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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赋能产业 

升级对策建议* 
 

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发展里程碑的技术革新，

为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创造更好的发展机遇。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

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广

西应主动适应“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大应用”的人工智

能产业竞争格局与发展趋势，围绕当前面临的数据、算力和

应用三大瓶颈，以“人工智能+”叠加“数据要素×”牵引

                                                        
* 本研究系《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202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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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

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一、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数据、算力和应用是三个至

关重要的要素。广西人工智能产业虽然在智能制造、智慧农

业、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海洋、智能汽车等领域取得

新成效，但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人工智能为

引擎的新质生产力，这三个要素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面临数据壁垒。 

一是数据资源“缺统筹”。政务数据方面，系统重复建

设现象普遍，复用机制欠缺。行业数据方面，例如医疗、金

融、糖业、汽车等重要行业，缺乏大规模高质量行业公开数

据集，无法促进行业内数据共享。二是数据底座“待增强”。

全区统一的数据治理标准和数据供给保障机制不完善，无法

形成高质量的数据供给体系，难以有效支撑跨领域、跨系统、

跨业务、跨场景的重大应用。如近日国家数据局发布 20 个

“数据要素 x”典型案例及 7 个国家级数据标注试点基地，

广西均没有入选。三是支撑体系“待完善”。共性应用支撑

体系的人脸库、算法库、组件库、应用库等尚未建立，高质

量重要行业领域基础知识库、数据库、资源库缺乏，无法支

撑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 

（二）面临算力困境。 

一是算力资源“用不完”。广西投入使用的数据中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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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规模≥100 个标准机架）机架平均上架率不足 50%，与全

国 58%以及 10 个“东数西算”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65%的平

均上架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二是算力资源“用不起”。广

西传统数据中心运营成本高，能耗矛盾突出。如用电价格，

广西 2023 年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到户电价约为 0.783 元/

千瓦时，与贵州贵安新区、云南、广东韶关数据中心到户电

价 0.35、0.489、0.612 元/千瓦时相比，价格明显偏高。算力

资源“用不深”。广西数据中心业务主体仍是政务数据治理

为主，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业务占比较低，算力赋能产

业发展不充分。 

（三）面临应用瓶颈。 

一是政策支撑体系不完善。从赛迪发布的《中国人工智

能区域竞争力研究（2024）》数据显示，广西人工智能人才

水平全国排名第 19 名、人工智能产业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名

全国第 21 名，产业发展处于跟随阶段。需要更多适应人工

智能新技术发展、人才培育和产业变革的政策导向，明确更

为体系化、系统性的产业发展指引，促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

务千行百业。二是企业引领发展不够强。广西人工智能企业

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整体实力排名全国第 26 名1，龙头

企业牵引作用亟待进一步加强。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

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公告显示，全国已

有 14 个省 117 家“大模型”成功备案。广西尚无相关企业

                                                        
1 赛迪顾问：《中国人工智能区域竞争力研究（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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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品备案，综合服务能力强的系统集成服务商相对缺乏，

核心技术能力不足。三是规模推广应用不够深。目前训练时

间在两个月左右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成本估计在几千万

元，过高成本导致面向市场、面向大众时商业价值大打折扣，

广西大多数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都是点状的、实验性质的、

局部的创新，无法快速实现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 

二、对策建议 

（一）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策略和政策设计。 

优化发展策略，以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

线，以场景应用为牵引，聚焦重点制造业、服务业、特色农

业场景需求和智能产品供给，布局人工智能通用和行业大模

型，引导错位竞争，打造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带动力的支柱

产业。完善应用策略和推进路线，遵循先易后难、先简单后

复杂的原则，明确在不同行业部署的优先级和应用重点，加

快构建人工智能应用的试错机制。促进优秀组件、应用成果

快速、可靠、低成本地复用推广，实现“一地创新、多地复

用”。完善政策支持，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机制，

发挥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以及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专项资金及

基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大对人工智能企业

创新与人才引育的投入力度，支撑全区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强化区域竞合，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海南

自由贸易港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引进培育一批人工智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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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加大算力、数据、场景支

持力度。在安全的基础上，加快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技术设

施的开放、互通与创新应用。 

（二）强化高质量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供给。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以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为突

破口，推动建立数据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

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分类施策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

据、个人数据开发利用。加快建设数据确权登记、公共数据

运营和数据流通监管等基础支撑平台，实现与现有的数据管

理类平台对接。对开放共享数据实行清单管理，按需对高频

应用和高价值数据进行治理。开展社会数据“统采共用”，

推动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协同共享。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合

作，引进和培育一批数据商和专业服务机构。加强数据资产

管理，开展数据要素价格监测工作，推动数据资产入表，完

善我区数据交易体系。探索打造行业数据空间。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数据要素 X”三年行动计划，在智慧农业、智能制

造、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 12 个领

域加速数据要素供给和流通使用。依托现有自治区共享交换

平台、自治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智桂通”公共数据运营

平台、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公共数据采集、共享、运营、

交易平台，重点在自然资源、交通、农业、工业、电力等 6

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领域研究构建行业知识库和数据

集，探索打造一批典型行业数据空间，推动数据在不同场景

中发挥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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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算力新生态。 

优化智能算力供给。推动算力电力协同布局，加快源网

荷储一体化技术、液冷双通道技术在数据中心的应用，降低

算力运营成本。鼓励企事业单位参与智算中心建设和运营，

围绕应用场景部署边缘算力，形成特色化、规模化先进算力

供给体系。加强行业算力建设布局，满足工业互联网、教育、

交通、医疗、金融、能源等行业应用需求，支撑传统行业数

字化转型。打造高效算力网络。加快 IPv6+等技术应用，促

进数据中心、云计算和网络协同发展，不断提升数据中心间

网络传输质量和服务体验，实现网络传输智能高效、灵活敏

捷、按需随选。积极融入国家“算力高铁”大通道，以南宁

作为南部通道站点，连通广东、贵州、云南、成渝、贯通至

西藏东南部，推动各区域数据中心横向直连互通。加速布局

算力调度。以公共智算中心算力为基础，引导并鼓励企业、

科研机构等市场算力接入平台。创新统一并网、统一调度、

统一运营、统一规范等算力调度模式，推动广西算力资源实

现“一点接入、随用随取”。积极拓展“算力券”应用场景，

鼓励有关单位采购智能算力云服务促进算力消纳、减轻中小

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开展数据和算力交易的积极性。 

（四）深化人工智能多场景创新应用建设。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加速创新创景赋能。鼓励政府+企

业+协会+服务机构多主体打造自治区级－地市级－行业级

等多层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供需对接平台，实现技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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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应用等资源对接，提升供需匹配效率。推进“人

工智能+公共服务”，赋能社会智能化发展。推进智慧医院、

智慧康养和智能公共卫生服务建设。打造虚拟课堂、智能教

育助手等创新场景，建设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校园。推进政务

领域大模型落地应用，升级智能政务。推进“人工智能+城

市治理”，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加快智慧交通建设，持续

推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在舆情监

测、犯罪预测预防、应急处置、消防监管、食品安全监管、

建筑施工安全等领域，开展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监测预警

等人工智能应用。推进“人工智能+千行百业”，赋能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结合不同行业的基础条件和数据禀赋，重点

围绕汽车、机械、钢铁、有色金属、糖业、石化化工等传统

优势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探索打造一批行业大模型创新场景。加快智能家电、智能手

机等智能产品和装备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提升人机交互能

力，加快量大面广的新型智能消费终端迭代，推动人工智能

与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等技术结合，研发面向未来产业的

下一代智能终端产品。 

 

 

                                  （执笔人：韦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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