲方往往选

择采购北京、广东等地区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即使中标单

位为广西企业，在具体操作中也采用代理行业龙头企业的产

品，或通过与区外强企进行合作研发以满足采购需求16。在

我区产业集中度不高、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同质化、与终端

用户之间的研发合作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广西相关的产品

服务质量相对较低，难以满足日益精细化的广西市场需求。 

三、破解数字孪生产业发展难题的对策建议 

（一）厚植发展土壤，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强化产业政策落地实施，招商引资补齐链条。一方面用

好现有数字经济产业扶持政策，精准识别我区从事数字孪生

                                     
15 数据来源：IT 桔子 
16 资料来源：标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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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产品集成销售、相关标准研制的市场主体、组织

机构等，明确税金减免的范围及对象，在房屋租金、水电费、

贷款贴息和社保补贴等方面保障财税支持的有效落实。另一

方面发挥数广集团、北投信创及云宝宝等“链长”企业牵引

作用，推动上下游企业深度互联和协同合作，提高产业聚集

程度。同时，建议依托在 GIS 和新型测绘、物联感知等产业

发展基础，加强与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现先进省市在孪生

城市、孪生工业等领域开展深化项目合作工作，争取融入我

国产业链条。 

（二）凝聚多方力量，协同推进核心技术攻关 

一是引导并支持中国东信公司、科大讯飞、广西大学、

广西产研院等龙头企业及科研院所围绕仿真推演、交互控制

等核心领域开展攻关，实现仿真系统的自主创新。通过政策

扶持、统一集采、揭榜挂帅等手段，加快图形引擎、仿真模

型、人机交互以及智能算法等底层技术成果落地，提高我区

数字孪生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创新能力。二是加强各方沟通衔

接，组建科技攻关联合体。支持以广西智慧楼宇/城市信息模

型等平台、综合性场景建设等具体项目为抓手，吸引企业、

研究机构、行业专家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项目攻关团

队，加强 GIS、BIM、可视化渲染以及新型测绘等各环节企

业合作，实现多方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汇聚、共

建共享的创新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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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挖掘优秀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针对产品同质化严重、高价值产品研发滞后的问题，一

是建议持续征集数字孪生优秀案例、解决方案，运用“揭榜

挂帅”市场化机制遴选优秀解决方案，构建数字孪生场景应

用库，开展对优秀案例方案的技术、平台、运营模式等研究，

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将经验反馈并吸收到我区顶层设计和政

策体系中，充分发挥先进性、代表性案例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二是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以及智慧交通等应用领域，借

鉴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建立数字孪生场景成熟度评价体系，优

先选取需求迫切、技术成熟、预期成效明显的场景落地，力

求解决城市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痛点堵点问题，形成标杆示

范效应。 

 

附件：广西数字孪生应用现状概况表 

 

（执笔人：叶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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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数字孪生应用现状概况表17 

 
序

号 
项目名称 领域 典型场景 中标单位/申报单位 

1 
田东县“智慧公安” 

建设项目 
综合治理

基层综合 

治理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易柯

森特科技有限公司 

2 

装配式建筑产业人才培

训基地考评培训建设 

采购项目 

智能建造 仿真实训 
山东新之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3 
公安厅技术大楼综合 

监测中心建设项目 
智慧城市 智慧楼宇 

杰创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 “智慧武宣”一期项目 智慧城市
空间规划一

张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广西有限公司 

5 

新能源汽车“精益智造”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智能制造数字孪生实训

室采购项目 

制造业 
工业制造仿

真实训 

广西登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6 

基于数字孪生的动力设

备健康预测系统研究与

应用 

制造业 
工业制造网

络数字孪生

昆仑数智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7 

广西公共实训基地数字

孪生智能制造产学研创

中心设备采购 

制造业 
工业制造仿

真实训 

深圳华数机器人 

有限公司 

8 
制丝车间叶丝 1 线数字

孪生体的建立 
制造业 

工业制造网

络数字孪生

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河南）有限公司 

9 

象州县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实训室项目

设备配置 

制造业 
工业制造仿

真实训 
广西泰畅科技有限公司

                                     
17 资料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标找找、数字广西建设标杆引领重点示范项目、《2022
年数字广西建设优秀企业、典型案例和优秀数字产品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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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领域 典型场景 中标单位/申报单位 

10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设备

及软件采购项目 
制造业 

工业制造 

仿真实训 

杭州维讯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 

11 
智能制造专业实验室建

设项目 
制造业 

工业制造 

仿真实训 

广州市诚屹进出口有限

公司、广东升捷仪器有限

公司、扬州天辉实验室装

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2 
贺州学院 5G+人工智能

未来工场 1 期项目 
制造业 

工业制造 

仿真实训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13 
生产流程与安全仿真 

实训设备采购项目 
制造业 

工业制造 

仿真实训 
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

14 
车合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及应用推广项目 
制造业 

工业制造网

络数字孪生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5 
“数字制造+信息服务”

新业态平台 
制造业 

工业制造 

仿真实训 

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

司 

16 
智能物流技术综合实训

基地设备、软件采购 
物流 仿真实训 

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

公司 

17 数字孪生智慧景区 文旅 虚拟景区 广西旅发科技有限公司

18 
山洪灾害防治建设（数

字孪生漓江建设） 
水利 

流域防洪 

预演调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

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19 
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

置工程勘察（测）设计 
水利 

综合管理 

仿真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

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0 
上林县村镇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运营管理项目 
水利 

综合管理 

仿真 

广西威尔森环保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1 
广西水生态环境大数据

管理平台 
水利 

综合管理 

仿真 

广西东信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22 
广西水库大坝安全运行

在线辅助监管系统升级 
水利 

水库运行智

慧监管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

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

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水

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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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领域 典型场景 中标单位/申报单位 

23 

广西广播电视台变配系

统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

改造项目 

能源 电力可视化
广西铂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24 研发宝 
科研和技

术服务 

研发成本 

控制 

广西产研院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应用研究所有限

公司 

25 
基于区块链的汽车产业

链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 
金融 

数字信用 

孪生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6 

隆安县南圩镇杨湾中心

幼儿园设备设施采购 

项目 

教育 
校园安全 

服务管理 

广西迈锐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27 
机电一体化示范特色专

业及实训基地项目 
教育 

工业制造 

仿真实训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博斯特

科技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

28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5G

全网建设虚拟仿真实训

设备采购 

教育 仿真实训 
广西茜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9 
虚拟仿真技术研究院设

备采购项目 
教育 仿真实训 

广西瀚特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30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工业

互联网实训中心（二期） 
教育 仿真实训 

广西登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31 
广西制造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实训室建设项目 
教育 仿真实训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桂林市小蜗科技有

限公司等 6 家企业 

32 
智慧高速车路一体技术

研究与工程建设示范 
交通出行 交通优化 

广西邕洲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广西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广西计算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智能

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广西

时空位置网络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 

33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管理

平台 
交通出行 交通优化 

广西计算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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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通基础设施三维数字

孪生系统 
交通出行

交通设施全

生命周期管

理决策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35 
北流市智慧县域二期 

建设项目 
规划建设

空间规划 

一张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

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 

36 
南宁市新型基础测绘 

项目 
规划建设

城市国土空

间规划决策

广西自然资源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南宁市自然资

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37 

广西钛米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数字孪生软件服务

及环形屏幕采购项目 

公共服务
医院智慧 

导诊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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