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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被誉为工业制造的大脑和神经，是制造业信息化的核心。
近年来，渝中一直将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提早布局，已走在全市前列。
今日，2022中国工业软件大会在渝中区举行，并作为贯彻落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的具体举措，渝中将致力于打造国际国内工业软

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交流平台，加快赋能赋值赋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重庆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名城”。

核 心 提 示

中国工业软件大会，是一个“国”
字号的行业盛会，可以说是国内工业
软件领域最权威最隆重的一次大会。

这样一场盛会，为何会落在重庆
渝中区？

首先是底蕴深厚。
近年来，渝中区精准布局、持续发

力，高位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推动华工智研院、
华天软件、麒麟软件等一批重点项目
落户。

“一直以来，渝中区始终坚持创新
驱动，推动工业软件发展。我们坚信
工业软件一定会在渝中区蓬勃发展。
未来3到5年内，这片热土定会涌现出
一批优秀的软件企业甚至是龙头企
业。”重庆诚智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刘尚成如此评价渝中区的工业软
件实力。该公司于2007年在渝中区
成立，致力于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

在2021中国工业软件大会上，重
庆市经济信息委将“重庆市工业软件
产业园”授予渝中区，这确定了渝中区
在全市工业软件产业的地位。

其次是思路明确。

2021年渝中区发布《重庆市工业
软件产业园发展规划》，全力发展以工
业软件为主的软件产业。

根据规划，重庆市工业软件产业
园到今年底，集聚工业软件企业30家
以上，新引入国内外行业龙头及骨干
型企业（项目）不少于10家，主营业务
收入2亿元以上工业软件龙头企业数
量不少于6家。

为确保企业引进来后留得住，渝
中区还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服务措施，比
如落实联系服务企业系列工作制度，勤
上门、多跑腿，助企纾难解困，及时兑现
政策，推动签约企业尽快落地、落地企
业尽快运营、运营企业尽快达效等。

两个因素叠加之下，中国工业软
件大会在渝中区落户，便是水到渠成。

这场盛会为渝中软件产业发展带
来新的契机。

“会上，各方专家学者交流了很多
行业经验，给我们很多启发，为我们抓
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路。”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说。一年
来，渝中区紧抓契机，推动以工业软件
为主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

据统计，全区 2021 年工业软
件相关领域重点项目投资总额超
100 亿元。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
（工业软件）建设成效凸显，建成工
业软件领域市级及以上工程中心、
新型研发机构2个，推出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11项，完成市级及以上

工业软件领域试点示范项目3个，
并以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成功创
建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
点城区、国家级涉密专用信息设备
应用示范基地等，重庆市区块链数
字经济产业园综合竞争力持续保
持国家第一梯队。

2021年以来，渝中区大力推进重
庆市工业软件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
取得了明显成效。

着力开展精准招商。2021年，华
工智研、华天软件、麒麟软件等20个
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协议投资总额超
100亿元；目前，园区聚集中煤科工、
赛迪工程技术、诚智鹏、和利时等工业
软件龙头骨干企业20余家，规模以上
软件信息企业营收约45亿元，带动园
区整体产业规模达300亿元。

持续汇聚平台资源。华工智研
院成功获批市级“区域型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智研院德阳分院正式签
约，川渝一体化工业软件服务平台推
进有序，工业软件开发公共服务平台
等4个平台成功纳入2021市重点软
件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库。重庆工业软
件应用协会、重庆市工业设计总部基
地、重庆市区块链协会等重点市级平
台资源陆续入驻。

积跬步以致千里。在工业软件、
区块链、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等“3+X”
核心产业发展带动下，渝中区软件产
业积累了良好的基础。

2021年渝中区软件业务收入超
260亿元，是2016年的2.5倍，约占全
市软件产业规模总量的12%，成功创
建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国家区
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点。

产业集聚方面，渝中区围绕基础
补链延链，集聚途作林杰、启明星辰、

北信源等一批产业链骨干企业，百润
信息、电信集成等营收亿元以上企业
14家，软件企业数量2500余家，软件
从业人员近4万人。

产业配套方面，渝中区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打造职住平衡的宜居环境，
保障软件人才工作、生活和发展需求。

如今，渝中区的产业生态正持续
优化：建成项目管理、软件开发、人才实
训、应用示范等7个市级软件重点公共
服务平台，助推诚智鹏科技等3家企业

“揭榜挂帅”市级重点软件开发项目，重

庆信创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单位入
选重庆市重点软件公共服务平台（第二
批）名单，“诚智鹏三维尺寸链计算及公
差分析软件V1.0”等6款渝中造产品获
批2022年重庆市首版次软件产品，重
庆华工智造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5家企业、8件产品入选“2021年重庆
市重点工业软件产品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渝中区还积极打
造人才培养平台、工业软件一站式应
用服务平台、双链平台等十大软件公
共服务平台。

以工业软件一站式应用服务平
台为例，渝中区将打造一个面向我市
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
的一站式工业软件服务中心。包括集
成规范标准、集成能力评价标准，在各
类工业软件产品能够互联互通、高质
量好用的情况下，形成系统解决方案，
加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平台计
划服务应用企业100个和高校科研院
所12个，围绕物理网关、接口平台、云
组件技术等重点方向成功申报工业信
息化专利30个。

软件产业综合竞争力
持续保持国家第一梯队

重点关键产业园
建设成效显著

力争到2025年软件业务
收入超千亿元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渝中区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积极对接落

实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发挥企业
集聚、配套完善、生态良好等优势，出台运用存量楼宇发展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黄金十条”政策，细化制定渝中区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具体来看，渝中区将举全区之力举旗发展软件产业，
在场所、场景、企业、人才、机制等方面着力，推动创新创业
创造，为重庆建设中国软件特色名城贡献“渝中力量”。

商业楼宇既有创新创业气氛，又有品质生活环境，是
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好载体。

为此，渝中区聚焦“楼宇用起来”，加强老旧楼宇改造升
级，优化楼宇生活服务功能，打造“拎包入住”环境，以重庆
总部城数字经济产业园、化龙桥国际商务区为核心，按照

“一核多点”全域打造“重庆软件天地”。
比如，完成解放碑周边通远大厦、合景聚融等7.3万平

方米商业楼宇改造，新商业化改造金渝大厦、申基金融广场
等楼宇载体16万平方米，重点发展行业应用软件、信息技
术服务等产业方向。同时，分级分类控制软件企业租金成
本，让软件企业“轻装上阵”。

人才培育上，渝中区将用好人才“黄金十二条”政策，
分层次精准引进软件塔尖人才、技能工匠、技术研发团
队，选精做实人才创新项目，市区联动打造重庆市数字化
人才培训基地。

“我们会始终把人才作为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的核心，
充分发挥渝中教育、医疗等配套优势，完善人才公寓、创业
引导基金、见习基地等服务体系，升级人才政策，帮助和支
持软件企业招引人才。”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集聚上，渝中区将推动集聚集群发展，采取“管
委会+公司”运行机制，借助专业化产业运营平台，瞄准世
界IT百强、全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等企业，开展上门招
商、精准招商、专业招商，引进一批龙头企业、行业领军企
业、品牌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等，提升产业发展
核心竞争力。

同时，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建立软件企业众创空间、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总部基地全链条孵化体系，优化中小
微、初创型企业跟踪辅导、孵化服务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助推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成长。

此外，渝中区还进一步优化软件产业生态，重点发力
工业软件。比如，结合企业需求，加快制定渝中区软件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企业办事流
程，提升企业获得感；坚持产业至上、企业至上、人才至上理
念，同步推进产业培育和住宅供应，增加时尚潮流元素、年
轻化消费场景等供给，更好满足软件人才在区工作、生活、
消费需求，更加有机推动职住平衡、宜业宜居。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25年，全区培育软
件公共服务平台10个以上，从业人员超10万人，新增规上
企业100家以上，产业入驻载体突破100万平方米，软件业
务收入超1000亿元。

王彩艳 陈佳佳 图片/李显彦

·渝中篇

渝中区持续优化软件产业生态，助推诚智鹏科技等3家企业入选市级重点软件开发项目

市民正在华工智研院CAE仿真场地体验驾车“漂移”

重庆市区块链数字经济示范产业园重庆市区块链数字经济示范产业园

渝中 助力重庆打造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渝中区工业软件龙头骨干企业—和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