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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我区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全区生产总值 19654.25

亿元，同比增长 3.9%，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 19 位，与二季

度相比保持不变。其中，数字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重点领域发展成效明显，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动

力持续彰显，有力支撑我区经济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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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一）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一是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 10 月底，全区累计

建成 5G 基站 9.57 万座；截至 9 月，我区 5G 用户数超 2300

万、排西部第二位；全区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 5007 万兆，

光缆线路总长度 324.87 万公里，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所有行

政村的“双千兆”网络。建成全国首个基于 IPv6＋技术建设

的广西电子政务外网第二网络平面，广西案例入选全国 IPv6

规模部署应用优秀案例。二是存算能力基础快速夯实。全区

共有存量数据中心 51 个，在建数据中心 11 个，合计承载规

模能力将近 30 万标准机架，其中超大型数据中心 6 个、大

型数据中心 7 个、中小型数据中心 49 个，PUE 值低于 1.8

的数据中心有 58 个。三是中国—东盟信息港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已投资约 14

亿元（人民币，下同），建设数据储存机架约 6000 个，推

出“数据银行”“数据学府”等系列产品。建成一批面向东

盟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和算力中心，建成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

局和南宁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 3 条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广西与东盟国家共同推进北斗、电子政务、远

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影视译制等数字技

术应用1。 

                                     
1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广西推进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共推数字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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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制度不断完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广西数

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数

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公共数据供给水平不

断提升。截至 2023 年 11 月，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9638

个，开放数据突破 60.89 亿条，相较 2023 年初，新增上线

770 个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公共数据总量增加 33.79 亿条，

增幅超过 124.6%。其中，市场监管、交通、气象监测、财政、

医疗等高容量数据集新增约约 31.2 亿条，增幅近 172%。另

一方面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持续优化。北部湾大数

据交易中心交易额突破 8000 万元，注册会员 158 家，调用

数据 14.08 亿次，交易数据产品 313 个，累计交易规模 2.6

亿元，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

范项目。 

（三）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同并进 

一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增势明显。农产品电商发展加

速创新。广西持续完善电商物流体系，农产品上行通道愈行

愈畅，行政村基本实现快递服务全覆盖，县城到村级网点实

现物流配送 72 小时内到达。目前全区共 66 个县获批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累计建成电商物流服务站点约

5000 个，培育农产品网销单品超 6000 个，建成覆盖县、乡、

村三级的物流配送体系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工业互联

网发展生态不断优化。截至 11 月，我区智能制造相关企业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大
数
据
发
展
研
究
院



 

— 4 — 

存续数量为 5989 家，环比增长 26.35%2，工业互联网技术不

断突破，建立广西工业互联网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

供给资源池，首批将 53 家单位纳入资源池，覆盖工业互联

网应用产品（含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

网络、工业互联网安全、智能装备与系统服务、数字化转型

咨询服务等 7 大方向3。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效果明显。1—9

月，全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专业

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3 倍、13.3%和 12.6%4；

电子商务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信息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

长 59.0%、30.2%、22.5%5。 

二是数字产业化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稳步发

展。截至 9 月底，全区电信业务总量（2022 年不变单价）累

计完成完成 385.4 亿元，同比增长 15.3%。电信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332.2 亿元，同比增长 4.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0.2

亿元，5G 投资完成 36.6 亿元，占比 51.6%。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6%，拉动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长 12 个百分点，是拉动高技术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6。

重点产业发展加速布局。虚拟现实产业进入提速发展阶段，

截至 2023 年 11 月，广西虚拟现实相关企业存续数量为 533

位，排在全国 31 个省市的第 16 位，在西部省市中仅次于陕

                                     
2数据来源：自治区信息中心大数据分析平台 
3数据来源：自治区人民政府官网，《广西实施“十百千万”工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用“数”赋智乘“云”

而上》 
4数据来源：自治区统计局官网，《上半年广西经济运行保持恢复》 
5数据来源：自治区统计局官网，《1-10 月广西经济平稳恢复》 
6数据来源：自治区统计局官网，《温丹丹：前三季度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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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953 家）、重庆（567 家）、四川（567 家）排在第 4 位7，

相关市场主体数量与重庆四川等地的差距正不断缩小。“新

型显示”产业形成“双核多点”发展格局。目前，广西现有

显示面板相关企业 1792 家，其中南宁市企业占比超过四成，

远高于其他地市。在区内打造了以钦州市、北海市为代表的

产业投资与人才集聚“双核心”，南宁、柳州、河池以及桂

林等地市齐头并进的产业发展格局。数字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逐渐显现。广西数字经济企业数量稳步上升。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广西现有数字经济企业数量达到 1.64 万家，较上

年年底增长 8.7%8，保持三连增的总态势，数字产业聚集效

应初显，数字产业集群总体呈现“南宁头雁”引领，“柳桂

北”等地市“群雁齐飞”的“雁阵式”发展模式。 

（四）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一是数字消费拉动供给升级。我区数字产品和服务开启

新一轮智能化升级，直播经济、“新消费”“新国潮”等模

式再度激活网络消费空间，电影、旅游等数字化创新加快，

智慧商圈、数字景区等沉浸交互式场景大量涌现，不断创造

消费新动能。一方面我区移动支付大幅增长，今年以来我区

1—9 月零售业主要移动支付消费总额达到 4020 亿元，较去

年同比上涨 33%。全年保持总体上升势头，9 月主要移动支

付消费额达 509 亿元，比 1 月增加约 138 亿，涨幅达 37%9。

                                     
7数据来源：企查查 
8数据来源：自治区信息中心大数据分析平台 
9数据来源：自治区信息中心，《大数据分析显示：我区汽车、旅游、商圈消费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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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区线上消费保持活跃，网络购物较快增长，前三

季度，全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3.2%，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1.0%，拉动增长 1.3 个百分点10。 

二是数字赋能民营经济初显成效。数字赋能民营企业数

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经济企业平稳增长，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进一步释放。2023 年广西经济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及其控

股企业占比 32%，民营企业占比 68%，民营企业在榜单中占

据数量优势。我区数字经济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

率达到 29.4%，中位数为 7.1%，大部分数字经济百强企业保

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势头。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前 10 名的

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 7 席，这些民营企业增速远高于一众

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数字技术激发我区民营经济

活力进一步释放。 

（五）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不断拓展 

一是数字贸易活力迸发。跨境电商发展成果丰硕。今年

以来，挂牌运营“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孵化仓”，上半年海

外仓共完成电子商务订单量约 3.5 万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新加坡、日本东京分别设立跨境电子商务创新中心11。数字

金融高地集聚效应凸显。截至 2023 年 10 月，中国—东盟金

融城累计落户金融机构（企业）487 家，2020 年—2022 年连

续 3 年每年新增数量超百家12。构建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孵

化仓，提供商品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直播代运营、抖音代运

                                     
10数据来源：自治区统计局官网，《黄强发：前三季度全区消费市场延续恢复态势》 
11数据来源：自治区商务厅，《“四大定位”、“十大功能”，这栋楼在广西对外开放中倍受瞩目！》 
12数据来源：百家号，《南宁引流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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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短视频内容生产等服务；初步形成以日常东盟非通用语

直播+数字人直播业态。二是数字技术合作持续加强。截至

10 月，中国—东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与 40 多个国家联合打

造了 35 个联合解决方案，聚集起一定规模的 AI 产业集群，

成为联合解决方案的“转化地”13。中国—东盟远程医疗合

作平台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 4 个国家 6 个医疗机构

建立远程医疗合作机制14。 

二、发展瓶颈 

（一）数字产业化增长势头趋缓 

一是重点数字产业持续负增长。三季度，我区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收入为 469.91 万亿元，同比下降 19.1%，虽然

降幅比二季度有所收窄，但与去年同期的正增长相比，还是

表现出很大差异。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安全收入

和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20.5%、80.3%、

35.0%15。9 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下降 2.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23.6%，累计同比下降 8.6%16。二是关键技术

工程亟待突破。自治区工信厅最新公布的 2023 年第二批创

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名单中，仅 81 家企业为数字经济企业，

占比 43%17。目前，全区共有存量数据中心 51 个，算力规模

                                     
13数据来源：自治区商务厅，《向光而行，深耕“试验田”，打造“高产田”…》 
14数据来源：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官网，《广西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 
15数据来源：工信部 
16数据来源：自治区统计局，《广西月度统计手册（2023 年第 8 期 1-9 月）》 
17数据来源：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告 2023 年第二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名单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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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52 百亿亿次 /秒（EFLOPS），但与全国平均值

6.35EFLOPS18相比较小。已建设标准机架数 4.65 万，已用标

准机架数 2.16 万，机架利用率为 46.45%，与工信部《新型

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的到

2023 年底，全国数据中心机架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 60%以

上还有一定差距。总体上，我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效较明

显，算力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二）数实融合发展仍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数字融合应用仍需持续拓展。5G 市场融合应用带动

作用有待发挥，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型示范企业视频监控、巡

检安防、物流配送等外围环节；农村地区信息化融合项目较

少，信息通信带动作用发挥还不够突出。二是实体经济数字

化程度不高。从电商发展情况看，我区可电商化商品较少，

缺乏全国性优势工业产业和高端品牌，规上工业企业中生产

终端消费品的企业也较少。轻工业消费品网销率低，规上企

业在淘系平台开店不足 200 家。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数量

全国第一，但农产品季节性强，规模化、标准化不足，网络

适销农产品偏少、深加工产品不足，品牌附加值不高。三是

电商产业主体较弱。据第三方机构监测数据，广西现有电商

店铺数 52.5 万家，而四川省有近 120 万家，我区数字技术支

撑实体经济发展潜能有待激发。 

                                     
18数据来源：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全国算力总规模达到 197EFLOPS，该数值除以全国

31 个省区市得到全国平均值 6.35EF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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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要素价值尚未充分发挥 

一是部分单位对于数据共享的认识不足，存在数据不想

共享、不敢共享的现象，系统之间存在信息孤岛，数据没有

互联互通。已经接入区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部分数据因更

新周期长、数据不规范、不完整导致数据质量不高、可靠性

低，地方不敢用。并且共享数据申请流程繁琐，地方政府的

数据申请常常被提供数据的业务部门审批不通过，极大影响

了地方基础库、专题库建设。二是较多部门使用的业务系统

多为国家部委或区直部门直接部署的系统，地方数据均已上

传区垂甚至国垂业务系统中，由于缺乏数据回流，地市无法

直接获取相关业务数据，部分垂管系统虽有数据回流机制，

但回流周期较长，时效性不足，本地数据利用困难；三是数

据资源主权权责边界不名明确、共享开放难推进、数据质量

参查不齐、安全管理手段不足等问题。一些部门以数据涉密、

敏感，无开发数据接口经费等为由不愿提供和挂载数据，造

成政务数据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间的共享存在困难。 

三、对策建议 

一是以赋能工业转型升级为侧重点加大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发展力度。针对工业制造发展的需求，重点支持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中数字产品制造、智能设备制造、工业软件、工

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发展。鼓励龙头企业扩大投资、加强与

区内企业的“联姻”，加大打造互联网平台的支持力度，深

入推动“双百双新”“千企技改”等重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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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进数实融合。支持

行业龙头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引导企业

编制个性化顶层规划，解决企业路径不清晰、“不会转”“盲

目转”问题；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广泛开展数字化诊

断评估服务，引导企业开展数字化诊断评估，破解企业认知

不到位、信心不足、“不想转”问题。突出技术与业务双驱

动，推进我区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加快衔接集聚各类

资源条件，提供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孵化、培育等供需对

接与撮合、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共享、转型咨询与宣传辅导等

一站式公益公共服务。推进典型案例应用推广，探索企业适

用转型经验，依托三大创新中心，宣传推广一批优秀企业、

典型案例、经验成效、成熟解决方案，引导企业用好、用活、

用足政策。 

三是精准施策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激发强企引领作

用，挖掘具备核心技术、资源优势的企业，通过税收政策、

金融政策、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这类企业成长为

区内乃至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以带动产业链发展。根据头部

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需求和投资计划，量身定制激励政策，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探索数字

创新场景融合应用。 

四是供需两端发力激发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重点围绕公

共数据开放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商贸流通、交通物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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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数据供给。积极发挥政府引导

作用，在汽车、家居、生物医药、交通、消费等领域拓展数

字化应用场景，包括智慧供应链、应急医疗物资在线、数字

交通、智能化家居娱乐等。如在消费领域，可积极拓展“云

体验”服务消费新空间，不断完善线上文旅、医疗、教育、

体育服务、拓展“云旅游”“云展览”“云医疗”“云教育”

“云体育”“云休闲”等新空间，不断扩大数据要素需求，

促进数据融合应用，推动数据要素在不同场景创造多样化的

价值增量。 

 

（执笔人：朱梅坤、楼君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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