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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动漫游戏展，“红铜鼓”中

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

等品牌活动每年持续举办，逐步成为国际性的文化艺术

交流平台。在旅游交流合作平台方面，中国-东盟博览会

旅游展自2015年起永久落户桂林，并连续举办8届，累

计举办贸易洽谈超过1万场、合作意向金额超过5亿元；

2015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健康旅游

国际论坛，论坛举办地巴马县已成为康养旅游的龙头目

的地。2020年，在柳州举办2020中国-东盟（柳州）旅游

装备博览会。与国际旅游机构合作，每年在桂林举办旅游

趋势与展望国际论坛，至2022年已连续举办17届。建立

广西与越南边境四省文化旅游部门联席工作会议机制。

顺应新时代新发展，拓宽做实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空间

新时代新发展，广西对外开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又肩负新的重要使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刘宁在《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提

出，要开放包容、协力同行，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取得更大突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

更大”重要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抓住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RCEP生效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

建设等机遇，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更

加开放的格局、更加包容的胸怀、更加优质的服务，推

动全方位开放发展，以面向东盟为重点，继续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把独特区位优势更好转化为开放发展优

势，高水平共建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深入推进平陆运

河、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国内

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

（一）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按照党的二十大重要部署，作为广西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广西深入实施《“十四五”推

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和《广西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三年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携手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国内相关省份，推动新通道在战

略提升、跨区域联动、陆海联运、通关提效、港口建设

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2023年全区累计建成出省出边出海陆路大通道（高

速公路、铁路）43条，至2022年末，广西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增至8271公里，全面实现县县通高速的历史性

目标，高铁营业里程1913公里，位居全国前列、西部

第一；北部湾港航线基本实现了东盟国家及全国主要沿

海港口的全覆盖，北部湾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

25.2％，增速连续五年排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前列；西部

陆海新通道初步形成海铁联运班列、中越跨境班列、中

南半岛跨境公路班车等多种物流组织模式。海铁联运班

列线路覆盖中西部17省（区、市）60市113个站点，班

列开行量从2017年178列增长到2022年8820列，年均增长

118.3％，中越跨境班列（经凭祥铁路口岸）开行量达2182

列，同比增长14.6％。跨境公路班车持续常态化运行。

2022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平陆运河开工建

设。运河建成通航后将开辟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

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广西将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促进沿线交通、

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使西部陆海新通道成为贯

通南北、衔接陆海、协同沿线的经济大动脉。

（二）加强发展向海经济

近年来，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迅猛，2021年北部湾经

济区6市进出口额4839.6亿元，拉动同期广西外贸进出口

增长16个百分点。广西对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25%以上，

东盟连续二十二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广

西向海经济生产总值达到4202亿元，占全区GDP比重达

17%。

为了加快发展广西海洋经济，广西深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和视察广西时的

重要指示精神，依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

划》，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陆海统筹、

产业集聚、科技引领、开放合作、生态优先，按照“一

港两区两基地”的发展定位，系统谋划海洋产业布局，

扎实推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全力打造“一轴两带三核多园区”的海洋发

展新格局，使海洋经济成为推动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把广西建设成为具有重要区域影响力的海

洋强区。

（三）注重发展数字产业

在中国-东盟信息港、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等一

批国家级重大开放平台稳步建设的基础上，依据《广西

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以东盟

国家深度参与为重点，以科技创新赋能下的数字经济产

业集聚与开放合作为核心，以接轨国际规则下的数字贸

易与金融服务为特色，以场景驱动下的数字服务协同合

作为关键，以设施互联数据互通下的数字枢纽建设为支

撑，以“11653”总体架构推进以广西为支点的“数字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