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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显示我区智慧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建议强基建、优产业、育人才 

 

2024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4 部门印发《关于深化

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为新

时期智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本报告基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广西智慧城市相关企业工商登记、研发专

利、项目招投标等共计约 180 万条高频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发现，我区智慧城市发展呈现项目投资稳步增长、相关企业

加速集聚、创新活力不断涌现、应用建设成效积极等四大亮

点，但仍面临数字新基建偏弱、重点产业发展不足、人才支

撑作用有限等三方面挑战，建议强基建、优产业、育人才三

管齐下深化我区智慧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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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智慧城市建设蹄疾步稳、势头向好 

（一）智慧城市项目投资规模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我区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招标项

目数量不断上升，截至 2024 年 6 月，招标项目数量已累计

超 19.8 万项。分地市来看，南宁、百色等 7 地市智慧城市领

域招标项目数量均超过 1 万项。其中，南宁达 5.4 万余项，

远超其他地市（图 1）。从招标金额来看，招标金额位于 100

—500 万元的项目占比最高，达到 43%；招标金额位于 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数量超 3500 余项，较 2019 年增长 136.7%。

从行业分类来看，工程建筑、服务采购、通讯电子、机械设

备、交通运输等领域相关招标项目总量排名前五，合计占广

西智慧城市相关领域招标项目总量的 71.9%1。 
 

图 1  2019—2024年 6月我区各地市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招标项目数

（单位：个） 
 

                                                        
1 招投标数量、金额及行业分布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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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城市相关产业企业加速集聚 

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我区智慧城市相关企业2数量快速

增长，截至 2024 年 6 月，现存智慧城市相关企业数量已超

6.9 万家。从区域分布看，作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先发地市优势明显，智慧城市相关企

业增量和存量均较多。其中，南宁累计新增智慧城市相关企

业数量最多，达 2.78 万余家，占比 51.6%。从注册资本规模

看，注册资本为 100—1000 万元的企业占比最高，达 63.9%；

1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比次之，为 21.7%。分行业看，智慧

城市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

售业、建筑业等细分行业（图 2），占比分别为 32%、22.9%、

17.5%、15.2%及 3%，累计占比达 90.6%3。 
 

图 2  2019—2024年 6月全区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新增企业行业分布 

                                                        
2 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等权威部门提出的“智慧城市”相关概念为根本遵循，

结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对于我国发展智慧城市的重大战略部署，综合自治区智慧城

市实践成果，归纳形成了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在内的智慧城市技术层面

关键词和智慧城管、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口岸、智慧文旅等在内的智慧城市应用层面关键词，以此

通过界定企业经营范围筛选出我区智慧城市相关企业。 
3 企业数量、注册规模及分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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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城市领域创新活力不断涌现 

专利大数据显示，自 2019 年以来，全区智慧城市及相关

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专利申请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2019—2023 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比重均超过

65%，2023 年达到 86.76%（图 3）。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

区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专利申请量超 2.1 万件，其中 45.35%

的专利申请来自区内各企业，院校和研究所、个人分别排在

申请人类型的第二、三位，分别占比 34.76%、16.12%，企业

在创新活动中持续发挥主体作用、引领作用4。 
 

图 3  2019—2024 年 6 月全区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专利申请情况 

（单位：件） 

（四）智慧城市应用建设持续发力 

近年来，我区因地制宜建设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南

宁市重点打造“爱南宁 APP”，在全国率先推出“智慧人社”

                                                        
4 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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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智慧应用，加快打造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南宁模式”。

柳州市鱼峰区率先启动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服务平台“鱼峰

乡村钉”，通过在区、镇、村、组、户五级打造数字治理体

系场所及平台，为村民提供全方位数字化公共服务。桂林市

打造“一键游桂林”智慧旅游平台，推进“实景三维桂林”

建设，以“智慧旅游”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口和信息产业

增长点，带动智慧农业、智慧交通等一系列智慧产业发展。

贵港市在全国率先探索采用PPP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智慧城

市，按照“1+2+4”模式（即一套体系、两层平台、四类应

用），初步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

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机制。钦州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

平台优势，推进华为云计算中心、数字城管等一批重点项目

建设，基本形成以“智慧城管、智慧民生、智慧产业”为体

系的智慧钦州。玉林创新打造“玉侨子午线”智慧平台，支

持容县建成“智慧侨乡”云计算数据中心，实现全县数字基

础设施、视频图像监控资源的集约化建设和共享使用。 

二、我区智慧城市建设仍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数字新基建底座仍需夯实，创新基础设施短板明显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型基础设施

竞争力指数（2023）》5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各省市自治

区新型基础设施竞争力阶梯分布明显，“东强西弱”局面仍

然存在，广西得分 74.12 分，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77.08 分，

                                                        
5 指数得分在 60—100 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果越好、竞争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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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全国第 21 位、西部第 5 位（图 4）。从分项指标来看，

广西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项得分

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创新基础设施评价仅得到

70.9 分，排名全国第 26 位、西部第 8 位。 

图 4  2023 年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得分情况 

（二）智慧城市重点产业发展仍显不足，相关企业规模

偏小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智慧城市的发展基础。2024 年 1—

5 月，我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达 224.4 亿元，仅占全国

（49317 亿元）的 0.45%6，行业收入体量规模较小。我区智

慧城市重点领域产业基础仍较为薄弱，对智慧城市建设发展

支撑力不足。数据显示，2019 年以来，我区智慧城市领域新

设企业注册资本规模主要集中在 1000 万元以下，占比高达

87.5%。从企业规模变化趋势看，1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比不

断上升，由 13.9%升至 52.5%。100—1000 万元及 1000 万元

                                                        
6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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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相关企业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22.6 及 16.1

个百分点（图 5）7。我区智慧城市领域企业主要是以小规模

企业为主的快速集聚，企业综合实力较弱，难以支撑智慧城

市深度发展。 

图 5  2019—2024年 6月广西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新增企业注册资本

规模分布 

（三）智慧城市高端人才承载能力较弱，人才支撑作用

有限 

当前我区智慧城市领域产业人才发展仍存在渠道窄、待

遇偏低等问题，制约我区产业升级发展。互联网招聘数据显

示，2024 年上半年，在西部地区 12 个省区市中，我区本科

及以上学历智慧城市领域岗位平均薪资为 13441 元，在西部

地区排名第五位，低于西藏、四川、陕西、重庆，我区相关

领域招聘薪资缺乏优势，行业人才吸引力有限。产业内部优

质岗位供给偏少，高学历人才承载能力较弱。从岗位性质来

看，我区智慧城市领域招聘岗位中产品经理、技术工程师等
                                                        
7 智慧城市及相关领域新增企业注册资本规模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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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岗位较少，而渠道销售、客户关系等非研发岗位占

比相对较多。招聘岗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招聘占比仅为

53.6%，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七位，显著低于陕西（74.4%）、

重庆（72.1%）、四川（70.3%）等地8。我区智慧城市领域高

质量就业岗位亟待进一步扩大，避免产业承载能力低与高端

人才流失造成恶性循环。 

三、对策建议 

（一）夯实智慧城市根基，加快完善数字基建布局 

稳步推进 5G、千兆光网、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动云边端一体化发展，积极融入

全国算力一体化网络和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促进数据中

心、智算中心等绿色、低碳化升级，为智慧城市提供算力支

撑；加强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应用场景研发，支持有条件的

城市建设“城市大脑”，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提升数

字技术在乡村的开发、落地和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

搭建乡村智慧管理平台，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二）协同智慧城市建设，稳步提升产业综合实力 

借助智慧城市建设契机，推动智慧城市与智慧产业协同

发展，参照北京、深圳等地做法，将智慧城市产业单独列为

独立门类，并将其作为细分领域进行重点扶持。结合各城市

区域特征、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培育

壮大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吸引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聚，鼓励

                                                        
8 招聘岗位和薪资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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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本土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提炼本地企业智慧化服务经

验。推动智慧产业与绿色低碳、新兴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推

进智慧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一批新型智慧产业。 

（三）释放智慧城市潜力，持续激活人才发展动能 

建议“双轮驱动”不断优化人才队伍。一方面，强化人

才培养。借鉴北京、深圳等地经验，制定适应广西智慧城市

等发展要求的人才战略，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城市信息模型等关键技术人才培养力度。支持有条

件的高校面向智慧城市建设开设新型交叉学科，探索校企订

单、定制、定向式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完善人才引进。

深化人才“一把手”工程，出台更多可操作、好操作的留才

政策，精准对接引进智慧城市相关人才。举办具有影响力的

智慧城市展会或高峰论坛，促进项目落地、资金落地、人才

落地。 

 

（数字经济课题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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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获取

更多决策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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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