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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四大难题 推动广西蔗糖产业 
数字化转型发展 

 

蔗糖产业是广西在全国最具优势的特色支柱产业，糖料

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 19 个榨季占全国 60%左右，

但受制于自然条件不佳、劳动生产率低等因素，产业大而不

强。以数字化赋能蔗糖产业转型发展，将极大推动广西糖业

做强做优，打造成为全国糖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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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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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在深入开展“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和广西糖

业降本增效三年行动后，广西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取得

积极进展。一是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初步显现。甘蔗种植智

能监测和预报技术进步1，年均可协助每万亩甘蔗节约成本

270 万元，总增收约 2020 万元。全区 50%糖厂装备智能化生

产和自动化控制系统大幅提升制糖生产效率；二是糖业数字

化平台经济发展初具雏形，广西糖业大数据云平台（以下简

称“糖业云”）已初具数字化产业基础能力及数字化服务能

力，采集约 400 万条涉糖数据，覆盖广西 76 个县区，涉及

32 万用户2。泛糖产品交易平台初步构建“糖业信息产业集

群＋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现代商业模式，带动一批糖产业

链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三是糖业数字经济先行区初步形

成。南宁建设“智慧蔗田”示范实验基地，应用“数字蔗田”

种植管理系统进行田间数字化管理；来宾依托广西“糖业云”

大数据平台建设试点，探索建立“糖业云”官方服务站；崇

左建设“智慧糖都”，推进糖料蔗订单合同签订无纸化、审

核及监管动态化、补贴发放线上化。 

二、“四大难题”阻碍广西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目前，广西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仍然存在四大难

题，一是数据“难采难聚”，生产经营环节存在数据断点、

堵点，数据分散难采集，数据孤岛问题突出。部分数据传送
                                                        
1 广西气象科学研究所《甘蔗智慧精准气象服务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成果。 
2 来源：广西糖业云平台 2022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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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停留在纸质、网络人工传输阶段，效率低下，数据滞后，

无法对蔗农糖料蔗生产、涉糖涉蔗企业生产经营和地方政府

监管提供及时的数据服务；二是数字化应用场景“难拓展”，

一方面由于生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甘蔗种植和农务管

理仍多以人工、经验方式为主，另一方面糖厂缺乏数字化手

段来节能降耗，设备运行、检修环节缺少数据依据，难以拓

展数字化应用场景；三是糖业数字经济平台“难推广”，“糖

业云”平台后期建设的市场化平台运营投入大、人才需求广、

市场培育期长，由于缺乏引导和统一监管、糖企数据安全担

忧及平台重复建设等原因，目前只实现了糖料蔗种植端数字

化，还未充分发挥效用；四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难支撑”，

广西糖厂“三化”改造局部性强，体系化支撑作用尚未形成。

制糖自动化技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技术研发资金补贴不

够，技术突破不易，难以支撑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 

三、推动广西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对策建议 

（一）夯基础：建立蔗糖产业链数据资源底座 

打造广西糖业数据资源平台，利用数字技术筑牢数据基

础，采集整合自然资源、蔗田地理坐标、气象灾害、种植管

护与病虫害防治、社会化服务、财政补贴及金融信用等数据

资源信息，强化数据汇聚治理，推进全链条数据汇聚和灵活

调用，实现对全产业链数据实时采集、集成处理、高效分析

和广泛应用，为智慧糖业场景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大
数
据
发
展
研
究
院



 — 4 —

（二）强链条：建设更完善的糖业大数据应用体系 

1．探索构建“数字蔗田”生产管理模式 

推动农业生产模式转变，探索构建“数字蔗田”生产管

理模式，保障优质原料供应。一是建设“数字蔗田”，推动

数字技术在甘蔗种植环节深度融合应用，推广应用“天空地”

一体化数据采集系统，推进数据精细化处理，形成全区糖料

蔗种植地块“一张图”，为糖料蔗生产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

和数据支持；二是推进智慧农机服务，推动“互联网+北斗+

农机”融合，提高农业机械化、精细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打造智慧农机服务平台，深化农机服务机制，

促进农机服务产业链延伸；三是构建农事服务数字化支撑体

系，围绕合同管理服务、地块信息管理、蔗农授信服务、良

种补贴核验等，构建贯穿糖业产业链上游的支撑服务体系。

打造农资服务商城，促进农资市场和终端农户的有效对接，

加强行业信息互通、优化产销渠道来源、整合产业链资源。 

2．推动糖厂系统性“三化”改造 

围绕糖厂农务、压榨、澄清、蒸发、煮糖、装包、储运

等关键环节共性问题，开展系统性“三化”改造升级。一是

建设智能糖厂、数字化车间。持续推进“千企技改”工程，

大力推广智慧生产，加速智能制造模式应用；二是加大关键

生产设备技术改造力度。升级改造糖料蔗生产设备和制造流

程，推行大型全自动技术设备，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

三是打造蔗糖智慧工厂管理系统。整合工厂现有信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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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设备可视化，打造智能工

厂管控一体化平台，打破数据孤岛现状。 

3．建设一体化糖业智慧物流体系 

搭建智慧物流体系，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各环节工作协

同、信息同步共享。一是构建数字仓储管理体系，在中心仓、

重要节点仓安装智能电表、温湿度传感、监控等设备，在线

监测仓库运行状态，实时掌控仓储物流信息，降低蔗糖仓储

损耗；二是构建智慧运输管理体系，应用物联网感知技术布

控车辆跟踪监控体系，推广蔗车自动过磅、蔗车在线排队、

车辆物流管理等系统应用，将数据信息接入“糖业云”，提

升业务协同能力；三是构建糖业智慧供应链体系，利用“区

块链+互联网+现代物流+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统一的数据

共享和供应链服务平台，带动糖料蔗物流、仓储配送、供应

链金融深度融合。 

4．打造便利化蔗糖数字化交易平台 

通过建立蔗糖产业数字流通体系，减少信息不匹配问

题，减少流通环节，提升流通效率。一方面，打造具有广西

糖业特色的电商交易服务平台，以“电子商务+供应链”业

务为主导，发展“电子交易平台+货物仓单流转+金融结算”

组合业务，通过贸易价差及合理运用银行金融结算服务，提

高产业链集体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赋能交易流

程高效化，为糖企和蔗农提供电子化签订、交易数据查看、

自动结款等服务，实现糖料供销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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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价值：依托互联网平台壮大糖业数字经济 

依托“糖业云”挖掘糖业数据价值，实现数据互通共享

和业务高效协同。一方面，完善“糖业云”平台功能，持续

引导糖业各级主管部门、科研院校、金融机构、糖业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和个人“上云”，打通产业链各环节数据孤岛，

积极与区内已建成系统数据对接和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另

一方面，加大“糖业云”招商，依托糖业平台经济企业，培

育糖业大数据增值业务，利用开放数据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四）创突破：组织实施“三化”关键技术攻关 

打造糖业科技自主创新高地，组织实施糖料蔗生产全程

机械化装备研制、糖厂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先进技术设

备等一批重大项目技术攻关。支持糖料蔗相关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糖业数字化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品研

发获得经费补助，推进数字化糖业产学研深度融合。 

（五）树标杆：扩大重点糖企糖区转型示范作用 

支持东糖、广糖、南糖等重点糖企打造糖业数字生态，

发挥牵引作用。培育一批糖业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形成“领

头雁”效应。推进南宁、崇左、来宾等重点糖区构建数字化

转型新标杆，培育糖业数字产业集群，大力推动广西“糖业

云”官方服务站试点，加快全区推广复制。 

（六）建生态：推动构建糖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广西糖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成集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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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数据聚合、应用赋能等一体的数字服务中枢，依托糖业

龙头企业资源优势，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汇集科研机构、

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形成政产学研紧密合作的数字化以及

创新生态，促进糖业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协同创新。 

（七）优环境：强化糖业转型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 

一是强化政府引导和监管。构建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强化顶层设计，高位推动蔗糖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组织糖

业论坛、展览、招商会等，扩大广西蔗糖影响力。加强政府

统一监管，建立糖业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和标准，开展安全技

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试点示范和集成应用；二是加大专项资

金支持。充分发挥基金作用，对创新技术产品和装备的研发

及应用示范主体给予政策性补贴。对有融资需求且符合信贷

发放条件的项目推荐纳入“技改贷”“桂惠贷”支持范围；

三是强化复合型人才保障。建设涉糖企业人才孵化基地，实

施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分层分类开展糖数字化知识及技能培

训，提升蔗农和涉糖企业人员数字化意识和技能。 

 

（执笔人：何黄琪、覃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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