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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推进广西县域数字经济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

长点”。当前，数字经济是我国创新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

影响最广泛的领域，发展数字经济产业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方向。推动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对于带动广

西 111 个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现实

意义，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的重要举措。课题组经研究

发现，当前广西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主要依靠“四大模

式”，存在“三大不足”，“十五五”时期可以充分依托我区

着力建设“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的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 本研究系《新时期推进广西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方略》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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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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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一、“四大模式”推进发展 

经对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较为充分的县域进行分析，总

结得出广西县域主要采用“链主带动”“集群发展”模式推

进数字产业化发展，采用“平台支撑”“场景驱动”模式推

进产业数字化发展。 

（一）“链主带动”模式是有力抓手。受制于资金、技

术、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我区县域发展数字产业化，主要通

过“招大、引强”的招商引资方式，引来链主企业带动本地

区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如广西县域数字经

济发展总评分前 10 名1的县域中，江南区通过引进龙头企业

富士康，将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江南区第一主导产业，大力

发展网络通讯、智能网络终端产业；临桂区依托领益制造、

深科技两家龙头企业，带动智能制造上下游企业发展，形成

手机精密结构件制造、部分华为和荣耀手机组装的产业链，

临桂区 2023 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量接近 120 家，增速排

名全区第一位2。 

（二）“集群发展”模式是重要举措。据统计3，我区约

有 30%的县域建设了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以集群成链的方式

推动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如良庆区着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

集聚区，重点推进半导体产业发展，培引华芯振邦、泰克半

导体、初芯集成电路等一批企业入驻，建立起集成电路设计

—制造—封装测试的半导体产业链。柳江区打造粤桂智能家

                                                        
1 《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2024 年）》排名 
2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的工商登记信息 
3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的园区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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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产业集聚区，引进 29 家智能家电相关企业，智能家电产

业链逐步完善。北流市建成电子信息特色产业园，大力承接

培育发展轻工电子电器产业，引入超 40 家电器类企业，形

成以小家电器、电子元件、数码产品配件为主的轻工电子电

器产业链。 

（三）“平台支撑”模式是新兴方向。近年来，广西县

域涌现出一批特显鲜明、成效显著的产业数字化平台，如横

州市数字茉莉平台、扶绥县木网平台、融安县金桔全产业链

平台等，推动各县域特色产业在采购、生产、销售、配送等

环节实现数字化转型。电子商务平台方面，2022 年—2023

年，共有七星区桂林电商谷等 3 个平台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海城区施福源珠宝首饰直播基地等 9 个平台获批自

治区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凭祥市依托独有的地域优势，打造

跨境电商平台，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商“领跑县”典型案例。 

（四）“场景驱动”模式是主流趋势。农业数字化方面，

以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数据进行分析，广西县域主要围

绕生产、经营、服务、管理等四类场景锻链，全区县域 103

家信息化示范基地4中，属于生产场景的基地数量占到 75 家，

占比高达 72.8%。工业数字化方面，广西县域主要围绕智能

制造、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等三类场景锻链，县均拥有 0.08

家智能制造企业、0.56 家智能工厂和 0.55 家数字化车间。服

务业数字化方面，广西县域主要围绕电商场景锻链，2023 年

县均电商直播次数达 6834 次，县均线上销售额达 7.1 亿元5。 
                                                        
4 2021、2023 自治区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数量之和 
5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关于 2023 年广西县域电商直播次数、线上销售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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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不足”是面临困境 

（一）产业链价值高端化不足。数字经济一般由自治区

级和市级层面推动发展，尚未充分下沉到县域，当前我区县

域数字经济自生发展，产业链大多属于“缺环断链”状态，

往往缺失高附加值环节。数字产业化方面，我区县域企业在

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上，大多是负责加工制造或产品组装，

而高附加值的设计和销售环节由省外企业把控，产业链处于

价值链分工的微笑曲线底部（图 1），获得价值分配较低。

产业数字化方面，由于我区缺乏大型平台经济企业、专业数

字化转型服务商以及 IT 设备制造商，大部分的县域产业数字

化转型市场利润被省外企业瓜分，省内企业主要参与产品安

装、运行维护等环节，所获市场利润占比低。 

 

图 1  产业链附加值微笑曲线经典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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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技术创新不足。受限于高校数量少、吸引

力不足等原因，县域数字技术人才短缺，科研机构、孵化器、

示范基地等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更是稀缺，限制产学研进一步

深度融合。尤其是数字经济产业一般具有前期投入大、发展

周期长、科技含量高的特点，县域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

和人才力量进行培育。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广西农业农村信

息化示范基地数量为 0 的县域有 61 个，占比 54.95%，其中

还不乏大新县、田林县等农业主产区县域，农业生产数字化

创新应用不足。 

（三）产业链供需融合不足。生产体系和市场体系是引

导县域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撑体系6，从广西县域数字经济发展

现状来看，我区大部分县域存在重生产体系建设轻市场体系

建设的情况，加上财政资金基本偏紧的因素，数字经济市场

规模遭到进一步挤压。以智慧城市资金投入为例，2023 年全

国智慧城市类投资额约 2100 亿元，而我区县域智慧城市类

投资额仅占全国 0.52%7。市场体系发展不充分，反过来进一

步影响市场主体做大做强，2023 年，广西县域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企业营收保持正增长的仅有 59 个，有近一半的企业呈

亏损状态8，企业造血能力不足将影响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做强

做大。 

                                                        
6 [1]田青.对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江苏淮安县域经济发展调研报告[J].中国经贸

导刊，2013，(11)：21—22. 
7 数据来源：根据新型智慧城市资讯统计，来源于各省政府采购网、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及部分国企招标平

台。 
8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50 期：《我区县域数字经济呈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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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当前，广西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着力推进“一区

两地一园一通道”宏大场景建设，这将是“十五五”时期推

进我区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围

绕这个最大机遇，做出对策建议如下。 

（一）借助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机遇，

推进广西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延链，实现价值高端化。2024

年 1 月，中央印发《关于支持广西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

市场经营便利地的若干措施》，要求广西深化拓展与东盟国

家在商贸、劳务、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大力提升

投资、贸易、消费、资金流动、人员往来、物流畅通等便利

化水平。广西正加快完善数字贸易发展产业环境与生态圈，

布局数字贸易新赛道，大力开展“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广

西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可以借助此机遇激活数字贸易动能，

实现延链。尤其在跨境电商领域，随着我区近年来积极推动

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发展，县域作为零部件、纺织制品、服装

玩具、塑料制品等跨境电商产品种类的重要产区，可以在促

进跨境电商加速“出海”上打造新优势，占据产业链的销售

环节，实现价值高端化。 

（二）借助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腹地机遇，推进广西

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补链，实现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整个“十

五五”时期，广西将贯彻落实《广西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文件精神，全力打造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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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战略腹地，广西将与大湾区共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通过携手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联合研发和开展技术攻关，促

进产学研融合，共同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广西县域数字经济

产业链可以借助此机遇实现补链，通过加强我区县域数字经

济企业与大湾区数字科技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合作，吸引粤港澳企业在我区县域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研发

中心和“创新飞地”，实现我区县域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三）借助建设沿边临港产业园区机遇，推进广西县域

数字经济产业链强链，壮大产业链供应能力。沿边临港产业

园区建设涉及北海、防城港、钦州、崇左 4 个设区市现有产

业园区，为充分发挥沿边临港沿江优势，广西还将南宁、玉

林、百色纳入，形成“4+3”的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该

举措将有效拓展广西县域和东盟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领域

合作空间，随着广西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与东盟国家

产业合作发展的重大部署，有关县域可找准本地跨境优势和

特色产业链，壮大面向东盟跨境产业链的供应能力，还可以

承接国内跨区域的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数字经济产业链，

以“强龙头、聚集群”的产业发展思路，加大招商引进大湾

区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做好上下游产业配套，打

造“大湾区+广西+东盟”数字经济跨境产业链。 

（四）借助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推进广西

县域数字经济产业链锻链，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西

部陆海新通道是链接我国西部内陆，途径广西北部湾沿海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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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口岸，通达新加坡及东盟国家的重要通道，大量产业和产

品经广西通道转移运输至东盟国家。广西县域数字经济产业

链可以借此机遇锻链，一方面提升产业链韧性，如积极构建

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元器件等数字经济产业链，以多元

的出口市场降低欧美等国的贸易制裁风险；另一方面化解产

业链外迁风险，主动配合衔接东盟地区的跨境产业链，将东

部发达地区转移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留在广西，发挥边境

地区“防护坝”功能，同时引领沿边地区县域数字经济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 

 

（执笔人：李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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