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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虚拟现实产业稳步高速发展 
但跨行业应用仍面临三大掣肘 

 

【编者按】虚拟现实（VR）是一种通过计算机技术创造

的模拟环境，允许用户沉浸其中并与之互动的技术。作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VR 有望成为计算机、智能手机

之后的下一代通用技术平台。在政府持续推动的作用下，近

年来我国 VR 产业迅速发展，江西、北京、山东、广东、上

海“五区共生”的产业分布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广西 VR

产业发展进入提速阶段，跨行业融合应用的成果初显，但仍

面临三大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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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进入提速阶段，跨行业应用成效初显 

（一）我区 VR 产业进入稳步高速发展阶段，南宁龙头

带动作用不断明显。2020—2023 年，广西新设 VR 相关企业

年均增长率高达 35.62%，发展态势良好（图 1）。截至 2024

年初，广西 VR 相关企业存续数量为 551 家，排在全国 31

个省市的第 16 位，西部地区的第 4 位，同时广西企业数量

与先进西部省市的差距不断减小，比如与重庆的差距从 99

家缩短至 42 家1；另一方面，南宁作为我区 VR 产业龙头作

用不断凸显。南宁市 VR 相关企业集聚以及人才队伍聚集程

度明显高于广西其他设区市，产业龙头带动作用不断显著2

（图 2）。 

 

图 1 广西虚拟现实相关企业变化趋势图 

 

                                                        
1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我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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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西虚拟现实相关企业分布情况 

（二）产业链布局日趋完善，产业链图谱正加速编制。

在基础硬件方面，广西通过引进培育睿显科技、数广宝德等

公司，填补广西 VR 设备在显示器件3、数字孪生服务器4等

核心器件产业链空白，为 VR/AR 整机终端集成打下坚实基

础。在软件设计方面，以广西产研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

研究所有限公司、广西飞熊科技、广西虚拟现实科技公司为

代表的企业已具备软件开发工具包（SDK）自主研发能力，

将大幅降低行业进入门槛，我区 VR 产业图谱的空缺正被加

速填补（图 3）。 

 

 

 

 
                                                        
3 资料来源：广西日报《广西产出首批纳米级微型显示屏》 
4 资料来源：宝德计算公司官网《构建元宇宙，MetaPower 宝德元宇宙服务器耀世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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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虚拟现实产业链构成 

（三）跨行业应用成效初显，在教培行业的融合应用相

对成熟。在广西，VR 相关产品与服务已初步应用于教培、

文旅、医疗、视频等多个领域，其中我区在教培领域的融合

应用的探索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区内现有南宁影轩、飞熊

科技等具备一定规模的代表企业，此外服务中国—东盟交通

运输高质量发展的虚拟仿真教学工场项目入选《2023 年度虚

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名单》5。 

二、跨行业应用面临三大掣肘，与实体经济融合不足 

（一）市场主体少、微、小，缺乏竞争优势。一是广西

缺乏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发展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在广西现

                                                        
5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办公厅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3 年度虚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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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51 家 VR 相关企业中，获得相关资质的科技型企业共计

46 家，仅占相关企业总数的比重仅有 8.35%，该比重在西部

地区低于四川（21.72%）、重庆（9.14%）等省市6。二是广

西 VR 技术创新加速度放缓，与先进地区差距不断加剧。截

至 2024 年 3 月，广西 VR 相关专利申请量共计 52 个，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70个，我区专利申请量与北京（1892个）、

广东（644 个）、江西（390 个）等先进地区的差距在扩大，

另一方面贵州（45 个）、云南（36 个）等西部省市与广西的

差距正不断缩小7。 

（二）产业链发展不平衡，整体布局亟待优化。一是软、

硬件产业基础依旧薄弱，软件系统仍依赖进口。目前广西企

业主要生产的中间件包括 VR 触控、触觉反馈马达、近眼显

示屏幕等非核心零部件，零部件种类仅占 VR 终端设备必需

零部件的 16.67%8。同时，广西从事操作系统、数据库、编

译器类等底层技术软件开发的相关企业数量较少，开发引擎

严重依赖进口。二是中游产业空白较多，产业呈现哑铃状市

场格局。与上游、下游环节相比，广西在内容制造、内容分

发等产业中游环节严重缺乏代表企业，VR 产业体系呈现“两

头大，中间小”哑铃状市场格局。VR 产业中游缺乏有效支

撑，可能是广西在高附加价值产品供给能力的不足、应用场

景的高度同质化的主要原因。三是下游应用场景深度不足，

                                                        
6 数据来源：企查查 
7 数据来源：企查查 
8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VR 设备行业研究报告：元宇宙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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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严重。广西 VR 相关的 498 条招标标讯中仅 26 条具备

“东盟”等要素，比重不足 6%，广西 VR 跨行业应用亟待探

索突出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路径9。 

（三）VR 相关专业人才紧缺，技术应用创新不足。目

前，广西从事 VR 相关工作的人才大多由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转型而来。从广西毕业生求职人数来看，2021 年，数字经济

相关领域求职人数仅占总求职人数的 9.72%10，广西数字经

济领域相关人才较少。人才缺乏可能导致数字经济企业难以

在我区招到合适的技术人员，进而限制我区数字技术创新和

数字产业的发展。 

三、对策建议 

（一）引育市场主体壮大产业规模。重点扶持广西产研

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广西飞熊科技、

广西虚拟现实科技公司等代表企业，加快形成以大企业集团

为核心、集中度高、分工细化、协作高效的产业生态体系。

立足华为信息生态产业合作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

等特色产业园区，支持企业通过开展上下游产业链联动、拆

分上市等方式延伸产业链，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主导产业为

特色的产业园，衍生或吸引更多相关行业企业集聚。 

（二）优化产业格局提升产品供给能力。支持各市（区）

结合资源禀赋，加强产业链细分领域特色发展，构建广西虚

拟现实产业协同发展格局。以北海市新型显示（高清视频显
                                                        
9 数据来源：标找找 
10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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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产业链、桂林智能终端产业链、防城港智能制造基地建

设为基础，积极融入山东、广东等地 VR 整机制造产业链，

持续推动我区 VR 终端环节从代工向本土品牌生产制造转变；

以南宁、北海、桂林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基础，

提高 VR 相关数字工具和集成应用等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 

（三）提升虚拟现实关键领域创新能力。建议广西建设

自治区层面和地市层面 VR 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在自治区层

面，选拔一批区内高水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自治区虚

拟现实技术研发重点实验室，围绕近眼显示、渲染处理、感

知交互、网络传输、内容生产、压缩编码、安全可信等关键

细分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在地市层面，建立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场景研究体系。强化 VR 与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在制造业、糖业、有色

金属等我区优势传统产业挖掘一批应用场景，增强产业发展

内生动力。 

（四）打造面向东盟的虚拟现实产业合作区。充分发挥

联盟、协会等行业组织宣传推广、展览展示、办赛办会作用。

在陶瓷、珠宝、中药材、特色农产品、壮乡文创产品方面，

打造一批广西特色的虚拟现实应用场景，引导和鼓励区内虚

拟现实企业把握 RCEP 协议生效和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谈

判机遇，探索面向东盟虚拟现实业务试点，建立海外市场服

务体系。 

（执笔人：叶圣衔、张筌钧、朱梅坤、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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