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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连续

八年强调“工业互联网”战略地位，要求加快 5G 规模化应

用、优化算力资源布局、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工业互

联网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核心枢纽，正在重

塑全球工业竞争版图。为抢抓战略机遇，建议我区构建“开

放创新+安全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发展体系，从生态构建、

场景深化、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四维发力，打造具有区域特

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新高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5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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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三大战略趋势 

（一）生态体系呈现“三位一体”协同演进 

国内工业互联网生态正加速形成“综合型平台筑基、特

色型平台深耕、专业型平台突破”的立体架构。综合型平台

聚焦跨行业资源整合与共性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链全链条数

据互通与流程协同，强化跨领域技术复用能力；特色型平台

深耕垂直行业机理模型与知识沉淀，形成覆盖研发、生产、

运维的行业级解决方案，实现行业知识图谱化与场景深度适

配；专业型平台围绕边缘计算、工业 AI 等细分领域提供精

准技术服务，破解异构设备互联、低时延控制等技术瓶颈。

产业链协同模式持续深化，依托“链主企业+生态伙伴”机

制，大中小企业构建研发协同、生产协同、供应链协同的数

字化联盟，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订单、产能、设备的动态

匹配，形成区域产业集群级协同网络，加速资源要素高效流

动与价值重构。 

（二）应用场景向高价值环节纵深突破 

工业互联网应用重心从基础监控向全价值链高附加值

环节纵深渗透。数字孪生、智能决策、能效优化等高价值场

景加速普及，推动生产流程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跃迁，实

现工艺参数动态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管理；

垂直行业定制化解决方案聚焦细分领域核心痛点，形成覆盖

研发设计柔性化、生产排程智能化、供应链可视化的端到端

服务能力，构建行业级智能化闭环；AI 与工业机理深度融合

催生“通用大模型+行业模型”技术范式，通过知识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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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学习等路径加速工业知识沉淀，推动技术应用从单点工

具向系统化赋能升级，形成可复用的行业智能底座。 

（三）技术主权与安全治理体系双升级 

核心技术自主化与安全防护能力建设已然成为工业互

联网发展核心主线。在技术攻坚层面，工业软件、智能传感、

边缘计算等关键领域的国产化进程全面提速，通过构建覆盖

工业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工业协议栈的全栈式自主可控

技术体系，有效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冲击能力和协同韧

性。安全防线上，治理体系正从被动防御向“动态感知—智

能防护—协同响应”的主动防御模式升级，基于零信任架构

构建多维身份认证体系，融合隐私计算技术打造设备层、网

络层、数据层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屏障，形成覆盖工业全生

命周期的端边云协同防护链路。跨境数据治理领域则聚焦数

据主权规则与合规框架创新，探索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

跨境流通风险评估及国际互认机制，通过区块链存证、联邦

学习等技术完善数据确权、定价及交易体系，为全球化工业

协同构筑制度性保障，推动形成技术可控、安全可信、开放

共赢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生态。 

二、我区工业互联网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平台生态存在结构性短板 

我区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发展滞后，存在明显短板，制

约产业链协同效能。一是标识解析体系覆盖率低，截至 2025

年，广西仅建成 7 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而全国

已建成超 340 个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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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1。标识解析应用集中于铝业、机械等少数行业，糖

业、林业等特色产业未全面覆盖，限制了跨行业数据互通能

力。二是平台服务能力不足，广西虽构建“工业互联网暨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并整合 168 家2服务

商，但平台商在智能装备、系统集成等领域的解决方案能力

较弱，缺乏跨行业整合能力。三是产业链协同机制缺失，

45.38%3的中小企业仍处于单点数字化阶段，仅在单一环节开

展简单数字化应用，未能实现研发、生产、供应链的全流程

协同，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断层明显。 

（二）应用场景与技术自主性双重不足 

我区工业互联网应用多集中于基础场景，智能场景落地

率不足，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一是传统行业应用局限，

汽车、铝业等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应用以设备监控、仓储管理

为主，AI 驱动的工艺优化、能效管理等高价值场景落地不足，

能效优化潜力未释放。二是关键技术依赖外部，边缘计算、

工业 AI 模型等核心技术多依赖引进，本地研发能力薄弱。

2024 年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32%4，与

浙江 70%以上仍有较大差距5，核心技术自主化进程缓慢。三

是行业机理模型缺失，工业 PaaS 平台缺乏垂直行业知识沉

淀，导致智能决策类工业 APP 开发能力不足，制约全链条智

能化水平提升。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全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2024—2026 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广西工业互联网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名单（2022
—2024）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广西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专班关于印发全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工作方案（2024—2026 年）的通知 
4 经济日报，《广西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 
5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2022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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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防护与跨境数据治理双重短板 

我区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与跨境数据治理仍存在

系统性短板。一是安全防护体系覆盖不足，我区 63%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未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6。此外，全区持

证工业互联网安全员数量仅为 1,237 人，与实际需求缺口达

3:17。二是技术自主性风险突出，工业控制系统及关键设备

依赖进口，数据接口封闭，导致安全防护技术受制于人，国

产化进程缓慢。三是跨境数据治理标准缺失，中越“标识解

析+数字通关”试点虽取得进展，但数据主权归属、隐私保

护规则尚未统一。广西在区块链技术应用（如“星火·链网”

骨干节点建设）中尚未形成可复制的跨境数据流通模式。 

三、我区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构建中国—东盟区域性工业互联网生态 

一是联合国内头部科技企业与本地龙头企业，共建面向

中国—东盟的区域性工业互联网平台，聚焦铝业、汽车、糖

业等特色产业领域，推动标识解析体系规模化部署，技术整

合提升平台服务能力。二是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机

制，实施“链式改造”专项政策，对设备上云等关键环节给

予梯度补贴，破解中小企业协同滞后难题。三是同步推进跨

境数字协同机制建设，依托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

心，开展跨境数据互通标准研制，通过"标识解析+数字通关"

模式创新突破跨境数据流通壁垒。 

                                                        
6 广西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2024 年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态势报告》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4 年 Q1 季度广西人才网人才供求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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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标杆引领+技术攻坚”双轨战略 

一是培育高价值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在铝业、汽车等

优势产业打造智能工厂示范项目，推广应用数字孪生、AI

工艺优化等深度赋能技术。二是建立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体

系，联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企业共建区域联合实验室，聚焦

边缘计算、国产工业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开展协同攻关。三

是系统性解决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同步构建“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机制，在本地重点高校设立工业互联网与东盟数据

治理交叉学科，建立区域人才联合培养通道。 

（三）打造“三位一体”安全防护体系 

一是充分利用广西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通过

接入与公共服务提供，实现全域安全态势感知能力跃升。二

是实施工业控制系统国产化激励计划，对采用自主可控设备

的企业给予采购补贴，降低关键设备技术受制风险。三是建

立中国—东盟数据治理合作框架，协同东盟国家开展数据主

权规则创新，通过数据交易中心建设和跨境流通试点，形成

区域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 

 

（丁俊、梁少灵、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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