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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产业数智化赋能广西通道经济 
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中强调，

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产业发展是通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其数智化转型升级的程度和速度对推动通

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课题组对广西通道经济发

展基础、发展成效、差距与困局等进行深入分析，从通道空

间、通道时间、通道能力三个角度提出路径建议，以期为物

流数智化赋能广西通道经济建设，助力广西在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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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物流产业对通道经济发展支撑不足 

（一）物流企业总体实力偏弱	

我区物流企业总体实力尚无法全面支撑相关城市群、口

岸城市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和规模化运行效率，限制了通道平

台大融合、贸易大提升、口岸经济大发展。截至 2023 年底，

我区 A 级物流企业共 164 家，其中 5A 级 11 家，在全国 A

级物流企业占比仅为 1.7%，5A 级企业在全国 5A 企业中占

比仅为 2.1%。区内绝大部分物流企业还处在信息化向数字化

过渡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物流的

应用偏少。 

（二）物流产业服务腹地经济能力不强	

现有通道干线和物流基础支撑力度不够，物流产业集约

化程度不高，各流程衔接不畅，导致通道产业集聚能力不强。

集中在通道物流园区的产品附加值较低，难以形成通道产业

链。临港产业发展与通道密切相关的加工、装备制造项目偏

少，区内适箱货源较少，难以对港口形成有力支撑。 

（三）通道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需优化 

目前，广西已经初步形成以南北向的南宁—友谊关—河

内陆路通道和东西向的钦州—南宁—崇左—河内陆路通道

为主的公路运输网络。然而，这依然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东

西方向的物流需求。目前，广西已建成的机场达 8 个，形成

了以南宁、桂林、北海为中心的航空网络。然而，在航空网

络的建设和运行上，广西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航线覆盖面

窄，港口功能有待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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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流产业数智化为促进通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一）物流数智化应用不断涌现助力降低成本 

物流数智化应用持续深化，帮助物流企业解决需求预

测、库存管理、运输优化等问题，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

响应速度。广西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行·好运”网、冷

链物流溯源系统着力整合广西、中国与东盟跨区域物流要素

资源；北部湾港“智慧湾”项目实现口岸无纸化通关作业，

平均降低作业时间达 21.5 小时。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通关

便利化水平，2023 年上半年，广西公路出口整体通关时间约

0.19小时，较 2017年降低 98.65%；进口整体通关时间约 10.56

小时，较 2017 年降低 81.34%；钦州港口岸进口和出口通过

平均时间约为 41.85 小时和 1.37 小时，较 2017 年压缩 84.35%

和 96.46%。 

（二）物流数字化新模式实现效率提升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中通过搭建数字窗口、推广多式联

运“一单制”应用和提高智能服务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

物流效率和安全性，降低物流成本。国际上常用一国或地区

的物流总费用与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其物

流效率水平，比重越低说明其物流效率越高（现代化水平越

高）。2022 年广西全社会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继续下降至

14.1%，低于全国水平 0.6 个百分点。 

（三）物流枢纽通过数字化建设实现能力提升 

近几年北部湾港通过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持续提升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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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2023 年广西北部湾港货物、集装箱

吞吐量均居全国主要港口前十，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7 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位列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前列。北部湾

港货物吞吐量已由 2015 年的 2.2 亿吨提升至 2023 年的 4.4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于 2015 年的 142 万标箱提升至 2023 年

802 万标箱。 

三、物流数智化推动广西通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 

（一）通道空间发展路径	

一是推进数字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应用 5G、实物感知

技术建设通讯设施，部署仓储、加工、闸口管理、检验等专

业系统，配套投入数字物流智能物联网设备，提高物流过程

的智能化水平。二是优化数字化通道管理模式。加强与东盟

国家的数字化通道合作，建立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物流等方

面的标准规范和协调机制，促进区域内的贸易便利化和物流

互联互通。三是创新数字化通道服务模式。立足中国—东盟

信息港引领作用，打造面向东盟跨境电商、跨境医疗、跨境

金融等平台，面向区内物流企业开展数据要素价值激发的试

点示范，推进“条数据”与“块数据”综合利用，提供个性

化、主动化服务。 

（二）通道时间发展路径	

一是构建通道时间管理体系。建立通道时间监测、评价、

预警、优化等机制及通道时间智能分析平台，实现通道时间

的动态管理和优化，降低通道时间成本，提高通道时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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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通道时间标准化建设。制定和实施通道时间标准，

规范和统一通道时间的定义、计算方法、监测指标、评价体

系，推动通道时间标准的国际认证和互认，提高通道时间可

比性、可信性和可控性。三是加强通道时间创新应用。探索

和发展基于通道时间的新型物流业态和商业模式（如跨境电

商、保税物流、冷链物流等），开发和利用基于通道时间的

新型物流产品和服务（如时效保障、时效保险、时效补偿等），

提高通道时间价值。 

（三）通道能力发展路径	

一是建设智慧物流枢纽。加快建设南宁、钦州、北海等

重要物流枢纽的智慧化改造和升级，探索建立我区与周边省

区的智慧物流合作机制，促进物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利

用，形成区域内的智慧物流联盟和共同体。二是推进智慧物

流管理。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开发建立智慧物流管

理系统，提供物流方案决策、物流数据共享等功能，实现物

流过程的自动化、透明化和可追溯性。三是促进智慧物流创

新。加强物流产业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鼓励创新型企业

开展无人配送、共享仓储、跨境电商等新兴业务。同时，加

强对物流科技创新的投入以及对物流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

升创新能力。 

 

（执笔人：覃维军，蔡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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