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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广西沿海沿边的交汇地区，秉承改革

开放理念，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视与东盟以及其他区域经济

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遭遇重挫，

其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阶段，政

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区域发展的重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经济结构，促进北部湾经济发展。

1  新冠肺炎疫情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人们的恐慌情绪蔓延，对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疫情期间，加强社交隔离，为工厂复工复产带来了严重的影

响。尤其是广西北部湾经济的短期冲击较大，影响正常社会生

产生活秩序的建立。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不利于社会生产秩序的建

立，还抑制了消费[ 1 ]。对该区域餐饮、旅游、影视等服务行

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很多娱乐场所关门歇业，影响到广西北

部湾第三产业发展。由于大量工厂不能及时复工复产，疫情期

间第二产业经济生产总值出现了下滑迹象，一季度广西北部湾经

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如今，北部湾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大

量工厂复工复产，对于北部湾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很多机构下调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目前经济形

势处于向好状态，整体生产总值稳步提升，人们生活水平同样得

到提升。疫情期间，虽然对北部湾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

是随着疫情过去，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2  新冠肺炎疫情后广西北部湾经济自身优势

2.1区位优势独特

广西地区北部湾位于我国南海的西北方向，一直以来是我国

最早开放的几个区域之一，其区位优势独特，临近粤港澳大湾区，

其海域紧连东南亚，是中国与东盟贸易伙伴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

其地理位置优越，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地区，在国内、

乃至国外享有较高声誉。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其

独特的区位优势，能够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随着东盟

与我国合作进一步紧密，大量的贸易往来能够为北部湾经济发展

带来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

2.2产业门类丰富

广西北部湾经过长期发展，其工业产业不断完善。在该区域

内部建设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涉及到农产品加

工、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与新能源等重要产业。随着其产业门

类的不断丰富，为区域经济多样性发展带来了可能。如今广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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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扰乱了我国正常社会生产秩序。如今，我国新冠疫情已

经得到了控制，政府部门应该主动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主要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北部湾自

身优势，提出了六点建议，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广西北部湾；区位优势；金融门户

部湾整体经济形势向好，金融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尤其是物流、旅游等新兴产业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培育，其产业门

类不断齐全。

2.3开放网络建设

北部湾作为最早一批开放的门户，已经与众多地区与国家建

立贸易往来，如今北部湾拥有内外贸航线42条，涉及到东南亚多

个国家与地区港口，方便区域之间建立商贸往来。开放的网络建

设，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可能。

2.4产业升级加快

北部湾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以电子信

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以及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得到了发展，促进

北部湾产业经济得到升级。尤其是疫情后，生物医药与大健康行

业得到了大量社会资金的投入，其自身结构得到改善，经营规模

不断扩大[3]。

3  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的措施

3.1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连接东盟各国乃

至欧洲等区域港口海陆联运贸易通道。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是提升广西北部开放经济区的重要使命，有助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在经济建设中，制定北部湾自身发展方向，

加强对区域港口资源的统筹，加快区域港口建设，深化北部湾运

营水平，促进港口功能的进一步提升。

在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重视陆海运输网络的建立，

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港口贸易的进一步加快，实现航运与陆

运之间的有机结合，打通商业运输网络，促进地区港口建设，重

视与世界各国港口之间通航，加强与东盟自贸区合作。

构建特色物流体系是摆在广西北部湾整体建设的重要工作，

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有效提高地区物流建设，为商品经济发展

注入活力。在经济建设中，加强与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的整合，加

快产能的释放，促进区域制造业发展。

3.2构建东盟金融开放门户

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借助地

区产业密集的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现阶段政府部门

应该加强对产业的扶持力度，发挥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在北部湾建设中，通过金融业服务，为产业升级做出调整，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如今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应该重视金融服务创新，结合人

民币在东盟各国之间的流通，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鼓励使

用人民币结算，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借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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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推动北部湾经济建设。

鼓励金融产品创新，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结合供应链金融贷

款业务，为整个产品供应链注入活力。同时构建东盟金融开放门

户，探索人民币在东盟各国中的流通，提升我国金融影响力[4]。

北部湾经济建设，应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北部湾基

础建设，加大资金投资，确保区域经济发展能够得到保障，促

进民间资金与国家资金的联动，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尤其是金

融机构应积极探索与企业合作的新形势，重视人才队伍培养，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3.3加大新兴产业培育

新兴产业自身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政府部门与

金融机构的帮助下，能够推动自身发展，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不

断壮大。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加

大对新兴产业的培育，能够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提高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在社会分工中，不断提升自身重要地

位，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例如：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首的一批新兴产

业，能够对未来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带来较大影响力。政府部门

应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重视该领域未来发展前景。

北部湾经济发展，借助高新技术发展信息产业，加强对基

础设施的改造，适应国家“新基建”的需求。在新时期国家

建设的大政方针下，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网络信息资源，

能够吸引更多外资，参与北部湾经济整体建设。

3.4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改造

现阶段，传统产业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农副食品加

工还是石油化工产业，对北部湾经济发展中，为区域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如今，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

传统产业的改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产业升级，是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传统企业在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时，

重视对国家、地区规划性文件的解读，借助区域发展的定量，加

快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在全球社

会分工中，在供应链与价值链中不断提高自身地位。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传统产业的引导力度，促进产业融合，

鼓励制度创新，提高管理能力，在自身发展中，依托产业优势，促

进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打造区域品牌企业。同时环保、绿色发

展是我国产业发展趋势，在传统产业改造中，提高企业环保理念，

保护青山绿水，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3.5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北部湾经济发展，需要依托创新创业平台建设，重视创新型

企业发展，为高新技术的研发提供适宜的环境。通过建立创业园

区，吸引更多优质创新型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目前，北部湾

已经建立了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效补充。北部湾作为开放园区，需要发挥自身重要作用，加

强与周边企业的联动，建立高新技术创新中心，分享科技创新

成果。深化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在北部湾建立一批产业园区，

政府部门提供一定的政策扶持，引导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促进地区创新体制建设，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补充。如

今，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发展，打造区域科技

发展引擎，同时，吸引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在北部湾区域参与

经济建设。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建立完善的

人才评级体系，吸引东盟优秀人才在北部湾工作，共同分享北

部湾经济建设成果。

3.6推动高质量自贸区建设

北部湾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较好的区位优势，能够推动东盟

自贸区的建设，为国家开放战略布局建设添砖加瓦。在北部湾经

济建设中，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外资的进入提供便利的

政策，及时消除市场壁垒，吸纳国际社会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政

府部门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制度，推动自贸区建设，实现经

济高品质、高质量发展。

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发展理念的变革，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

重视环保、绿色发展。同时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将创新意识

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中去，推动企业创新，改善企业发展面

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推动自贸区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

作，在国际领域，提升北部湾影响力。在与东盟国家间建立国际

贸易时，为其提供便利的通关手续，节约东盟国家企业时间成本。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物流运输的管理，为东盟国家商品提供高效

的物流运输，促进东盟、南亚产品能够在北部湾快速集散，为双

方贸易往来提供支持，促进高品质自贸区建设。

4  结论

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对我国经济短期产生了较

大冲击，甚至在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恐慌蔓延现象。如今疫情

得到了控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为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发

展，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产业供给侧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推

动高质量自贸区建设，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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