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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鲲鹏计算产业稳步发展 

但仍存在三个不足1
 

 

近年来，广西以鲲鹏技术体系在各行业各领域推广应用

为主要抓手，加快发展鲲鹏产业，在应用推广和生态建设等

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适配应用广度深度有待拓展、

产业集群化程度不高、人才储备不足等三个不足。 

一、广西鲲鹏计算产业稳步发展 

一是应用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 2024 年 6 月底，

                                                        
1 本研究是《广西鲲鹏计算产业生态发展白皮书（202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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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累计完成 468 个鲲鹏解决方案适配认证，发放鲲鹏兼容

性认证书 528 份，相比 2022 年底增长 28%，21.4%，主要集

中在政务、教育及通信领域。2023 年，广西拓展智能制造、

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完成 11 个解决方案适配认证，占全

年适配认证总量 15%。二是产业生态不断优化。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广西已汇聚 366 家鲲鹏生态核心成员单位，相比

2022 年底（185 家）增长近一倍。累计发放财政资金 9000

多万元，支持鲲鹏示范应用项目 161 个，撬动企业投资超 3

亿元。三是人才质量有所提升。截至 2023 年底，广西累计

培养鲲鹏人才超 1 万人，同比增长 31.6%，覆盖企业 300 余

家、院校超 30 所，建成鲲鹏实训室 2 间，超 2500 人通过鲲

鹏相关职业技能认证。 

二、广西鲲鹏计算产业发展存在的三个不足 

一是适配应用广度深度有待拓展。目前广西鲲鹏软硬件

技术体系在政务、教育、电力、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已

实现应用，共汇聚适配企业 366 家，累计发放鲲鹏解决方案

适配认证证书 528 份。但与西南省市相比，低于四川（640

和 983）和重庆（682 和 938），与北京（900 和 1500）、广州

（1755 和 1000）、江苏（680 和 1600）等先进地区存在较大

差距。 

二是产业集群化程度不高。从产业链分布看，广西鲲鹏

计算相关企业主要布局在产业链中游的整机、服务器环节，

参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企业较少。从产业链基础环节看，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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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整机生产以组装为主，配套部件供应链不够成熟，关键核

心部件制造能力有待提升。从地域分布来看，区内各地市发

展基础不同，资源分配不均，各地市鲲鹏计算产业之间难以

形成有效协作和联动。广西鲲鹏适配方案主要集中在南宁、

桂林、柳州、贺州 4 个地市，占比达 94.34%，其他地市的鲲

鹏认证适配方案数量仍较少。 

三是人才储备不足。目前广西鲲鹏人才培养主要针对区

内在校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开发者，截至 2023 年底，广西

累计培养鲲鹏人才超 1 万名，但与广东（超 2.9 万）、北京（超

2 万）、黑龙江（超 1.4 万）、四川（超 1.34 万）等地区仍存

在较大差距。鲲鹏&昇腾原生人才高校促进计划处于起始阶

段，面临人才培养周期较长，需要长期投入资源等问题，具

有鲲鹏知识储备及实践经验丰富的产业导师和技术专家等

外部人才引进力度不足。 

三、对策建议 

（一）打造全链全栈服务能力的产业生态	

一是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支持鲲鹏产业软硬件

企业推进鲲鹏技术产品研发升级、生产、销售。加快建设昇

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为技术转化落地提供先进算力支

撑。二是形成完备的产业支撑力。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引进

培育一批骨干型、平台型及“专精特新”型企业，提升整机

生产制造、认证测试、销售服务、供应链管理等产业能力。

三是发挥产业生态效应。依托中国—东盟鲲鹏生态创新中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 4 — 

心，举办产业对接会、行业论坛等生态活动，吸引科研企业

落地广西，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二）深化鲲鹏技术使能行业的应用示范	

一是拓展适配应用的广度深度。挖掘鲲鹏技术体系在电

信、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推动关键领域的数字化

转型和国产化替代。推动存量业务系统与鲲鹏技术体系的适

配工作，鼓励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网络信息基

础设施采用鲲鹏软硬技术体系。二是打造应用标杆。加快对

政务系统、国有企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及生产运营等应用示范落地，通过示范项目展示鲲鹏技术的

实际效果和优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三）加强鲲鹏计算生态合作的区域协同	

一是探索面向东盟的鲲鹏生态产品应用。充分利用东博

会、计算峰会等重要开放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对接交流。

依托大赛设置东盟赛道，开展技术交流与培训赋能。面向东

盟重点发展领域，培育、孵化、推广基于鲲鹏技术体系的数

字化应用，发展基于鲲鹏技术体系的东盟小语种基础软件产

业。二是促进区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协同行业资源，联合关

键基础设施行业企业推进适配中心建设，赋能提升鲲鹏生态

创新中心及市级分中心服务质效。联合区内外鲲鹏产业软硬

件上下游单位，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调优，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信创解决方案，拓展鲲鹏计算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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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赋能鲲鹏产业链条的人才体系	

一是加强人才储备。推动高质量本科院校落地“鲲鹏&

昇腾产教融合育人基地”，与区域高校建立实训平台和高校

课程学分体系，打造更多高校人才培养样板点和教学示范基

地。二是推动职业发展。面向在职工程师，开展职业培训和

竞赛活动，鼓励广大开发者开发、移植和优化应用，丰富软

件生态。三是构建能力建设生态。推广鲲鹏云服务为开发者

提供学习、认证、开发和支持的全方位服务，加大对接和梳

理广西鲲鹏生态链企业人才需求，搭建企业高校人才纽带，

打造“教—学—研—用”为一体的教学正循环体系。 

 

（执笔人：覃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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