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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数据标注产业夯实我区人工智能 

发展基础对策建议研究 
 

数据标注是连接数据资源、算法模型与实际应用场景的

关键桥梁，是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环节，是人工智能高

质量数据集的核心生产力1。数据标注产业是对数据进行筛

选、清洗、分类、注释、标记和质量检验等加工处理的新兴

产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当前，我区正在贯彻

落实“人工智能+”行动，亟需培育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支撑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 

                                                        
1 魏亮：《繁荣数据标注产业，赋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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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态势 

（一）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成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关键 

数据标注为机器提供高质量的数据，赋能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实现数据价值转化，以医疗

领域为例，通过对大量医疗影像数据进行标注，可以训练出

精准的疾病诊断模型，提高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为患

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当前，全球主流基础大模型，中文

语料仅占全部语料的 1%，高质量中文数据成为制约我国基

础大模型能力的瓶颈。数据标注是全面提升中文语料质量关键

环节，是决定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科技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对“数据粮食”的需求高涨 

训练一个领先的大模型需要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条标注

数据，如 OpenAI 在训练 GPT 系列模型，投入数千人力和数

亿资金进行数据标注。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我国从

2024 年初日均 Token2消耗量 1 千亿，到现在每日消耗量达到

10 万亿级，1 年增长 100 倍3。麻省理工大学等研究机构指出，

互联网公域高质量文本数据将在2026年“耗尽”，人工智能发展将

遇到数据壁垒4，亟需更多高质量数据集“投喂”人工智能大

模型。 

（三）国家加大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力度 

我国正积极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持续增加数据供

                                                        
2 Token 作为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单词或者单词的一部分、字符或者其他有意义的文本片段。 
3 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 
4 张立：《强化数据标注基地引领作用 带动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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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赋能千行百业：一是加快推进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组织开展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据要

素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先行先试，为数据要素

价值释放积累实践经验。二是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供给。强

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规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

施，建立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持续推进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系统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创新算力电力协

同机制，推动算力设施一体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四是

持续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深化。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开

放，创造中外数字企业发展良好环境，参与和推动人工智能

安全治理，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话，完善全球治理体系。2024

年，国家明确 7 个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名单，截至 2025 年 3

月，7 个数据标注基地已形成医疗、工业、教育等行业的高

质量数据集 335 个，赋能 121 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

2023 年我国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已达 800 亿元5。 

二、我区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呈现三个特点 

（一）潜在数据标注需求大，但技术能力不高 

截至 2024 年底我区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共计 2708 家6，较

2023 年增长了 32.55%，业务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下游人工智

能应用部分。我区实施“人工智能+”产业招商行动，截至

2025 年 4 月，新签约人工智能项目 62 个，涉及投资金额 193

亿元；聚焦“人工智能+制造”，打造 100 个人工智能典型应
                                                        
5 数据来源：央视报道。 
6 韦泽多，张荃钧：《我区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发展特点、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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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形成 100 个标志性智能产品，推动人工智能相关产

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将释放大量数据

标注需求，但技术能力不高。我区数据标注流程尚未形成统

一规范，地方性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截至 2025 年 2 月，

我区暂无数据标注相关的地方标准7，同在中西部的山西、贵

州分别有 3 个和 1 个地方标准；我区累计获得有效数据标注

相关专利8共 19 件，占全国（3852 件）的 0.49%，专利数量

与发达地区的广东（734 件）、江苏（307 件）、浙江（276 件）

存在较大差距，与临近的云南（37 件）、贵州（29 件）也有

一定差距；我区累计获得数据标注相关成果登记仅有 2 个9。 
 

 

图 1  部分西部省份数据标注相关专利情况 

                                                        
7 根据地方标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整理，统计口径：地方标准名称中含有“数据标注 数据清洗 数据筛选 数
据注释 数据标记 数据质量检测 文本标注 图像标注 视频标注 语音标注 4D标注 3D标注 2D标注 大模

型标注 ”等关键字。 
8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数据整理，专利统计口径：申请人所在省为广西，且发明名称中

含有“数据标注 数据清洗 数据筛选 数据注释 数据标记 数据质量检测 文本标注 图像标注 视频标注 语
音标注 4D 标注 3D 标注 2D 标注 大模型标注 ”等关键字。 
9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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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区数据标注相关企业增长较快，但总体竞争力

不强 

截至 2025 年 3 月中旬，全区开展数据标注业务的企业

共有 37 家10，较 2023 年底增长 32.14%，整体呈增长趋势。

企业规模以小微型企业为主，占比高达 94.59%；近三年成立

企业的占比达 54.05%；45.94%企业分布在南宁；超七成企业

分布在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

业。数据标注产业链上游为数据资源提供和应用，中游为高

质量数据集开发和治理，下游为能力支持与生态发展11。我

区上游汇聚数字广西集团、各行业龙头企业及相关互联网企

业等数据资源供给体系；下游通过人才培养、生态培育、数

据安全与数据标准等赋能的产业发展，产业上、下游有一定

基础，但在数据标注产业的中游核心环节缺乏数据标注专业

型服务商、标注工具开发者、标注质量评估机构等关键的链

主企业，数据标注完整的产业链条尚未形成。我区开展数据

标注企业位于产业链中游，呈现“小散弱”特点，规模普遍

较小，最大的企业参保人数仅有 39 人，企业零散分布在全

区各地，业务单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数据加工处理

能力弱，限制了数据标注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10 通过广西大数据应用分析平台，结合招聘信息统计。 
11 数据标注产业链上中下游划分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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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区开展数据标注相关企业区域分布情况 

图 3  我区数据标注产业链生态图谱 

（三）我区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具备一定基础，但配套支

撑存在短板 

在行业数据方面，我区传统优势产业如制糖业、有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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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产业、林业及林产品加工、汽车制造等的发展，积累了大

量行业数据。在公共数据方面，截至 2025 年 4 月，广西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已汇聚 87 个部门的 93.58 亿条，建设广西公

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等基础设施，为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打下

了基础。在人才方面，2024 年广西高校毕业生达 45.25 万人，

较 2023 年增加 5.62 万人，规模的持续攀升12，为产业发展带

来大量人才支撑。但我区发展数据标注配套支撑仍存在短

板，如我区数据标注相关的政策零散分布在数字经济发展和

数据中心规划建设中，支持力度不强。产业人才吸引力不足，

如 2024 年我区数据标注相关岗位平均招聘月薪资仅为 2810

元13，远低于 2023 年广西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

资 4294 元14，而北京专业领域数据标注员月薪接近 2 万元。

我区各市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协同性不足，未融入全国一体化

的数据标注市场。 

三、加强我区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我区数据标注产业处在培育阶段特征，

提出以下加快我区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对策建议。一是建立数

据标注地方标准规范。规范我区数据标注流程，建立全区统

一的数据标注质量评估体系；发挥广西与东盟地缘相近、文

缘相通以及广西东盟小语种人才等优势，持续完善中国—东

盟国家语言资料库，探索制定汉—东盟语言互译、智能语音

识别等关键环节数据标注标准。二是培育市场主体强化引领

                                                        
12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4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13 数据来源：基于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中公开招聘数据。 
14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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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作用。重点引进产业链中游的数据标注专业服务商和数

据标注质量评估机构在广西落地；依托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

局建设，构建面向东盟的数据跨境流动试验区，支持本土数

据标注企业开展面向东盟国家数据标注业务；参照国家数据

局的做法，结合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产业基础建设特色数

据标注基地。三是优化数据标注产业发展配套支撑。出台我

区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目标和

路径；加强企业与高校的产教融合，打造“教育链—人才链

—产业链”闭环，促进大学生就业，举办形式多样的行业技

术技能大赛竞赛活动，激励从业者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建设

全区统一的数据标注公共服务体系，汇聚行业发展资源，促

进供需对接。 

 

（执笔人：蔡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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