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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着力发挥比较优势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广西大学广西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院长  李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4月视察广西时指出，要准确把握本地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比

较优势。广西具有“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区位优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重要节点枢纽应当说是广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 

    从区位优势来看，广西沿海、沿边、沿江，与东盟陆海相邻，处于大湾区经济圈、西南中南

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交汇点，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有着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

源和两个市场的便利条件。作为我国内陆腹地进入东盟国家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广西有条件有基

础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 

    从资源优势来看，广西的农林资源、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十分丰富，糖料蔗、蚕茧、木薯、

茉莉花、木材、林化产品等产量居全国第一，是我国 10 个重点有色金属产区之一。结合东盟国

家丰富的农产品，经由广西进口再输入国内市场，为广西打造农林产品加工制造基地，深度融入

国家内需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产业比较优势来看，我区现已形成汽车、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高端金属新材料、绿

色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绿色家居、精品碳酸钙和现代轻工纺织等 9大产业集群，特色鲜

明的产业集群体系为我区承接国内产业转移，面向东盟构建跨境产业链奠定了扎实的产业基础。 

    从开放平台优势来看，我区各类开放平台数量多、规格高、种类全。既有中马“两国双园”、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以及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国凭祥-越南同登、中国龙邦—越南茶岭跨境

经济合作区等跨境合作机制，也有中国—东盟博览会、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广西）自贸试验

区、中国—东盟信息港、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以及东兴、凭祥、百色国家开发开放重点试

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这些跨境合作机制和开放平台的累积，为我区打造以面向东盟开放为重点

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提供了开放平台基础。 

    “十四五”期间，应着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我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提高与西部陆

海新通道沿线省（市）及东盟国家的交通可达性，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交通基础；

二是结合我区产业发展优势及发展方向，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要素资源集聚，完善国内

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产业基础；三是整合各类开放平台，实现“1+1>2”的联动发展效应，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发展合力；四是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及东盟国家

发展战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合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