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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成效初显 发展能级

有待提升 
 

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

—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印发实施，为客观评价《规

划》落实情况，全面评估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本文充分运

用大数据分析方法，依托企业登记注册和年报信息、电力数

据、企业招中标信息等多源大数据对我区楼宇1数字经济发展

                                                              
1 《规划》所提“楼宇”特指商务楼宇和数字经济类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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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综合考量。研究发现，我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稳步提升，数字经济商务楼宇和产业园的经济效益逐步凸

显，但《规划》目标指标进展情况2与预期仍有一定差距，指

标完成率仅有 44.4%，亟需从加大招商引培力度、完善楼宇

智慧生态体系、加强组织协调管理等方面提升楼宇数字经济

整体发展能级，推动《规划》顺利实施。 

一、我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自《规划》发布实施以来，我区大力推进楼宇数字经济

发展建设，从选取的 80 个区内重点监测楼宇3发展情况看，

楼宇数字经济在发展规模、发展质量、空间聚集、基础环境

等方面均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楼宇数字经济营收规模突破 6000 亿元。2021—

2022 年楼宇企业营收数据显示，两年平均营收达到 5670.74

亿元，2022 年楼宇营收规模达到 6991.49 亿元，较上年增长

60.72%。其中两年平均营收超过 1 亿元的楼宇有 50 个，占

比 62.5%；两年平均营收超过 10 亿元的楼宇有 31 个，占比

38.75%。从楼宇企业的税收情况看，两年平均税收达到 143.1

亿元，其中两年平均税收超过 1 千万的楼宇有 34 个，占比

42.5%，两年营收和税收均保持正增长的楼宇有 32 个，占比

40%4。总体来看，楼宇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区经济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量之一。 

                                                              
2 《规划》目标指标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3 80 个重点监测楼宇选取依据：参照《规划》附件 3 中的 39 个 5A 级写字楼、《规划》专栏 2 中 21 个各市

楼宇数字经济发展工程，以及 20 个数字广西建设标杆引领重点示范项目大数据重点支撑平台。 
4 营收和税收数据来源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工商登记信息和企业年报信息等政务共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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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0 个重点监测楼宇 2021—2022 年两年平均营收规模 

分布情况 

（二）“一核引领，一轴示范，多点发展”的发展格局

基本形成5。2021 年，认定南宁、柳州、桂林、北海 4 市为

自治区级数字经济示范区，充分带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南宁市培育全区约 35%的新增数字经济企业，远高

于其他地市，入驻南宁的数字经济企业占全区数字经济企业

总量 48.3%，为全区最高。中国东信、数广集团、润建股份

等龙头企业以及云宝宝、迈越软件等潜力企业落地南宁，引

领核心作用持续凸显。桂林市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发力点推动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2022 年，桂林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同比

增长 46.5%。柳州市以产业数字化为契机推进特色楼宇平台

建设，创建了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已有 11 家智能网联生

态企业落地柳东新区。钦州市充分发挥中国—东盟信息港副

                                                              
5 《规划》提出，打造以南宁市为全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和龙头，以桂林—柳州—南宁—钦州—北海

为全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中轴，其他设区市因地制宜推动楼宇数字经济差异化特色发展的楼宇数字经济发

展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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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作用引聚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资源，中国—东盟港口物流

信息中心等一批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服务项目基

本建成。北海市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引领探索差异化高端服

务发展路径，建成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惠科电子科技产

业园等高端服务业集聚区。 

（三）楼宇经济数字化转型基础不断夯实。积极打造楼

宇数字孪生空间，研发建设的智慧园区一体强基数字平台已

开展试点应用，实现智慧安保、智慧停车、智慧食堂、智慧

会议、智慧天气、智慧能源管理等楼宇智能化服务。制定出

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智慧园区建设指南》，从智慧园区建设

的底座支撑体系、数字平台体系、场景服务体系、生态保障

体系等方面提供全套技术参考框架，进一步完善了我区智慧

楼宇和智慧园区建设服务体系。以广西农业全产业链公共服

务平台、柳州螺蛳粉产业大数据平台等产业发展服务数字平

台为依托的虚拟产业集群加速发展，创造实现跨区域协作的

虚拟创新合作环境。 

（四）数字经济企业加快向楼宇聚集发展。从楼宇入驻

企业的行业属性来看，属于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服务业、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的入驻企业数量平均占比率达到 24.32%，部分楼宇占比

率超过 50%，例如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富士康南宁

科技园千亿电子信息产业园、中关村信息谷、柳州大数据产

业园等，这表明我区数字经济楼宇化得到明显发展，专业特

色的数字经济品牌楼宇初步培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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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楼宇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一方面是相关

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不论是在自治区层面还是设区市层面，

都出台了大量支持楼宇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广

西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指导意见》《支持中国—东盟数字经济

产业园开发建设的若干政策》《百色国际金融科技产业园入

园企业扶持政策》等，在资金、人才、技术、营商环境等要

素保障方面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大力扶持。另一方面

是相关发展组织平台支撑不断增强，组建了广西大数据学

会、广西数字经济产业研究院、中国—东盟（华为）人工智

能创新中心、中国—东盟区块链创新中心等一批数字经济行

业协会组织和平台载体，有效汇聚发展合力，促进政府、企

业、科研院校之间交流合作，推动楼宇数字经济发展。 

二、存在问题 

（一）数字经济楼宇化集聚度不高。我区数字经济楼宇

园区发展普遍面临规模较小、企业“集而不群”、企业间关

联度不高、尚未形成紧密协作的上下游关系等问题。本次研

究的 80 个重点监测楼宇中，入驻企业数量超过 100 家的楼

宇仅有 35 个，占比 43.75%，其中大部分是综合型商务楼宇，

数字经济特色明显的楼宇仅有 12 个。尽管目前我区发展较

好的个别数字经济产业园已初步显现集聚效应，培育了一定

数量的行业龙头企业，但总体上引领带动作用发挥不够明

显，进驻企业数、经济贡献度与发达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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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宇经济数字化发展相对薄弱。目前我区智能化

程度较高、智慧服务水平较好的楼宇或产业园区相对较少，

部分商务楼宇的软硬件设施相对老旧，在智慧楼宇管理支撑

平台建设应用、楼宇数字服务体系建设、楼宇内外部信息互

联互通等方面发展基础薄弱、建设力量零散，导致《规划》

提出的全区楼宇信息平台覆盖率达到 60%等目标指标完成

难度较大。同时有限的基础设施条件也难以支撑对楼宇的人

车流量、公共设施信息、能源水电、入驻企业经营信息等数

据的高效自动采集和实时汇聚共享。 

（三）楼宇经济数据资源体系尚未完善。我区在数据资

源开放共享方面已有较好的基础，自治区政务数据共享平台

和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架数据资源目录累计超过 2.85 万个，

但与楼宇相关的资源目录仅有 25 个，并且这些目录主要围

绕楼栋的基础信息，与楼宇经济运行直接相关的数据资源仍

是空白，相关数据的缺失直接影响《规划》中关于企业入驻

率等部分指标的统计监测，同时也反映出“自治区—地级市

—城区”楼宇数字经济统计网络作用未充分发挥。 

（四）楼宇数字经济发展责任主体不明确。楼宇数字经

济发展涉及发展改革、工信、大数据、通信管理、住建、投

资促进等多个职能部门，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进规

划内容落地实施，但《规划》中各项发展任务和重点工程的

实施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缺乏实施过程中所需的具体措施和

指导方案，部分目标任务存在“笼统化”等问题，直接影响

楼宇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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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招商引资扶持力度，促进数字产业集聚发展。

积极拓宽招商渠道，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优势，加强与新媒

体协作，强化楼宇招商效果，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重大支撑

性机构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上下游产业相关企业在楼宇聚

集。制定楼宇数字经济“普惠+专项”奖励政策，在建设期，

制定出台适用于运营主体和入驻企事业单位的注册开办、物

业租购、人才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在

发展期，根据集聚产业类型和发展导向，研究制定针对金融

科技、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的

专项支持政策。支持引导楼宇运营主体深入了解入驻企事业

单位关键需求，制定有关租售价格、物业管理、投融资、城

市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二）加快完善智慧楼宇体系，健全楼宇经济数字生态。

鼓励有条件的楼宇实施智慧化改造，建设智慧楼宇系统，提

升楼宇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为入驻企业提供更智能化的服务体验，实现楼宇的智慧

服务和高效运营。加快开发建设集数据统计、政策兑现、资

源共享、信息交互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区楼宇信息管理平台，

有效汇总整合楼宇运营数据，包括楼宇资源、企业信息、租

赁情况、物业管理、水电能源等，实现对楼宇资源与发展的

数字化监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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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紧建立楼宇数据资源体系，推动数据开发利用。

立足于楼宇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研究制定科学规范的楼宇经

济数据采集标准与管理指南，明确楼宇相关数据的采集对

象、采集范围、采集类型、采集方式、具体指标、应用规范

等内容，既能有效支撑全区楼宇经济评价统计体系、楼宇经

济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同时可有效指导楼宇运营主

体挖掘楼宇数据价值，规范楼宇运营管理，推动更广泛领域

数据资源向市场流通。 

（四）加强部门组织协调管理，协力推进规划顺利实施。

针对《规划》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进一步明确细化责任部

门，可按照“数字+农业”“数字+工业”“数字+服务业”等

“数字+”思路确定不同产业的楼宇经济发展方向和责任分

工，有效推进各数字产业领域与楼宇经济融合发展。健全完

善楼宇数字经济发展考评机制，建立设区市、城区、业主多

层级协同的联合工作机制，定期研判楼宇数字经济发展形

势，对楼宇单位面积税收贡献、入驻率、注册率、纳税率等

指标进行考核，分析楼宇差异化发展原因和特点，实现多方

联动的考评促进发展机制。 

 

（执笔人：龙珑、朱梅坤、黄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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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

发展指标中期进展情况 
 

指标
类型 

具体指标 

规划目标 规划中期进展情况 

2023年 2025 年 2022 年
截至目前最新
数据/2023 年
上半年预测值 

完成情
况 

发展
规模 

培育面向东盟的楼宇数字

经济示范区（个） 
1 1~2 5 5 完成 

培育自治区级楼宇数字 
经济示范区（个） 

2 5 4 4 完成 

培育市级楼宇数字经济 
示范区（个） 

4 10 4 4 完成 

发展
质量 

已建成楼宇企业入驻率

（%） 
（=入驻企业使用建筑面

积之和/楼宇总建筑面积）

65以上 80 暂无数据 

税收超千万元的楼宇数量

（幢） 
50 100 40 40 未完成

空间
集聚 

入驻数字经济品牌楼宇的

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占比

（%） 
（=数字经济企业数量/楼
宇内入驻企业总数） 

30 40 26.16 26.16 未完成

培育数字产业特色明显的

专业楼宇数量（幢） 
不低于

50 
不低于

100 
45 45 

基本完

成 

基础
环境 

全区各市楼宇信息平台 
覆盖率（%） 

（=已部署信息平台的 
楼宇数量/全区楼宇总数）

60 100 暂无数据 

重点楼宇纳入楼宇信息 
平台覆盖率（%） 

（=已部署信息平台的 
重点楼宇数量/全区重点

楼宇数量） 

60 100 暂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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