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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广西产业链聚链集群 
发展的对策研究1 

 

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全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大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

推行新型工业化。从产业结构、产业支撑、产业园区等角度

分析，发现产业链聚链集群效应难以发挥、科技创新支撑能

力不足、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阻碍产业发展。为此，

广西可通过提升产业发展效能、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强智

慧园区建设等多措并举，促进产业聚链集群成势。 

                                                        
1 来源于合作课题《科技赋能广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聚链集群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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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产业链聚链集群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一）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形成“1+N”顶层设计 

202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推动

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2024 年，广西出台《关于加快构建广西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意见》《广西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

《广西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形

成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N”政策顶层设计。在工业领域，

部署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保持每年统筹 400 亿元

资金支持工业发展力度不减，聚焦优势产业，集中优势资源，

打造若干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带动力

的支柱产业。 

（二）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实现产业链跨区域跨境协同 

广西具有沿海沿江沿边，联接大湾区、联接西南中南、

联接东盟，毗邻粤港澳大市场、西南中南大市场、东盟大市

场“三沿三联三市场”独特区位优势。作为面向东盟的前沿

与窗口、西部陆海新通道陆海交汇的重要门户，广西积极融

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不断把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以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为抓手，以高水

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

快构建“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东盟”跨区域跨境产业链

供应链，更好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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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 

一是工业规模持续扩大。2021 年至 2023 年，规上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 6.5%，形成钢铁、有色、食品 3 个三千亿和

石化、造纸与木材加工、电力 3 个两千亿产业，培育壮大了

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五百亿级新产业。二是

产业群链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1 年以来，累计培育自治区

级龙头企业 212 家、链主企业 70 家、单项冠军 109 家、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860 家，每年新增规上企业 1000 多家、总

量突破 1 万家。培育了首批 12 个广西先进制造业集群，累

计 11 个特色产业集群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是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码，每年组织

100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累计实施科技重大专项 120 个。

打造制造业创新平台，组建了首家自治区实验室，推进建设

24 家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新增培育了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139 家。累计新增超 500 多项重点新技术新产品，对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 50%，科技成果实现大规模工业化。 

二、广西产业链聚链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 

（一）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聚链集群效应难以发挥 

产业体系中缺乏高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紧密关联和高

度协同的产业集群。一是产业层次较低。广西产业体系中以

高耗能产业为主，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和初加工产业占比

较大，战略性信息产业比重较低。我区工业行业企业数量占

比前五的为：木材加工及木制品业（20.13%）、非金属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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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业（15.28%）、农副食品加工业（6.79%）、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业（4.48%）、汽车制造业（4.0%）2，这些产业处

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缺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限制产业

链的延伸和升级。二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足。链主型龙头

企业在促进产业集群形成、技术创新推广、中小企业配套发

展等方面，其牵引能力有限，催化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在链

主型龙头企业中，仅有 7.14%的企业成功跻身 2024 年广西企

业 100 强行列，仅有 20%进入 2024 年广西制造业企业 100

强3。三是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产业链上下游畅通的关键

是企业同步实现数字化，当前广西产业链内部的协同性较

差，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技术、资源等无法有效共享。

如机械装备、钢铁、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信息化水平不高、

数字技术应用不足等问题突出，难以形成高效协同联动。 

（二）产业支撑以传统要素为主，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 

在广西产业发展中，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

支撑仍占据主导地位，而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相对薄弱。一

是创新链断裂。广西的创新体系尚不完善，科研机构、高校

和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够健全，科研成果难以有效

转化为生产力。同时，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创新活动

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难以满足产

业链优化升级的需求。二是人才链短缺。广西数字人才数量

少、质量低，专业技术及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缺口大。目前，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整理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2024 广西企业 100 强发展报告》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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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仅有 12 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本科、16 所开设物联网专

业，数字经济领域求职人数占比仅为 9.72%。南宁、桂林、

柳州等地的高校资源分布不均，柳州作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

市，本科院校仅有两所。广西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平均工资

（222668 元/年）最高的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仅为全国同类职位平均工资的 0.66 倍，难以吸引和

留住数字人才。三是资金链不足。广西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研

发投入强度较低，创新链和产业链发展的支撑力不足。2023

年，广西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4（0.84%）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5%），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排名第

28 位5。 

（三）产业园区以传统模式为主，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产业园区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聚集效应不断

发挥。但目前产业园区运营以传统模式为主，产业链培育和

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创新服务生态尚未形成。一是高新产业引

进亟需加速。新能源、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培育仍需较长时间，并未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截止

2024 年 10 月，广西招商项目中高新产业项目占比约为

18.05%6。与黔中经济区相比，大数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等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二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产业

园区针对企业的服务以线下服务为主，没有构建线上服务平

台，管理服务未形成系统化、信息化，管理效率不高、资源
                                                        
4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与生产总值之比 
5 《2023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6 广西招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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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不合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困难、数据壁垒等问题突出。

三是产业智能化水平程度不高。园区产业主要以制造业为

主，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高，企业智能化改造进程

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产业链的延链补链缺乏智能化支撑，难

以实现产业链的高效协同和优化升级。 

三、对策建议 

（一）提升产业发展效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木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农

副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延伸产业链至精深加工领域。开展线上线下数字化

诊断服务，破解企业研发、生产、运营、管理、服务等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打造一批“智改数转”典型应用场景，加快

形成“一行业一标杆”。二是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鼓励

链主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发挥引

领作用，支持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

平台，开放共享场景资源，建立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机制，

推动中小企业围绕链主型企业进行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形

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三是加强产业链协同创

新。鼓励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

研发、市场拓展和供应链管理等活动。通过构建信息共享、

资源互补、利益共享的协同创新网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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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四链”深度融合 

一是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建立企业、科研机构、高

校产业技术联盟，让企业根据技术发展与市场的需求“出

题”，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联合技术攻关“答题”，实现科技

成果的快速突破。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成

果转化，整合多领域的科研力量，连接政府、学术界、产业

界等资源，形成“理论探索—基础研究—工程化中试—产业

化”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二是围绕产业链培育人才链。围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建立区内高等职业院校

专业与产业供求关系的专业谱系图，校企联合“订单式”培

养未来技能人才。三是围绕产业链对接资金链。加强科技创

新投资力度，协同金融机构支持科技金融创新，创新适应科

技企业特征的专属信贷产品，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未

来产业的经营主体。 

（三）加强智慧园区建设，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协同 

一是加速高新产业引进与培育，构建服务生态。加大对

新能源、大数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产业

的招商力度，制定税收减免、资金扶持、人才引进等优惠政

策，加速高新产业项目的落地和聚集。建立创新孵化平台，

提供研发、测试、融资、市场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加速科技

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二是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管理效能。以产业生态打造为重点，构建综合管理平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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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平台、产能共享平台、融资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企业

生产运营、园区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创建智能

化产业园区，促进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有企业集中向企业聚

集，由资源招商向形成品牌转变，引领带动产业聚集发展。

三是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通过提供

技术咨询服务、智能化诊断、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引

导和支持入驻企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推动产业链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等关键环节的智能化升级。鼓励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技术创新、市场

拓展等活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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