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西部·　　　　 ·2023年第7期

集团为重点，进一步优化集团的组织架构，考虑升格广

西数字集团为省直平台企业，选优配强运营管理队伍，

努力将数字广西集团打造为广西数字标杆企业，争取在

“十四五”末跻身全国大数据知名企业。

三是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以汽车制造、高端装

备、家居、生物医药等行业转型为重点，支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开展生产线装备智能化改造，加快先进智能装

备和系统普及应用，建设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

工厂。

（四）提升创新硬核：打通广西数字经济“产学研

用”链条

创新是实现赶超发展的关键一招。对广西而言，更

要将有限而宝贵的创新资源投入到主战场，突破一批关

键技术，实现一批产业化研发成果。

一是实施数字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补短板工程，

摸 清 广 西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实 际 情 况 ， 找 准 广 西 数 字 经 济

“ 卡 脖 子 ” 技 术 的 清 单 ， 针 对 “ 卡 脖 子 ” 技 术 最 为 集

中、最为严重的环节，面向国内外集聚高端创新优势资

源 实 施 “ 揭 榜 挂 帅 ” 制 ， 聚 力 开 展 “ 卡 脖 子 ” 技 术 攻

关，力争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在数字技术创新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

二是加快谋划组建综合性的广西数字经济研究院，

打造出若干个自治区级实验室，实现广西数字经济基础

研究、产品开发、商业应用、产业化、效益化全流程闭

环的创新体系。

三 是 推 动 科 研 组 织 范 式 创 新 ， 支 持 广 西 企 业 与 国

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平

台，提高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的研发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四是深入开展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合作，以中

国-东盟信息港重点项目为抓手，优化调整项目库，提高

与东盟直接合作的项目比例，增强信息港项目建设针对

性与实效性。发挥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

等机构作用，加强与东盟高校、企业、联盟等合作，打

造若干可复制可推广的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产业

发展典型应用场景，为我国拓展东盟数字技术应用市场

提供应用示范。

（五）打造聚才“洼地”：致力构建面向东盟数字

人才高地

打造“数字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离不开人才的有力

支撑。2023年，我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

之间，⑤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各地招贤纳士的“抢人大

战”仍在持续，在此背景下，广西不仅要考虑引得进外地

人才，还要考虑育得好本地人才，更要守得住已有人才，

需要综合施策，用政策、事业、环境、待遇等留住人才。

一 是 引 才 应 突 出 以 用 为 本 聚 人 才 ， 支 持 条 件 好 实

力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主动对接人才需求，集聚

一批能主持关键技术攻关、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军人

才。对基础条件较差的地方，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的观念，千方百计让各类人才为我所用。用人单

位可灵活运用顾问指导、兼职、技术咨询、项目合作、

退休特聘、候鸟服务等多种形式柔性引进人才。

二是育才应突出学用结合，要发挥企业在综合型数

字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建立综合型数字人

才内部选拔培养体系和人才开发投入体系。提高高校数

字人才培养能力，引导高校根据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研究

方向，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深

入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为数字经济

长期发展储备人才力量。

三 是 留 才 应 突 出 以 才 为 本 ， 不 断 完 善 人 才 制 度 ，

如大数据企业员工，在广西工作时间超过一年的骨干人

才 ， 可 按 其 个 人 所 得 税 地 方 留 存 部 分 全 部 予 以 返 还 奖

励。又如对柔性引进的数字人才，可在引进单位参加职

称评审，享受广西人才补贴政策，并对企业柔性引进高

层次人才所支付的奖励和劳务报酬，可以按照规定在企

业 所 得 税 税 前 扣 除 ， 优 化 人 才 环 境 和 丰 富 人 才 发 展 空

间。以引育留并重，坚持久久为功，致力打造广西成为

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才高地。

注释

① 数 据 来 源 ： h t t p : / / g x . p e o p l e . c o m . c n /

n2/2023/0627/c179430-40471587.html。

②《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

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④数据来源：《2022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

告》。

⑤ 数 据 来 源 ： 《 产 业 数 字 人 才 研 究 与 发 展 报 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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