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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改数转网联”新技改赋能我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智改数转网联”新型技术改造以传统制造业为重点，

通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及网络化联接，实现产业深度

转型。通过分析我区制造业现状及新技改的必要性，结合我

区支撑新技改的现实条件，提出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梯

度实施智慧工厂升级以及差异化开展企业转型等具体路径，

以期为广西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供参考。 

一、为何要开展新技改 

（一）传统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一是传统产业占比过高，广西工业结构长期呈现“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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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大、多业分散”的态势，制糖、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等传

统产业贡献了全区 45.3%
1的工业产值，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仅占工业比重 18.7%
2。二是能源利用率偏低，我区单位

GDP 能耗为 0.58 吨标准煤/万元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2.6

个百分点4。三是双“碳”目标约束，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

模式已难以适应绿色发展的要求，碳交易市场逐步完善，碳

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倒逼传统产业加快新技术改造。 

（二）区域竞争的压力 

一是周边省份技术代差持续扩大，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指数达 95.2，领先广西 4.9个百分点5；深圳市“灯塔工

厂”数量达 13家，而广西仅培育 1家6。二是东盟市场挤压

效应初显，2024 年中国—东盟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9823.4
7亿

美元，同比增长 7.8%，其中越南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电

子元器件、纺织品等领域对我区产品形成一定的市场挤压。

三是通道经济升级需求，平路运河开建后，我区从“物流枢

纽”升级为“价值枢纽”，需制造业全链式数字化协调的支

持，以提升通道经济附加值。 

二、支撑新技改的现实条件 

（一）基础设施条件成熟，技术底座逐步夯实 

全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为新技改提供了坚实的数

                                                        
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2023）》 
2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2023）》 
3广西统计局能源统计处专项核算，数据被《广西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引用 
4据国家统计局能源公报，全国单位 GPD能耗为 0.515吨标准煤/万云，我区数据较全国高 12.6% 
5《中国数据经济指数报告（2024）》 
6工信部 2025智能制作示范名单 
7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盟使团，《贸易快报|2024年中国—东盟贸易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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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字化底座。一是网络覆盖持续拓展，截至 2024 年底，全区

累计建成 5G基站 13.9万个8，实现乡镇及以上区域连续覆盖，

构建起全域覆盖的 5G 网络体系，支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

市等场景规模化应用。二是物联网终端规模突破，全区物联

网终端用户达 2876.3万户 8，覆盖智能制造、智慧农业、跨

境物流等领域，形成“云—边—端”协同的物联感知体系，

为生产端数据实时采集与智能决策奠定基础。三是算力基础

设施加速布局，全区建设有多个算力中心如中国—东盟人工

智能计算中心、五象云谷智能中心等，其中南宁已建成总算

力规模超 1500P
9，可支撑千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及智能制

造、跨境数字贸易等场景的实时算力需求，区域协同算力网

络初具规模。 

（二）数字化转型生态初步完善，平台体系初具雏形 

全区构建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标杆场景应用、

深化数字化转型试点，为新技改提供完整的数字化生态支

撑。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速构建，全区已建成国家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 7 个、自治区级平台 10 个和超百家企业级

平台，服务范围涵盖 39 个工业大类行业，推动机械装备、

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向智能化升级10。二是标杆应用场景推

动数字化转型，全区累计培育智能工厂 338家、数字化车间

277家11，打造了标杆示范应用场景 288个12，覆盖智能制造、
                                                        
8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2024年广西信息通信业发展情况通报》 
9广西南宁市人民政府，2024年南宁科技创新发展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 
10人民网—广西频道，《广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1广西日报，《设备更新推动广西产业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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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等领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数字化模式，带动产业

链上下游推进新技术改造。三是数字化转型试点释放数据价

值，广西作为全国首批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省区，34家企业

通过能力评定（含 9 家“三星级”认证）13，北部湾大数据

交易中心跻身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试点，借助数据交易平

台，获取技术改造关键数据，精准优化技改方案，支撑产业

链协同创新。 

（三）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全区通过强化服务资源供给、完善数字化转型支撑体

系，为新技改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持。一是数字化转型服务体

系逐步完善，依托广西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开展“百场路演”

活动 107 场，服务企业超 5000 家次，提供智能工厂规划、

5G融合应用等解决方案近 200个14。二是服务资源池扩容提

质，数字化转型服务资源池扩容至 168 家服务商15，覆盖技

术研发、咨询诊断、系统实施全链条。三是平台赋能效应加

速释放，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度应用，带动机械装备产业

产值突破 2000亿元16，形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千

亿级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度持续上升。 

 

 

                                                                                                                                                               
12人民网—广西频道，《广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3据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关于数字化转型贯标星级评估首批拟获证企业的公示》广西企业名单统计 
14南宁日报，《南宁积极开展工业互联网“百场路演”系列活动 深化应用水平 赋能实体经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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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广西新闻网，《突破 2000亿元！广西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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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开展新技改 

（一）强基固本：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深化工业园区网络建设。实施“千兆光网进园区”

专项行动，在重点产业园区部署双千兆网络基础设施，推广

工业级无源光网络技术，为战略性经济带沿线企业提供低时

延、高可靠的网络服务，支撑工业控制与智能调度系统高效

运行。二是增强先进算力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我区新能源、

核电、水冷等资源优势，扩容区域级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

规模，构建基于国产化高性能芯片的工业智算集群与异构算

力资源池。同时，强化算力资源整合调配，提升算力与重点

产业、行业场景的适配能力，满足多样化的算力需求。三是

壮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依托自治区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分行业打造“一业一平台”服务体系，针对流程型制造业特

点开发能耗与工艺参数优化系统，在农产品加工领域构建全

链条数据贯通平台，实现生产、管理与供应链的协同优化。 

（二）稳固核心：梯度实施工厂智能化升级 

一是普及推广基础智能工厂，夯实传统产业转型底座。

针对广西传统制造业企业（如制糖、有色金属加工等），重

点推广低成本、易部署的数字化工具。在制糖企业部署能源

管理系统和工业传感器网络，实现能耗数据实时监测；在机

械制造领域推广制造执行系统，提升生产流程透明化水平。

二是规模推进先进智能工厂，培育特色产业竞争力。聚焦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推动“5G+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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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产线建设，支持龙头企业构建柔性化生产系统，实现多

品类混线生产与设备预测性维护；试点数字孪生技术优化装

配工艺，通过虚拟仿真降低试错成本，提升工艺精度。三是

择优打造卓越智能工厂，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在数字经济核

心区，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标杆工厂，让广西制造走出去；

支持建设“黑灯工厂”，鼓励应用 AI视觉检测、无人化物流

系统（如 AGV）等先进技术，提升生产线自动化率；依托区

域级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推动半导体、精密制造等行业打造

“灯塔工厂”，形成可复制的行业智能化标准。 

（三）特色发展：差异化开展数字化转型 

一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系统化集成改造。建立广西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字化档案库，开展“一企一策”

深度诊断，按数字化水平分级实施改造，二级及以下企业聚

焦关键业务系统部署，三级及以上企业重在创新突破。二是

规上工业中小企业实施重点场景深度改造。聚焦广西产业集

群，分类实施“智改数转网联”重点场景，如铝业、稀土等

加工产业实施推广“哑设备”改造方案，通过智能传感器设

备实时采集数据，构建设备优化模型，提升产品良率；在化

工、制糖等流程制造集群，应用工业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

能耗、物耗、排放动态监控与优化。三是推动企业普惠上云

构建轻量化转型生态。整合区内云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模

块化、低成本的云服务。在我区特色产业如茉莉花茶、水果

加工等集群部署“5G+MEC”边缘节点，提供低时延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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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支撑小微企业设备快速上云。结合东盟市场需求，

创新“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模式，开发“RCEP跨境电商云”

模块，集成多语言客服、通关数据对接、跨境物流追踪等功

能，助力特色产业企业快速对接跨境市场。 

 

（执笔人：丁俊、梁少灵、董杰、农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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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网  址：http：//gxxxzx.gxzf.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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