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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推动时空智能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时空智能产业是以时空信息为核心，融合定位导航、遥

感测绘、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新型数

字化产业。其作为推进城市治理与产业转型的关键引擎，已

上升为国家新基建战略重要领域。广西虽具有东盟合作地缘

优势，但时空智能发展面临产业链基础薄弱、创新链支撑

不足、生态链协同滞后三重制约。亟需从强链补链、技术

攻坚、生态重构三向发力，加快时空智能产业破局，抢占

发展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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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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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时空智能产业发展态势 

（一）政府支持力度显著提升 

从国家层面看，2024 年《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明确提出拓展时空智能在城市中的

应用广度与深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要求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与时空

信息赋能应用。从地方层面看，陕西省侧重以专业化园区为

载体构建产业集群生态，在西安航天产业基地规划建设“双

核三区多点”空间布局，建成时空信息产业专业化园区。重

点布局卫星导航、地理信息数据服务等核心领域，同步加快

航天时空装备示范应用创新园区建设。近五年来，全省时空

信息产业规模年均增幅超过 18%1。湖南省侧重设立基金支持

产业发展，依托株洲市北斗时空产业基金，重点投资于“北

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首期规模 12 亿元2，已完成对千寻

位置、热数科技等项目的股权投资。上海侧重夯实智能基础，

启动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建设，重点推进城市时空智能基座建

设、城市治理时空智能垂类应用、复兴岛时空智能创新实验

基地建设。 

（二）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时空智能的技术基础以北斗系统为核心，结合高精度定

位、多源传感器融合和 AI 算法优化。北斗三号已实现全球

覆盖，在电力、交通等领域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例如，国
                                                        
1 《陕西省培育千亿级时空信息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 
2 株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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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建成能源行业最大的北斗精准位置服务网，覆盖中东部全

境及西部重点输电区域；江苏无锡完成 24,979 台电力终端设

备的北斗化改造3，时间同步精度达纳秒级，支撑电网安全运

行。高精度定位上，北斗高精度车道级导航基本实现全国城

乡镇道路全覆盖。11 家主要电子地图服务供应商提供位置服

务日均超 1 万亿次，日均提供导航服务总里程超 40 亿公里4。

多源传感器融合上，合众思壮推出的智能施工系统，实时对

铲刀位置姿态进行三维引导和自动控制，施工精度提高30%，

施工效率提升 25%5。AI 算法优化上，浦东“城市大脑”依

托时空 AI 算法引擎，实现对 24 个委办局的智能服务支撑6，

从社区人口动态监测到企业产业链分析，形成“数据采集—

智能分析—决策落地”的闭环。 

（三）时空智能推动场景价值释放 

时空智能正从传统测绘领域向城市治理、交通、生态等

领域深度渗透。城市治理方面，江苏如皋市建成时空大数据

平台，覆盖全市道路、水系等实体化生产数据 100 万余条，

数据总量达 2.6TB，为应急管理、市域治理等 12 个部门提供

权威地理信息服务7。交通运输方面，郑州利用“5G+北斗”

打造新型交通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完成 1200 多公里道路资

产数字化采集，实现全路网数字化管理8。生态保护方面，椭

                                                        
3 中国电力报 
4 央视网 
5 邯郸新闻网 
6 《时空智能技术与应用白皮书（2025）》 
7 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 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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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时空构建全球即时空天信息服务网络，为国家林草局提供

全国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项目服务实现濒危物

种迁徙轨迹追踪。 

二、我区时空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协同能力不足 

时空智能产业链涵盖了算力层、数据层、算法层到应用

层四大层面9。当前广西时空智能产业规模偏小，核心环节存

在“卡脖子”短板，产业链衔接松散，尚未形成集聚发展效

应。一是算力层支撑薄弱。2024 年底广西算力总规模达到

3.28EFLOPS ，显著低于河北（ 35.2EFLOPS ）、浙江

（56.5EFLOPS）10，全区仅有中国—东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等少数算力平台，服务覆盖有限，企业依赖外省或云服务商

导致成本高企。边缘节点部署不足，难以满足实时算力需求。

数据中心能耗较高，缺乏清洁能源供电支持，制约算力可持

续发展。二是数据层资源分散。截至 2025 年 5 月，广西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时空数据目录仅 68 个11，动态数据开放率不

足。全区时空数据资源分布在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尚未

建立统一的时空底座与基础时空信息数据库。东盟多语种时

空数据、边境跨境物流数据等特色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尚未成形。三是算法层创新不足。广西

时空智能企业多基于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进行二次开发，

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原创性算法框架。核心算法（如时

                                                        
9 时空智能产业链划分来源于泰伯智库《时空智能产业链全景图谱（2025）》 
10 各省 2024 年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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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模型、多模态融合技术）仍依赖外部技术输入，本地研

发能力有限。四是应用层场景渗透深度不足。区内大部分应

用集中于国土测绘等传统领域，跨行业融合不足，低空经济、

商业金融等新兴场景尚未规模化落地。 

（二）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成果转化效率偏低 

科研投入不足与产学研脱节，导致关键技术攻关滞后，

成果转化缓慢。一是专项政策缺失。广西时空智能产业政策

多为宏观指导，未对研发投入等创新关键要素明确具体要

求。而陕西、湖北分别出台千亿级产业集群行动计划和三年

行动方案，明确了研发投入、企业培育、应用场景落地等具

体目标。二是核心专利储备不足。 区内时空智能企业多以

中小型技术服务企业为主，集中于基础数据采集，缺乏面向

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等场景的高价值专利。而上海千寻位置

等企业的专利已实现规模化应用，累计接入终端设备超 23

亿台12。三是产业人才吸引力不足。2024 年广西人工智能/

算法类平均薪酬为 9031 元，低于同年全国人工智能平均薪

资 13594 元，更不足同年北京（19417）、深圳（19083）和

上海（17917）等一线城市的半数13。低薪资水平不仅难以吸

引外部人才来桂发展，更加剧了本土人才外流趋势。 

（三）企业规模与竞争力不足，生态链协同培育待完善 

一是企业数量少且竞争力弱。截至 2025 年 5 月，全区

开展时空智能业务的企业共有 48 家，企业规模以小微型企

                                                        
12 千寻位置官网 
13 数据来源：广西人才网、《2024 年中国人工智能岗位招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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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业为主，68.75%企业分布在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相

关企业不足 5 家。与广东（378 家）、北京（310 家）相比14

差距显著。区内时空智能企业多属初创型，缺乏龙头带动，

尚未形成“技术研发—应用落地—市场拓展”的完整生态链，

而广东、北京已涌现航宇微（卫星大数据）、千寻位置（高

精度定位）等上市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创新平

台建设滞后。区内缺乏时空智能领域国家级科研平台，而陕

西拥有国家授时中心、湖北建有北斗产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

基地。三是生态培育尚未成型。时空智能尚未形成完整的产

业生态，例如，广西产研院时空信息技术研究所虽聚焦

“3S+lOT”15技术研发，但尚未形成覆盖芯片、终端、应用

的完整生态链；中国—东盟北斗/GNSS（南宁）中心虽推动

跨境应用示范，但东盟国家间时空数据互通、标准互认仍处

于试点阶段，跨境产业链协同效应未充分释放。 

三、加强我区时空智能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夯实产业基础与强化产业链协同 

一是增强算力基础设施。推进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扩容升

级，推广节能技术降低能耗；在重点城市部署边缘计算节点

以满足实时需求；利用清洁能源优势建设绿色数据中心。二

是整合数据资源体系。建立全区统一的时空信息基础数据

库，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完善数据开放机制，提升动态数据

开放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多语种时空数据平台，开发跨境

特色数据产品。三是突破算法创新瓶颈。设立专项基金支持

                                                        
14 通过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企查查平台统计。 
15 BDS 北斗导航、RS 卫星遥感、GIS 地理信息和 loT 空间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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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算法研发；联合头部企业构建开源社区；建立关键技术

攻关机制，重点突破多模态融合等核心技术。四是深化场景

应用融合。在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城市等领域打造时空智能

示范应用，推动与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融合开发新型服务。 

（二）突破技术创新与转化瓶颈 

一是强化研发投入保障。建立“财政投入+社会资本”

多元投入机制，对时空智能关键技术攻关实行定向补贴；完

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二是健

全知识产权体系。建立时空智能核心技术专利培育库，推动

本土技术纳入国家北斗应用体系。三是构建人才引育机制。

提供住房补贴吸引高端人才，建立跨区域专家协作平台，在

高校增设专业方向推进产教融合。 

（三）构建企业生态与跨境协作体系 

一是梯度培育市场主体。实施“链主企业培育工程”，

通过政策倾斜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龙头企业；在南宁建设

专业园区，构建“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周期载体；

设立产业基金重点扶持传感器、芯片等基础环节。二是深化

跨境产业协同。升级中国—东盟北斗/GNSS 中心功能，建立

跨境时空数据交换中心；联合头部企业在边境口岸开展“北

斗+智慧边贸”示范项目。三是构建产业服务生态。成立时

空智能产业联盟，建立技术共享与供需对接平台。定期举办

中国—东盟时空智能创新大赛，营造产业创新氛围。 

 

（执笔人：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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