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76 期（总第 296 期） 

 

 

  
构建我区行业数字空间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亟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今年 11 月，国家层面首次前瞻性布局可信数据空间新

型数据基础设施，印发了《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

（2024—2028 年）》，提出“支持建设重点行业可信数据空

间”。当前，我区产业发展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升级关键阶段，

仍面临创新链韧性不强、价值链环节锁定、区域间数字发展

进程不均衡等问题，探索构建我区行业数字空间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增强产业创新链韧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等具

有一定意义。 

                                                        
＊ 本研究系《加快构建行业数字空间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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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我区行业数字空间面临的三个问题 

（一）创新链韧性不强，发展动力不足。数据要素流通

方面，我区数据合规流通规则仍未健全，安全可信流通技术

支撑不足，数据跨主体、跨产业、跨领域互联互通效率低。

创新投入力度与广东、浙江、山东等先进地区存在显著差距。

2023 年我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228 亿元，但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0.84%仍较低，同比广东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4802 亿）及强度（3.54%）仍有一定差距1。尽管广

西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但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资

源和城市配套设施限制，全区高层次人才仍面临储备力量薄

弱、前沿领域探索有限、源头创新动力不足等困境。协同创

新方面，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合作深度不足、

广度有限，导致创新成果难以高效转化。 

（二）价值链环节锁定，空间拓展受限。我区制造业、

农业和服务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不足，整体竞争力亟待提

升。我区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高端

制造和品牌运营能力薄弱，如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知

名企业的高端制造、研发设计等环节发展不足；同时，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有限，部分领域对外部技术和零部件

依赖较高，制约产业升级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我区蔗糖等

农产品多以初级产品形式进入市场，缺乏深加工和多次增值

能力；智慧农业试点规模有限，行政村电商物流服务站点覆
                                                        
1 国家统计局，《2023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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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仅为 77.68%2，村村通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仍需加强。服

务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较慢，仍然存在传统服务业比重偏大、

智慧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够活跃、大型龙头企业和知

名服务品牌数量较少等短板弱项3。 

（三）数字链发展不均，协同效率降低。我区各区域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异尤为突出，南柳桂等中心城市数

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而偏远地区和农村区域网络覆盖不

足，不仅限制当地农村电商、远程医疗和在线教育等数字业

务开展，也拉大城乡之间在数字生活体验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上的差距。同时，数字产业布局存在失衡，南宁、柳州等中

心城市借助政策支持、人才聚集和产业基础优势，在软件开

发、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钦北防沿

海地区借助地理和政策优势，电子信息产业和跨境数字贸易

成为区域经济重要增长极。而桂西、桂北等欠发达地区的数

字产业起步较晚，数字产业生态相对薄弱。城乡数字鸿沟仍

存，农村地区因教育资源匮乏，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使用能

力较低，制约了数字政务、数字消费和数字教育等场景的应

用推广与快速普及。 

二、对策建议 

一是应加大可信数据空间技术基础研究投入，聚焦隐私

计算、多方安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

                                                        
2 人民网，《广西商务厅扎实开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3 梧州政府门户网站，《全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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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攻关，建立数据来源可确认、使用范围可界定、流通过程

可追溯、安全风险可防范的高效流通交易体系。推动高校、

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实现行业数字空间技术共享与联合研

发，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打造可持续发展数据生态系统，

通过优化本地人才培引留政策体系，加强与东部发达地区产

学研合作，吸引数据要素流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顶尖专

家落地广西。 

二是应以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应用为重点，加

快生产设备、生产流程智能化改造，推进工业数据资源高效

对接、跨域共享、价值共创，提高产业链中高端附加值。支

持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广泛推广物联网、卫星遥感等

智慧农业技术应用，以农业生产、农产品追溯等典型场景为

重点，促进多源涉农数据融合创新和流通应用，提升农产品

数字化深加工能力与决策水平，推动产业链创新力更强附加

值更高。探索在金融保险、旅游交通、商贸物流等行业可信

数据空间里创新开发高附加值服务模式，推动个性化创新型

服务业态赋能一二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应构建区域数字化协同发展与优势互补机制，加快

补齐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持续推进区域数字化

协同发展。聚焦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

核心产业，发挥南宁、柳州等中心城市引领作用，通过技术

支持、资源共享带动周边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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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数字素养，广泛开展数字技术普及培训，增强数字应

用接受和使用能力。 

 

（执笔人：黎尧、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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