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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发展五大外向型数字产业面临的挑战
及建议* 

 

当前，广西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外向型数

字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区经济开放发展。然而，广西外向

型数字产业面临着数字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集群统筹缺位等

挑战。建议从跨境数据流动机制、基础设施升级、打造跨境

产业品牌、资金支持、引培数字人才等六方面推进我区发展

五大外向型1数字产业。 

                                                        
* 本研究系《广西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核心竞争力重点任务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五大外向型数字产业：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产业、医疗跨境数据产业、在线教育产业、特色互联网与软

件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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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临挑战 

软硬件配套基础薄弱。2023 年广西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6.0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加同比下降 11.20%2。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且

存在产业外迁、可替代性强等风险。数字产业链条协作欠佳。

我区外向型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部分关键环节企业

缺失，上游环节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产品

研发和生产能力有限，过度依赖外部供应，中游环节软件开

发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实力和创新能

力有待提高。下游环节应用场景开发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

政务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集群统筹缺位。我区对数字经

济产业园区管理缺乏整体政策方向引导，由各设区市自由发

展。广西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桂林等

地，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区域分布不均，部分设区市对数字经

济产业园区的界定过于宽泛、发展目标不明确，据不完全统

计，我区仅有 24%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存续企业数量超过 100

家，导致经济企业“集”而不“群”。数字产品国际竞争能

力弱。我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虽然有华为、

浪潮、腾讯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落户广西，但其核心生产研

发团队及服务团队未向广西布局，生产的显示器、手机等数

字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缺乏国际竞争力。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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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跨境数据流动机制，保障国际数字经济

合作“稳桥梁” 

向中央网信办申请在广西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工作

并争取相关政策支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试验区落地广西。

研究制定广西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制度，探索建立与东盟

各国在数据交互、业务互通、服务共享等方面的数字贸易规

则标准。开展“数据大使馆”制度研究，打造数据产业宜商

环境。以区内行业、企业数据跨境需求场景为切入口，开展

数据跨境流动先行先试，孵化一批跨境电商、跨境医疗、人

工智能、游戏出海等应用场景，在钦北防设立跨境数字经济

产业基地，为具有数据跨境传输需求的数字经济产业提供重

要支撑。建立健全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安全管理制度，规

划建设相应网络信息安全配套设施，落实数据跨境流动安全

评估审查制度，确保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 

（二）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升级，着力打通产业发展信息

“大动脉” 

优化提升网络性能。加强广西与国内外通信运营商合

作，优化国际通信网络结构，提升数据传输效率。重点发展

5G-A、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加快 6G、量子通信等技术研

发，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底座，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通信需求。

推进感知互联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部署广覆盖、大连接、低

功耗窄物联网，推动物联网规模部署与集成应用。满足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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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场需求。不断拓展服务种类和范围，如提供跨境专线、云

通信、数据安全传输等增值服务，满足不同客户个性化需求。 

（三）打造跨境数字产业品牌，筑牢广西数字经济“新

名片” 

围绕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的建设和发展，我区在发展

外向型数字产业应充分考虑对高速、低时延、易跨境的国际

通信服务有着迫切需求，且符合中国—东盟合作优势发展领

域，可重点发展跨境电商及跨境物流产业，依托北部湾港、

吴圩国际机场、钦州保税港区构建跨境电商物流枢纽，打造

海陆双向互通的便利化跨境电商口岸和贸易通道。打造水

果、汽车及零部件、螺狮粉等一批一站式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园区；发展医疗跨境数据产业，依托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

验区，试点开展医疗研究、药品研发等领域数据跨境流动安

全评估机制；发展在线教育产业，拓展海外面向中国的英文

教育以及马来语、泰语、菲律宾语等小语种教育，逐步做大

产业规模，形成双向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格局；发展特色互

联网与软件服务业，发展壮大面向东盟国家的多语种视频、

游戏和应用软件翻译、运营、服务外包、出口代理等产业。 

（四）加大资金支持，构建重点产业发展“强后盾” 

建议设立有关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

局周边及辐射区域的数字经济企业。该基金可用于支持企业

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市场拓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降低企

业创新风险，加速数字经济成果产业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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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融资支持。

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经济企业的

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

场进行融资，拓宽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

给予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提高

企业盈利能力。通过税收优惠，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数

字经济快速发展。 

（五）强化引培数字人才，激活跨境产业发展人才“新

活力” 

人才供需方面，政府和企业携手开展行业需求调研，利

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优化人才需求预测模型，通过数据

分析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演进路径，确定关键岗位

和技能需求。培养内容方面，重点关注数字技能与创新能力

培养，通过项目导向学习、实战演练和行业实习等形式培育

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模式、工

学结合教育模式及终身学习制度。 

 

（执笔人：吕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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