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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广西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 

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广西作为我国西南

部重要农业省区，粮食产业的发展对于保障区域乃至全国粮

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广西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面临

三大制约因素，亟待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

级，确保粮食产业链稳定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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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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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粮食产业全链条发展稳中求进 

（一）供应链实现稳产高产 

一是粮食种植面积与产量稳步增长。近年来，广西高度

重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实施一系列惠农政策激发农民种

粮积极性。广西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连续四年实现“双增

长”。据统计，2023 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 4252.08 万亩，

同比增加 8.1 万亩，总产量达到 1395.36 万吨，同比增加 2.2

万吨1。二是粮食高产优质品种应用规模扩大。广西大力培育

和推广优质稻种，实施水稻、玉米育种联合攻关，2023 年审

定水稻种业新品种 143 个，其中优质稻占比 84.6%，同比增

加 5.2 个百分点2，有效提升广西粮食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三

是农业种植机械化与智能化程度显著提升。2024 年，广西农

机具拥有量突破 836 万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提升至 69.8%3，广西应用农用无人机 7000 多台4，无人驾驶

插秧机、无人驾驶水稻直播机等智能化生产设备逐步推广应

用，进一步推动粮食供应链的稳产高产和可持续发展。 

（二）生产链聚焦提质提效 

一是优化升级加工产业。广西积极引进先进加工设备和

技术，推动粮食加工高效、精准、绿色。例如，益海嘉里（贵

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引进原粮恒温恒湿系统、筒仓雷达系

统等智能化设备实现大米加工关键节点自动化和智能化控

                                                        
1 数据来源：《夯实“耕基” 筑好粮仓——广西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粮食产能掠影》 
2 数据来源：《广西筹资 15.2 亿支持现代种业振兴 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 
3 数据来源：《聚焦农博会：广西现代农业新实践 开启富农强农新篇章》 
4 数据来源：新华网《广西：机械化智能化为农业生产插上科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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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保证产品品质稳定新鲜。二是持续完善物流体系。广西

积极推动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全力推进中国—西部（钦州）

沿海粮食产业园、全州县桂北粮食仓储物流中心等项目建

设，形成区域性粮食物流园区。三是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引

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推动粮食加工、储

备、物流等环节的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控制。例如，广西建

设“5G 智慧粮仓”管理平台，利用 5G、物联网及云计算等

新技术，实现粮仓监管的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三）消费链持续拓宽拓实 

一是拓展市场渠道。通过增设直销点、扩大超市合作等

优化线下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拓

宽销售范围，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模式。如广西

粮运集团与广西供鲜社签署广西放心粮油连锁经营加盟协

议等。二是强化品牌建设。通过举办或参加各类粮食展销会、

推介会等活动，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如在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上展示广西香米的独特品质和优

势，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三是布局国际市场。广西积

极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粮食产业链，通过举办中国—东盟农

业合作论坛、农业国际合作展等活动，促进区域内农产品贸

易的投资与合作，积极融入东盟与中日韩（10+3）大米紧急

储备机制，深化与东盟的应急粮食和物资储备合作，进一步

拓展广西粮食市场的国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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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三大瓶颈制约广西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 

（一）数据融合机制不健全，制约链条韧性提升 

一是数据整合不充分。广西粮食产业链信息化建设处于

起步阶段，粮食产业链数据识别、采集、归集、管理等规范

体系不健全，政府及企业间信息壁垒明显，种子、农药、种

粮技术等粮食行业公共服务数据共享难，抑制了粮食企业等

市场主体参与数据共享的主动性，不利于形成多元化粮食产

业链数据共享机制。二是数据资产化进程缓慢。广西粮食产

业链数据报表“数字”多，可采集“数据”少，数据分散且

连续性不高，产业链大数据未统一归集，数据资产管理、权

责关系、标准管理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数据资源资产化条件

不成熟，限制了粮食产业链数据资产转化效能的发挥，进而

影响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 

（二）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支撑产业链发展难 

一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广西大数据中心、工

业互联网、云平台等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地域覆盖深度和广度

不足，智慧农机信息采集、空天定位导航等融合基础设施较

少，粮食产业链数据共享缺少载体平台。二是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化改造偏慢。高标准农田、物流运输、粮食仓储等传统

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资金投入大、周期长、收益率低。部

分地市政府受财力限制难以有效落实配套资金，导致传统基

础设施数字化改造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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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技术应用不深入，全产业链技术融合度低 

一是全域技术互融程度不够。广西粮食产业链数字化转

型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技术有限集中于生产加工、运输等

环节，尚未实现全产业链覆盖，不同县域、地区间的数字化

水平差异明显。二是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不足。粮食产业链尚

未全面融入数字化新形态，粮食育苗等关键领域的数字化赋

能应用场景有待挖掘。粮食育繁推一体化、农田物联网传感

器等数字化技术供给不足。三是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不

强。广西在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应用智能分析预测、

精准农业管理、区块链追溯系统等先进技术的普及率较低，

粮食产业发展缺乏具备数字化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 

三、数字化赋能广西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对策建议 

（一）搭建粮食产业链数据融合机制 

一是建立数据整合机制。统一数据管理规范，打破数据

烟囱，推进粮食全产业链数据互联互通。优先整合上游环节

数据信息，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加快数据立法进程，细化信

息技术领域标准和规范。二是建立数据资产化机制。分领域、

分行业建立粮食产业链数据库，加快数据确权和数据资产管

理体系建设。利用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加大数据资源开发力

度，围绕多场景应用开发挖掘粮食产业数字资产，提高产业

链韧性。 

（二）共建粮食产业链数字基础设施 

一是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联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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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中心、粮食加工云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解决核心农

业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发挥专项资金引导功能，形成

多元化投入来源结构，做好战略布局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二是共建数据载体平台。建立粮食产业链大数据集成平台、

产业数字化协作平台，推进数字化服务“一网通”。合理布

局农村数字化信息工作站，提高数字化服务效率。三是加快

传统农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

措施，鼓励和支持传统农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 

（三）高效应用粮食产业链数字技术 

一是建立广域数字技术应用体系。加快数字技术在粮食

产业链上中下游的深度应用，推动不同环节和领域数字技术

深度融合发展。建立多级数字技术服务体系，推动数字技术

资源的多级共享和应用，缩小地区间数字化发展差异。二是

建立聚焦关键领域的应用体系。锚定数字技术前沿，建立企

业需求主导、政府引导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及创新体系。聚焦

种植、仓储等关键环节，加大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力度。建

立前沿数字技术动态适应性保障机制，避免资源过度配置。

三是加强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机

制，鼓励和支持科技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整合资源，开设

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立粮食产业人才孵化和培训基地。通过

财税补贴、住房保障等方式，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四）构建粮食产业链数字化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一是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建立政府、种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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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企业、农户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共同参与的数

字化治理机制。政府在数据融合规则制定、价值目标引导等

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他主体发挥各自优势，提升数字化治

理效能。二是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决策机制。将数字技术深

度嵌入政策制定和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建立分级分类决策

体系、自适应决策机制等。强化数字技术在灾害天气预警等

方面的应用，提升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 

 

（执笔人：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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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http：//gxxxzx.gxzf.gov.cn/ 
扫描二维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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