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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掀起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新浪潮 

——2025 年一季度广西数字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2025 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广西加快建设中国—东盟人工

智能创新合作中心，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成效初

显，激发广西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展活力。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电子信息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增速显

著，要素保障能力持续加强等向好面持续扩大。然而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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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不强、与东盟人才交流合作不足，数据要素市场化

改革程度不高等问题，人工智能驱动效应仍存很大空间。基于

此，广西应通过深化产学研机制提升创新能力、持续深化与东

盟开放合作、培育东盟特色数据市场来应对上述突出问题。 

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驱动一季度数字经济发展开门红 

（一）人工智能激活数字经济向好动能 

一是数据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算力设施加快部署。截至

一季度我区累计建成 5G 基站 14.02 万个，光缆总长 354.53

万公里1，南宁湖畔学院小区等 5 个广西小区进入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的万兆光网试点入围名单。在用规模达到 100 个标

准机架以上互联网数据中心共 28 个，在建数据中心 5 个，

智能算力规模总计 2570PFLOPS2。与海天瑞声、同方知网等

中国人工智能重要企业合作基础大模型开发稳步推进。二是

主要核心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刺激经济发展强劲动能。

一季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速 19.3%，电信业务总量增加值同比增长 5.9%，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营收增加值同比增长 44.3%，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1%3，各较上年同期均保持较快增长。

三是数据要素市场活力持续提升，数据价值不断释放。一季

度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完成数据交易金额超 1600 万元，

其中金融、交通、工商等领域数据产品成为场内交易热销产

                                                              
1 数据来源：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2 数据来源：自治区数据局 
3 数据来源：自治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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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新增入驻数商数量 63 家，同比增长 17.6%，新增挂牌数

据产品 129 个，累计场内交易规模超 5.9 亿元4。 

（二）人工智能赋能实数融合加速推进 

“人工智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一季度，广西遴选发

布了 59 个“人工智能+制造”典型应用场景，服务机器人、

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48.2%、23.8%。截至目前，自治

区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共计 37 家、智能工厂 338 家、数字

化车间 277 家，超过 40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智改

数转”5。“人工智能+政务”应用场景不断深化，一季度，

广西多地政务系统已接入大模型技术，如“智桂通”实现与

DeepSeek 等多个行业成熟大模型融合；南宁市“AI 邕智答”

正式上线，并将 DeepSeek 技术应用于 12345 热线服务；防

城港市完成 DeepSeek 政务大模型部署；玉林市推出“玉小

智”AI 助手；河池市通过 DeepSeek 和通义千问提供智能问

答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人工智能+文旅”业态持续壮大，

一季度，广西依托 DeepSeek、豆包等基础模型，持续优化文

旅体验。如旅发集团推出首个 AI 旅行助手文旅智能体“刘

三姐”上线运行，将广西超 220 家景区的旅游资源、文化知

识及周边商家信息通过 AI 技术持续提升用户体验。业态向

好推动在线餐饮、旅游和文娱网络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9.8%、20.7%、78.3%6。 

                                                              
4 数据来源：自治区数据局 
5 数据来源：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6 数据来源：南宁晚报《广西消费市场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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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引领合作成果不断突破 

一是产业园区招商工作加快推进。一季度，全区签约“人

工智能+”产业项目 24 个、投资总额 190 亿元7，主要有柳州

东盟智算中心、来宾君合东方大数据中心及储能电站、桂林

临桂云端智造机器人区域总部与研发生产基地、柳州洛必德

智能机器人生产基地、南宁易成创新无人驾驶车辆智造等项

目。二是持续吸引国内 AI 龙头企业落地广西。国内众多人

工智能头部企业聚集广西，目前南 A 中心已签约集聚一批由

40 家头部企业组成的合作生态，包括华为、360、奇安信、

海天瑞声等知名 AI 企业，项目意向合作金额超 79 亿元人民

币8。此外，持续与更多人工智能重要企业对接洽谈，吸引更

多资源汇聚到创新合作中心。三是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

不断拓展。成功与老挝签署协议共同建设中国—老挝人工智

能创新合作中心，促成与越南、老挝签署 20 个跨境 AI 合作

项目，项目包括跨境数据流动、布局建设跨境算力中心和数

字园区等，“北上广深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跨境产

业生态初具规模。 

（四）人工智能各项要素保障不断加强 

一是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以人工智能发展

为抓手，各级财政投入、银行融资和民间资本等力度显著增

强。如，今年 2 月广西设立了 100 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产

                                                              
7 数据来源：自治区园区办 
8 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 40 个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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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业基金9，南宁市设立总规模 50 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基金，

自治区工信厅牵头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用项

目一次性财政无偿补助 50 万元等，将助推更多市场主体加

快人工智能项目的落地与应用推广10。二是相关人才队伍供

给不断增强。一季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挂牌成立中国—

东盟人工智能研究院，广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等均已设立

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学院，截至当前广西共有 52 所院校

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6 所中小学入选全国首批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1。三是产业发展用地供给保障持续强化。

一季度，南 A 中心完成选址后正式开工，周边环境整治已完

成初步设计，并开展 EPC 招标公示；马来西亚积极响应《推

动共建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谅解备忘

录》，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实体已完成选

址，并加快开展装修工作。 

二、人工智能驱动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瓶颈 

（一）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能力不足 

截至一季度，国家网信部门和地方网信部门分别备案并

发布生成式 AI 服务 346 项和 159 项12，而广西没有一项生成

式 AI 进入登记备案清单，同时广西地方网信部门备案制度

仍未建立，广西生成式 AI 技术研发能力严重不足。此外，

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登记共 781 项，数量超过 10 的

                                                              
9 数据来源：自治区园区办 
10 资料来源：《南宁市支持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高质量发展第一批政策措施》 
11 数据来源：自治区数据局 
12 数据来源：中国网信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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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企业所登记的成果量分别是 31 项、27 项、20 项、16

项，其他机构/企业登记成果数均不超过 10 项13，广西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产学研积累仍处于较弱现状。 

（二）面向东盟的人才合作还需深化 

在与东盟国家沟通交流实践中发现，共同开展人才培养

是东盟各国迫切寻求合作的内容之一，东盟各国政府官员、

企业家等对双边人才合作培养模式持积极肯定态度。而今年

以来，广西举办了第 1 期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共 52 名越

南党政干部参加，应加快制定面向东盟的人才交流具体计划

和方案，针对党政、企业、学生等群体打造不同的培养方案，

以提升广西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的群众意识基础。 

（三）数据要素流通不畅掣肘发展意愿 

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存在差异，人工

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建设需处理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等多语

种数据，但数据主权、跨境传输标准尚未统一，在与东盟开

展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合作的过程中容易因为权属争议

等风险抑制了数据流通意愿，导致项目推进缓慢。此外，中

国—东盟跨境征信平台覆盖 2 亿家企业信息，但数据使用权

限受限仅对内开放，制约了跨境金融 AI 服务的深度开发。 

三、化解瓶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重构产学研机制提升创新水平 

一是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逆向创新机制。围

                                                              
13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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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第一批公布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由企业提出技术难

题，高校和科研机构定向攻关，政府按项目投入的一定比例

给予配套补贴。同时实施“揭榜挂帅”制度，对攻克关键技

术的团队给予研发费用补助，并优先支持其成果在本地企业

转化。二是创新推进基础模型建设化解出海瓶颈问题。加快

组建团队研发东盟非通用语种大模型和建设东盟语料库，为

国内 AI 企业出海打好模型基础。加快编制出台广西地方的

AI 服务备案制度，同时建议地方网信部门督导 AI 企业落实

合规要求，将广西的 AI 产品服务按备案标准进行迭代升级，

提升我区 AI 应用的合规性和技术水平。 

（二）多样化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一是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加强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培训

交流以及留学生培养合作。搭建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平台、科

研和教育交流平台、机器人及区块链教育交流与培训平台，

推动双方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开展合作，共享人工智能研

究成果与教育资源；帮助东盟国家进行数字化领域官员、企

业家培训，精心设计跨境电商、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人工

智能、北斗遥感等方面课程，结合现场考察人工智能项目实

际，以增进双方数字化标准认同度、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合作。

二是强化对外合作的保障措施。推动出台人才支持政策，加

大对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倾斜支持力度，大力培养引进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推动职业教育认证与

东盟标准对接，探索建立中越数字人才资质互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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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东盟特色数据市场化改革 

一是加快推进“两国双园”模式的数据跨境流动试验区

建设。在中马钦州园、中柬北海园等“两国双园”内，设立

国际数据中心和数据岛，加快与东盟国家在口岸、物流、跨

境征信、医疗及金融等领域的数据跨境交换，开发面向东盟

多语种数据产品，探索“数据海关”监管模式。二是推进公

共数据资产化改革。基于全区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平台，培

育本土数据商开发“数据确权+交易+应用”全链条服务。在

RCEP 框架下，推动中越边贸结算、东盟留学生缴费等场景

的数字人民币应用。 

 

（执笔人：叶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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