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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定量分析1994～2004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经济效益、进出口、产品结构、产出结

构、行业结构的相关数据，认为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产业规模较小，

引资和投资的力度不够，管理和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不够，缺少良好的经济体制等问题。建议从有选择的发展

信息技术制造业，探索实现多种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两广合作等几个方面大力发展广西的信息技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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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quantitatively analyzing relevant data of the 1994～200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Guangxi in terms of GDP，added value，economic efficiency，import and

export scale，product structure，output structure，industry structure the author holds the view

that Guangx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gins to take shape through years

of development，but still se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smaller industry scale，insufficient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inadequate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the lack of a sound economic system，and so on．It is suggested in this article that

Guangxi should selectively develo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y，explore

forms of diversified economic system of ownership，establish multiplication investment system，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introduction of human resource，increase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and strengthen Guangdong-Guangxi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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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制造业是一个包括信息采集、存储、传

输、加工等门类众多的产业群，是信息产业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信息产业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构架，代

表了信息产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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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1]，因此发展信息技术

制造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1994～2004

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经济效

益、进出口、产品结构、产出结构、行业结构的相关数

据，分析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提出发展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对策，

为广西发展信息技术制造业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1 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发展现状‘2’3]

我国加入WTO后，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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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市场，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大力调整产品

结构，扩大通信、计算机及应用产品和新型电子元器

件的生产，到2003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约33

家，完成产值148431万元，增加值40710万元，其中

数字微波通信设备、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子医疗仪器

设备等多种电子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涌现

出一些技术力量强、生产规模大，市场容量大的品

牌。但是它的规模还是非常小的，从1995～2003年

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广西GDP

中占0．15％～o．22％，2003年在全国的信息技术制

造业中仅占0．13％的比重，通过分析1994～2003

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总产值曲线图(图1)和1994

～2003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曲线图(图

2)，1994～2003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总产值和

增加值基本呈线性增长的态势，年平均增长率为

10％，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2003年，广西信息技术

制造业实现总产值14．84亿元(现价)，比上年增长

了6．76％，比1994增长了41．5％。按1990年不变

价计算，2003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实现总产值

31．75亿元，比上年增长8．4％，比1994年增长

136％，总的来说增长幅度不大。2003年广西信息技

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4．0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3．

27％，比1994年增长了75％。在期间虽有波动，但

从总的趋势来看，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在不

断增长，它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4％，低于GDP的

增长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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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4～2003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总产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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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产品销售收入u．35亿元，比

上年下降了14％，比1994年增长了s7％，是1994

年的1．57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11％，从总的趋

势来看，电子设备制造业从1994年到2003年的销

售收入和利润总额一直基本上呈线性的增长趋势。

产品销售收入大大低于产值的增长速度。从2000年

起信息技术制造业扭亏为盈，到2003年盈利0．78

亿元，但利润数额小。这说明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

经济效益的增长跟不上生产的发展，原因主要在于

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呈

下降趋势，这是正常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占

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值比重很大的国有企业和大部分

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研发水平、管理水平落后，对

市场变化、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适

应，产品结构单一、重复，缺乏关键的自主知识产权，

以致于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

表l 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利润、出口交货值变

动情况

年份 锼惠莞令 。翟翼， 出是凳值
7．25

8．22

8．01

9．14

9．74

12．27

lO．38

12．30

13．22

11．35

—0．08

—0．16

一O．89

——0．46

一O．35

—0．39

O．29

0．22

0．83

O．78

1．61

1．82

2．18

2．61

1．56

1．22

1．10

0．58

0．72

0．97

出口规模非常小，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出品

交货值(如表1)，1994～1997年在缓步增长，1998～

2002年在不断下降，2002～2003年略有回升，总的

来说，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出口规模非常小，大部

分产品是内销。出品产品的类型90％是电子器件，

电子元件，电子测量仪器设备等。大部分产品是内

销，出口产品的类型90％是电子器件，电子元件，电

子测量仪器设备等。广西利用外资不够，三资企业

少，在信息技术制造业内各行业中，以通信设备制造

业的实力最强，但没有产品出口，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业和电子元件制造业有产品出口，并占绝大比重，但

数额较小。

在产出结构中，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国有企

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99年的48．79％下降到2003

年21．01％，而港台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在1997年

以后一直将近20％，虽然总的趋势在不断增加，但

弘％％卯鸲盼∞∞睨∞¨曲珀¨¨珀∞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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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度中有波动，且增幅不大。其他企业占的比重在

不断增加，1999年占37．73％，2003年达到

59．12％，所以在广西合资、合作、独资企业投资力度”

不大，排在第三位。

在产品结构中投资类产品总的比重变化不大，

基础元器件类产品从1999年所占比重35．52％上

涨到2003年的50．02％，消费类产品从1999年的

17．14％下降到2003年的1．11％。与我国三大类产

品结构的比重有很大不同，变化速度比较快，说明发

达国家转移中低档消费品到中国生产，但并没有来

广西，广西也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在行业结构中，2003年在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

中，以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力最强，然后是电子器件

制造业，电子测量仪器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电

子测量仪器制造业和电子元件制造业有产品出口，

并占绝大比重，但数额较小。电子专用设备制造业虽

在广西实力不强但有部分产品出口。通信产品及新

型元器件等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

高，北海银河电子有限公司片式电阻列全国同类年

生产量第一位，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多项研究成果

填补了我国光纤通信的空白。电子元件制造业总产

值呈增长趋势，从1999～2001年所占比重在全区占

第二位，2002 2003年占第一位。电子器件制造业

和电子测量仪器制造业虽然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多，

但它是在不断增长的。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和广播电

视业制造业呈不断减少的趋势，到2003年所占的比

重分别仅只有0．19％和1．1％。

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与全国及广东、上海、浙

江、江苏、北京、四川等七个省市信息技术制造业的

总产值、新产品产值、产品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工

业增加值、利税总额、从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大专以上文凭、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

称、软件开发人员等各项指标相比，可以表明广西信

息技术制造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是比较落后的。在

对比的各项指标中除了大专以上的人员和软件开发

人员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是6．3％和4．48％以

外，其它所占比重都小于或等于1％，2003年广西吸

引外资到位是零，在全国外资总金额只占0．12％。

可见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规模小，总量低，专业化、

集约化程度低，出口少，引资力度小，效益差，难以形

成规模经济。

2广西发展信息技术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2．1产业规模小

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主要脱胎于军工企业，虽

然经过“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二十

五年的发展，但其产业规模小，出口少，引资力度小，

效益差，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缺乏整体竞争力，总体技术水平不高，大部分产品达

不到合理的经济规模，产品成本高，市场覆盖率低，

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力差，一些具有高附加值、具有

较强竞争能力的信息产品的总量偏少，出口规模小，

大部分产品是内销，国外市场没有打开。

2．2引资和投资力度不够

从招商引资方面和投资力度方面来看，广西的

港台外商投资企业从1999年到2003年的投资没有

增长，2003年广西吸引外资到位是零。广西对信息

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力度不大，主要是因为缺少雄厚

的资金，没有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因而信息技术

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严重不足。信息技术制造业

是～个高投入、高产出、竞争相当激烈的产业，如果

没有雄厚的资金，很难得到发展。

2．3管理和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不够

从管理和人才方面来看，与实现国民经济信息

化的要求相比，广西信息制造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管理体制不顺，内部经营

机制不活，条块分割，系统整合能力差，信息产品集

中程度低。由于广西经济基础薄弱，广西很难留住高

级信息人才，本地区的人才培养网络虽然不小，但档

次不高，培养输送的人才大部分只具有基本技能，缺

少大量的高级信息人才及培养和输送信息人才的网

络，且对内部的丰厚智力资本利用率不高。

2．4缺少良好的经济体制

从产出结构来看，广西发展信息技术制造业缺

少良好的经济体制。广西尚未形成一个以公有制为

基础、个体、私营、中外合资股份制等多种经济成分

共同发展、充满活力的所有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还

不够健全，投资主体、资金来源、融资方式均较为单

一。这些因素都将严重影响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

进一步发展。

3发展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对策

3．1有选择地发展信息技术制造业

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并没有

形成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且目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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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资金、人才、经济体制等几个方面广西都不是很

好，这为发展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造成了很大的困

难，因而发展广西信息技术制造业必须有选择性地

的进行，有选择的重点发展新型电子元器件、通信产

品光纤网络，接入设备，数字视听设备，“重点支持，

重点投入”，提升信息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加强信

息技术制造业集中度并形成适度规模来促进广西经

济的发展，防止新一轮“散、小、乱”重复建设。

3．2探索实现多种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

信息产业是高竞争性行业，必须坚持“有进有

退”，以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为手段，加快信息产业

企业的多元化。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思维，大

胆创新，以坚持“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利用一切

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坚决

打破地域、行为、所有制壁垒，树立各种所有制平等

竞争的地位，创造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

企业相互参股投资，建立“四跨集团”的良好环境。既

鼓励公有制经济向个体、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投资

参股，也要鼓励有实力的个体，私营企业向集体企

业、国有企业参股、控股。既要欢迎外地法人、自然人

来本地参股、控股、又要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努力

寻找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佳实现形式，采

取多种实现形式发展经济。

3．3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

以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为目标，以创立科技风

险投资为切入点，加速社会资本向信息产业和信息

化建设聚集。设立政府信息技术发展基金，用于信息

技术产业化贷款的担保、贴息基金，扩大信息技术企

业项目的资本金，启动重大产业化工程。以风险投资

为切入点，充分运用资本市场，促进信息技术成果转

化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积极利用证券市场吸收资金，

确定股票上市企业时，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的倾斜

力度，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骨干信息技术制造业企

业上市，促进这些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迅速崛起。

3．4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首先建立有效的“干中学”在职培训制度，通过

鼓励社会力量联合办学、联合培训等方式，加强对在

职人员的职业培训，以应对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制

造业对人力资源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趋势；第二是

依托广西大学、桂林电子工学院等区内外大专院校

的现有能力，扩大信息管理和信息专业人才培养规

模，并着重发展高层次的信息专业教育，培养大批具

有多重专业知识结构复合型人才；三是进行分配制

度的改革，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人股，以留住人才，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四是建立留学回国创业基金，

专门用于吸引具有企经营管理经验、风险投资经验

和有专业技能的科人员回国创业，并为学有所成的

留学人员回国创企业提供条件和配套服务。

3．5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主动接受产业转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国

内外著名信息技术制造业集聚于广西，主动参与国

际分工，力争将广西信息制造业产品纳入跨国公司

国际“供应链”，促进打造信息产业链。在开展招商引

资的工作中，努力将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简化投资手

续，降低投资成本，以主动服务的精神做好招商引资

项目的跟踪和配套工作，积极与发达省市信息产业

主管部门建立起密切的对口联系制度。

3．6加强两广合作

充分利用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相对资源优

势，尽快制定迎接“泛珠三角”经济圈信息产业转移

的园区规划布局，做好园区的配套环境建设，争取广

东信息制造业能够逐步向广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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