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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 
市场潜能尚待激发

当前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县域消费、生产、流通等各环

节，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自治区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于 2021 年先后印发《广西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纲领性文件，提出城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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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惠县等六大重点行动，深入推进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促进

城乡数实融合发展。本报告通过构建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

指标体系，充分运用政务数据、社会数据和互联网数据，对

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分析。结果显示，我区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呈梯次发展格局，县域数字基础设施、数

字化治理、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成效逐渐显现，需进一步

激发潜能。 

一、我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评估分析 

（一）我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呈梯次发展格局 

评估结果显示，全区 111 个县（市、区）数字经济发展

指数均值为 60.53 分，其中有 34 个县（市、区）评分超过

平均水平，占比 30.63%。总体上看，我区县域数字经济呈五

个梯队发展格局（图 1），其中第一梯队为青秀区和西乡塘区，

分值区间为 79.91—80.64 分，处于数字化发展的较高阶段；

江南区等 14 个县（市、区）处于第二梯队，分值区间为 62.07

—69.77 分，数字化发展较为成熟，展现出较高的数字经济

发展潜力和实力；灵川县等 14 个县（市、区）处于第三梯

队，分值区间为 61.04—61.92 分，处于中等水平数字经济发

展阶段；永福县等 21 个县（市、区）处于第四梯队，分值

区间为 60.01—60.90 分，属于起步阶段，需进一步推动数字

经济的发展；平果市等 60 个县（市、区）处于第五梯队，

分值均为 60 分以下，这个梯队的县域数字化转型未达基准

线，处于最低层次水平，需加大投入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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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发展各梯队县（市、区）个数 

 

图 2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前 20 名 

全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一级指标得分较为均衡，但评分

较低，均在 60 分左右。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数字化治理、发展生态得分均值分别为 60.00 分、

60.02 分、60.06 分、62.52 分、60.03 分，各指标分差较小，

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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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一级指标均值 

（二）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截至 2023 年 6 月，全区新建成 5G 基站超 2 万座，累计

建成 5G 基站超 9 万座，建成 4G 基站超 19 万座，全部市、

县（区）及行政村已实现 5G 和千兆光纤网络覆盖，为县域

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评估结果来看，广西 111 个县

（市、区）数字基础设施评估得分均值为 60 分，县域数字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其中前 20 名基本上位于城区，41 个城

区县（市、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均值为 63.57 分，非城区县

（市、区）均值为 57.91 分，城区比非城区高出 5.66 分。数

字基础设施评估排名首位的是南宁市青秀区（90.00 分），遥

遥领先其他县（市、区）；其次是南宁市西乡塘区（78.27 分）；

柳州市柳北区（70.99 分）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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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域产业数字化初步发展 

全区县域产业数字化水平评估得分均值为 60.02 分。其

中，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和服务数字化水平得分分别为

60.00 分、60.00 分和 60.06 分。其中，城区产业数字化得分

为 60.72 分，非城区为 59.61 分，城区比非城区高 1.11 分。

从产业数字化的细分指标来看，城区工业数字化得分比非城

区工业数字化评分高 2.66 分，城区服务业数字化得分比非城

区服务业数字化评分高 7.03 分，这两个指标城区占有优势。

农业数字化则是非城区比城区高出了 6.87 分，说明非城区的

农业数字化比城区占有较大优势。 

（四）县域数字产业化发展成效初步显现 

数字产业化水平得分为 60.06 分，处于基准线以上，其

中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量和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入驻企业数

得分分别为 60.01 分和 60.08 分，均在基准线以上。从城区

和非城区来看，城区得分为 61.28 分，非城区得分为 59.34

分，城区比非城区高出 1.94 分。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政策的

大力支持。一方面，广西各县（市、区）积极投资数字化基

础设施，包括高速互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以及创新基础

设施，为数字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2018 年

以来广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利用财

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吸引大量的企业入驻数字经济

产业园区，带动了区域数字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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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县域数字化治理水平较高 

全区县域数字化治理水平得分均值为 62.52，是五个一

级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指标，从全区来看，共有 67 个县（市、

区）得分超过 60 分，13 个县（市、区）得分超过 70 分，

说明全区县域数字化治理水平较高。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南宁

市江南区（81.61 分）、南宁市西乡塘区（81.48 分）、来宾市

象州县（78.36 分），象州县表现亮眼，其数字政务一体化平

台人均办件量达到 9132.03 件，远高于全区人均 4917.51 件

的水平。全区数字化治理水平均较高，其原因主要是全区都

非常重视数字化治理，并不断出台各类政策推动数字化治理

发展。 

 

图 4 县域数字化治理得分前 20 名 

（六）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初步形成 

从总体来看，广西县域数字发展生态得分均值为 60.03

分，细分指标创新能力、人才能力、市场活力三个指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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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01 分、60.09 分、60.61 分，均超过 60 分，表明广西推

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构建了县

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从各县（市、区）来看，南宁

市青秀区发展生态得分为 85.77 分，以绝对的优势排名第一，

其中创新能力 75.89 分，人才能力和市场活力均为 90 分；其

次为西乡塘区、良庆区得分分别为 79.89 分、78.56 分，位列

第二和第三名。发展生态评分排名前二十名中南宁占 11 个，

占比达到 55%，表明南宁的数字创新、数字人才和数字市场

活力优势明显，其次是柳州占了 3 个，其他地市较少，表明

地市间的差距明显。 

 

图 5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前 20 名 

二、我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短板和弱项 

（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从总体上看，广西 111 个县（市、区）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榜单首位与末位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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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城区数字经济发展评估得分最高分与最低分存在 23.5

分的差距，最高分为南宁市青秀区（80.64 分）；城区中最低

分为玉林市福绵区（57.08 分）。非城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评

估得分差距不大，但得分都仅在 60 分左右，整体发展水平

偏低。从空间布局发展差异来看，“南宁—来宾—柳州—桂

林”轴线上的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普遍较高，包揽广西综

合得分的前 15 位，桂东桂南等地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得分均在在 62 分以下。 

（二）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基础薄弱。广西数字经济企业数

量排名前三的青秀区、良庆区以及西乡塘区数字经济企业数

量共计 3648 家，占总数的 37.23%，而我区超过 66%的县（市、

区）入驻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不足 5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量更少，数字经济企业分布不均衡，使三分之二的县域仍面

临数字经济产业基础薄弱问题。三是县域企业对数字化的意

识不高，广西县域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中小企业

往往受企业家意识、资金、人才等诸多因素影响，对数字化

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数字化水平较低。信息化程度相对

较高的企业也仅将信息化覆盖到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业务，

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程度亟待提升。 

（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完善 

一是广西城乡间仍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从数字基

础设施得分情况来看，41 个城区县（市、区）数字经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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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得分相对均衡，但南宁市主要的县（市、区）与其他设区

市的主要县（市、区）存在 19—29.5 分的差距，不同县（市、

区）之间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二是数

字技术仍未深度融入广西乡村生活中。目前，广西公共安全

视频图像应用系统行政村覆盖率、村级综合服务站点行政村

覆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三务”1网上公开行政村覆

盖率方面、村级在线议事行政村覆盖率方面、农技推广服务

信息化率等方面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落后于重庆、甘肃、

宁夏等西部省市2，广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 

（四）资金投入、人才投入力度仍需加大 

一是数字化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足。首先，广西作为西

部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紧张，数字化建设项目资金主要流向

首府南宁及部分设区市的核心城区。其次，乡村农业领域的

数字化转型缺乏社会资本吸引力，截至 2023 年 9 月，广西

数字农业投融资数量数量仅占全国数字农业相关投融资事

件数的 0.39%，投融资数量排在西部地区省市的第七位，投

融资金额规模排在西部地区省市第九位。二是乡镇地区数字

化人才稀缺，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创新。广西数字化人才指标

均值仅为 60.09 分，数字化人才紧缺现象明显，同时，广西

城区与非城区的数字化人才断层明显，排名前 20 名中城区

占据 19 位，非城区仅有北流市上榜。 

                                     
1 即党务、村务、财务 

2《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重庆、甘肃、宁夏等西部省市在“三务”网上公开行政村覆

盖率方面、村级在线议事行政村覆盖率方面、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率等方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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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部地区省市数字农业相关投融资情况3 

三、促进我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统筹协调。成立县域数字经济发展领导机构，

统筹协调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工作部署。统筹推

进数字经济具体工作，谋划推进数字经济重大项目、重要载

体的建设和应用示范工作。职能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统筹

抓好行业数字经济发展。 

（二）强化政策落地。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市支持

数字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研究出台县域促进数字经济的政

策措施。结合可支配财力情况，加大投入，加强对数字经济

发展重点领域、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及应用示范的支持。引

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加大对数字经济创新应用的投入，以

多种方式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狠抓招商引资。紧紧围绕数字化转型，以县域政

                                     
3 数据来源：IT 桔子，时间截至 2023 年 9 月，选取范围包括：农业电商、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农业

信息化、区块链农业、农业自动化、农业智能机器人、新型农业耕种系统、新型农业管理系统、农业物联

网、农业互联网、农业数字化、农业数据采集等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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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空间、资金和服务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结合县域实际情

况，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技术与本区域优势产业的融

合为主攻方向，引进“投资强度高、产出效益高、产业关联

度高”的优质产业项目，实现快招商、快落地、快投产、快

见效。 

（四）培育数字经济企业。持续对成长性较好，有发展

潜力的中小微数字经济企业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各部门结合

实际情况，综合采取产业、财政、科研、人才等政策手段，

不断强化服务和政策支持，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

策法规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

鼓励跨区域交流合作，适时总结推广各类示范区经验，加强

标杆示范引领。 

（五）完善人才机制。加大数字经济人才支持力度，研

究制定数字经济高端人才扶持措施和操作办法，出台数字化

转型专业人才引进计划。依托县域产业发展优势，锚定长三

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地区人才集聚高地，发挥

驻外人才工作站的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数字经济高精尖人才

和技能型人才进产业园就业。引导企业、职业院校（含技工

院校）、培训机构联合建设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基地，面向数

字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适用专业技能型人才，探索跨界人才

联合培养。 

 

（执笔人：朱梅坤、黄禧、叶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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