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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建设，将带动产业上下游投资，有力促进地区数字经

济跨越式发展，数字发展格局形成环广西态势。此外，

2022年3月，科技部发布《“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

实施方案》，东西部地区科技合作唯独缺少广西科技合

作 ， 而 “ 科 技 入 黔 ” 中 提 出 实 施 贵 州 数 字 创 新 结 对 合

作，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化“广东研发+

贵州制造”合作模式，联合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这将进一步强化粤黔的数字基础优势，广西数字经济发

展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产业结构性短板突出，广西数字产业集群发

展差距有扩大趋势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落 脚 点 在 产 业 ， 要 实 现 数 字 产 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整体提升。从数字产业化来看，2020

年，广西数字产业化规模850亿元，仅相当于地区生产

总值的4%，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8%）。此外，广西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

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等数字核心产业规模偏小，占比偏低。如2020年，广

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为546亿元，③全国排第16

位，而湖南（全国第14位）是广西的近2倍，辽宁（全

国第13位）是广西的3.5倍，北京（全国第1位）更是广

西的28.8倍。从产业数字化来看，广西产业数字化规模

6400多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28.8%左右，全国

排名第17位，但工业数字化水平亟待提升，企业信息化

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方面，涉及生产、销售等其他方面

的数字化程度不高。根据《202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DEDI）》，广西两化融合指数目前位于全国第三梯

队，排在第26位。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数字产业活力不

够和传统产业转型动力不足。目前，广西产业数字化距

离形成规模型联动式的产业集群仍有较大距离，产业低

端化碎片化独立化问题突出。现有电子信息等产业以加

工制造等价值链低端为主，参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市场

主体少，广西没有一家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仅有一

家企业跻身“中国软件百强”，缺少一批创新能力强、

拥有核心关键技术、能够引领全行业发展、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和特色企业。同时，传统产业转型

动力不足，多年来传统产业形成的技术、工艺、产品和

市场已趋于成熟，生产、管理思想易固化。而数字技术

投入信息量大、投资专用性强、转换成本高、见效慢、

试错成本高，更弱化了传统产业转型的动力。

（三）广西数字经济量低质弱，科技创新有效支撑

不足，发达地区数字经济领域重大创新频发，倒逼态势

明显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 是 推 动 产 业 提 质 扩

量增效的关键动能。广西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不大，2020

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省市有13个，广

西数字经济规模达7267亿元，排名全国第18位，相当于

GDP的32.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6%）近6个百分

点。同时，广西数字经济行业创新能力较弱。一方面，

行业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不足。从研发投入看，2020

年，全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到173.2亿元，

增长3.7%，低于全国增速6.5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

度为0.7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其中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5.47亿元，R&D经

费投入强度为0.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专利申请来

看，广西数字专利申请量虽然在全国居于中游水平，但

对比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从产品来看，广西缺乏适合

各行业的大数据产品和解决方案，现有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基本

被外部企业垄断，高质量融合创新项目、关键技术、著

名品牌和拳头产品极其缺乏。另一方面，广西缺乏数字

领域的高水平研发平台。全国336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广西仅有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仅有3家，新序列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仅有2家，广西国家级研发平台基本集

中在传统优势行业，而战略新兴产业、数字领域高水平

平台较少，难以支撑广西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四）广西数字经济人才流失和培养储备不足，招

智引才育才面临内外部“双重挤压”，亟待在体制机制

上破题

人 才 是 支 撑 发 展 的 第 一 资 源 。 受 区 情 、 环 境 等 条

件限制，当前广西数字企业人才总体数量较少、质量偏

弱，专业技术人才缺口较大，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引

进区外人才又缺乏竞争力，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人才供给

不足与人才流失快速“双重挤压”。根据自治区大数据

研究院大数据分析报告，2021年1-11月，广西数字经

济相关企业从业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30.6%。其

中，仅占全国从业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0.5%，低于广

东（17.9%）、江苏（16.4%）、浙江（11.5%），整体

来看，高学历人才较为缺乏。同时，广西数字人才流失

严重，广西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主要流向广东及

沿海地带。更需关注的是，就业于本地的相关专业毕业

生，也仅将广西企业作为“回炉”培训的跳板，工作两

至三年，掌握一定行业技术后再流向外省。上述问题根

源在于与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相比，广西在数字经济

人才薪酬待遇、创业环境、政策扶持、生活配套等方面

有较大差距。分行业门类看，2022年广西中层及以上管

智库报告丨Think  Tank   Report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