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60 期（总第 280 期） 

 

 

 
 

数字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好因素累积增多 

——2024 年三季度广西数字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2024 年三季度，广西数字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核心产业

快速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增

速显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5G 基站高速增长。新兴领域如

信息处理、存储及互联网数据服务成为新增长点，营收大幅

攀升。数字经济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园区经营活力增强，

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潜力。但也存在重要产业发展

活力持续下降、数据要素释放不足和人才供需错配等问题需

引起重视，对此广西应通过深化政策支持与服务、强化数据

资源价值开发利用、优化数字人才流动与培育体系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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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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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总体平稳增长 

（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稳定发展 

数字经济主要行业处于较快增长态势，激发经济发展势

能。全区电信业务总量（上年不变单价）完成 382.5 亿元，

同比增长 1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7%）0.9 个百分点。

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340.5 亿元，同比增长 2.6%1。三季度全区

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 16.9%，

比去年同期高 36 个百分点（去年同期-19.1%）。其中，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4.0%，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同

比增长41.1%，比去年同期高57.3个百分点（去年同期3.4%）。

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总体来

看，核心产业指标稳中有进。高技术产业2创新驱动新质生产

力提速发展。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 10%，

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 7.6 个百分点，占全区开票金额比重比

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态势，加

速聚集数字经济发展动能。 

（二）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日益完善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三

季度，广西新建成 5G 基站 2.31 万座，5G 基站累计达 12.96

万个，同比增长 38.2%。光缆线路总长 347.49 万公里，互联

网省际出口带宽 5566 万兆，全区在用、在建互联网数据中
                                                        
1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2024 年三季度广西信息通信业发展情况通报》 
2 统计说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

(2013)》，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

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中的高技术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

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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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28 个。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至今累计交易额达到 5 亿

元。这些数据表明，广西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字化

人才供应量维持高位加快凝聚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力。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求职人数 9039 人，占比 15.23%，为

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行业，表明大部分人才向数字经济产业集

聚，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数实融合加速推进协同发展 

信息技术高速增长拉动服务业新动能持续壮大。随着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拓展应用，制造业信息

化和数字化转型加快，现代服务业通过价值链延伸、模式创

新等方式推动制造业向更高层次转型升级，服务业和制造业

加快融合。2024 年前三季度，广西规模以上信息处理和存储

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2.5%，互联网数据服务增长

77.0%，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增长 31.2%，软件开

发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6%3，拉动服务业新动能高速增长。

智改数转加速推进数实融合发展。前三季度，广西建成 4 个

工业互联网二级标识解析节点，实施“智改数转网联”等数

字化转型项目 500 个以上，累计培育自治区级智能制造标杆

企业 37 家、智能工厂 338 家、数字化车间 277 家，打造自

治区级标杆示范应用场景 288 个，超过 4000 家4规上企业实

施“智改数转”等技术改造。数实融合不断催生出业务新增

长点，带动业务收入持续提升。 
                                                        
3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李洁芳：前三季度广西服务业新动能持续壮大》 
4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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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发展活跃 

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稳健增长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截至 9 月，广西数字经济相关企业5总量超过 1.83 万家，同

比增长 2.3%，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创造

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带动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全

区高技能人才总量 187.16 万人，占全区技能人才总量 22.2%，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岗位供应占比 15.23%6，占比

持续增大，拉动全区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素质提升，促进人力

资本的有效积累。数字经济园区的经营活力提升表明产业集

聚效应凸显。高频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园区经营活力指数同

比增长 103.24，比上半年高 13.78 个百分点7。2024 年 1—7

月新引进“四类 500 强”“独角兽”“瞪羚”和专精特新等强

优企业数量 106 家，其中有 93 家具有高新科技背景，这些

高新科技企业大多集中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前沿领域，它们的聚集效应有助于形成完整的数字经

济产业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效应加速释放。 

二、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三大问题 

（一）重要产业发展活力连续三个季度呈下降趋势 

三季度，广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开票金

额 626.41 亿元，同比下降 3.4%，已连续三个月呈下降趋势。

由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组

                                                        
5 统计说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是指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以数据为关键资源，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信

息、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价值增值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 
6 数据来源：广西人才网数据 
7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高频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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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开票金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影响数字经济的增长放

缓。行业收入的持续下滑被视为负面信号，导致投资者对该

领域的投资更加谨慎，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投资额同比下降 26.3%。市场投资信心减弱将进一步

影响到未来的投资流入和行业扩张。广西应持续加大惠企政

策力度，提振市场投资信心。 

（二）数据要素活力释放不足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前三季度，广西数据交易量为 218.5 万条，同比大幅下

降 98.38%，且降幅较上半年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数据交易

金额 1579.85 万元，环比下降 45.23%。数据显著下滑主要受

到数据更新不及时、要素不全面以及关键字段缺失等问题影

响，导致数据共享的质量无法满足当前各部门业务精细化升

级的需求。此外，数据开发利用仍处于“单点探索”阶段，

缺乏系统性和规模化，整体开发应用程度亟待加强。面对这

一挑战，亟需通过提升数据质量和综合应用水平，推动数据

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高效利用，以驱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人才供需匹配度不高影响发展支撑力 

数字技术人才供需不均衡，结构性矛盾较明显。三季度，

IT/技术类岗位的供求比达到 19.458，特别是对于大中专院校

毕业生，供求比高达 44.299，这表明尽管有很多求职者，但

真正符合企业特定需求的高端技术人才相对稀缺，导致企业

在寻找合适的人才时遇到困难。广西的数字经济企业，尤其
                                                        
8 数据来源：广西人才网《2024 年第三季度广西人才网人才供求分析报告》 
9 数据来源：广西人才网《2024 年第三季度广西人才网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供求及薪酬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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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迫切需要引进具备高水平技能

的专业人士来引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包括顶层设计规

划以及实施复杂的高端技术改造项目等。如广西人工智能产

业相关企业 2447 家10，亟需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助推企业发

展，通过调研发现，符合特定高标准要求的高端人才招聘存

在显著难度。同时，广西高校培养的高端技术人才数量不足，

计算机专业博士相对较少，无法满足企业现实需求。叠加南

宁、柳州等设区市依托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了

大量优秀 IT 人才聚集；而数字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则面临严重

的人才流失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的困难。 

三、三大对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一）深化政策支持与服务，激发产业活力赋能数字化转型 

政策引领，强化奖补支持。常态化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

务，一线服务企业和项目，持续助企排忧解难。强化企业大

数据分析，精准定位符合享受惠企政策的企业，开展“点对

点”精准推送，“一对一”精确辅导，让政策“红利”真正

落实到企业。加大金融支持，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专门针对

数字化转型项目的贷款产品。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为初创企

业和中小企业提供种子资金。梯次培育，加强平台载体赋能。

加大工业互联网平台梯次培育力度，鼓励制造业企业、信息

技术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制造业数

                                                        
10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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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在开放共享的服务平台提供易于接

入的标准接口和服务，使得第三方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在此基

础上创建新的应用程序或服务。 

（二）强化数据资源价值开发利用，激活数据要素动能 

围绕数据“采—汇—治—享—用—易”全生命周期各个

环节，加快推动数据体系做大做强，一是建立分级分类管理

机制、统筹协调工作机制、标准规范体系和立法保障体系，

推进数据治理工作。二是落实国数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要

求，推进数据治理平台、数据空间、数据交易平台等数据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壮大数据跨境流通市场。三是提升数

据统一开放平台的用户活跃度与数据下载量，完善数据价值

挖掘机制、路径、方法，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潜能，发展

数据产业。 

（三）优化数字人才流动与培育体系，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强化公共服务，促进就业供需匹配。加快“数智人社”

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零

工市场，线上线下联动织密就业服务网，强化人才与用人单

位互动机制，精准促进就业供需对接；加强南宁、柳州、桂

林与其他设区市的数字技术人才流动缓解供需失衡。强化技

能培训，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针对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

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差距问题，鼓励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

学等设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高校根据

劳动力市场需求，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及培养方案；加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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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培训内容，促进产学

研结合，深化产业界、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培

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深化校企合作，推广订单式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引入龙头企业共建人才培养体系，推出“定

制化”培养模式，推广南宁学院与华为公司合作开设自主创

新鸿蒙技术微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产业需求和创新发展

为导向，培养更多符合创新发展的人才，让人才与区域经济

发展“相融相促”。 

 

（执笔人：朱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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