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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产业发展优势11 “揭榜挂帅”抓关键22 突出重点成“示范”33

工业软件，是重庆推动软件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口”。

近日，重庆召开重点软件企业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提出到 2025
年全市软件业务年收入计划达到
5000 亿元，年平均增长 20%以上，
并“撬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成万亿级产值的软件产业集群。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本次会
议提出将围绕“建链补链”“强链延
链”，在工业软件等6个领域重点发
力。

工业软件被誉为现代工业的
“灵魂”、工业领域的“皇冠”。重庆
理工大学陈庄教授认为，作为制造
业大市，重庆选择以此作突破口，
既立足实际、彰显特色，又突出优
势、极具针对性，属于“把长板做得
更长”的思路，有望培育成新的增
长点，为重庆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注入新动能。

今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十四五”规划纲要均提出，要大
力发展软件产业，其中，工业软件
列于重点发展方向前列。目前，
重庆软件业年收入超过2000亿
元，其中工业软件收入尚不足
3%，自身规模并不大，但从它对
相关行业的作用看，其推动力极
强，潜力更是不可低估。

对工业软件这个“以小推大”
的产业，我们先来盘盘家底、看看
优势。

截至今年11月底，全市拥有工
业软件及相关企业150余家，同比增
长50%；预计全年业务收入可达50
亿元、同比增长25%；从业人员达1.2
万人，同比增长2%。

场景方面，重庆是我国工业
门类最全的城市之一，目前智能
网联汽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仪器仪表、家电等多个高端制造
板块快速发展，装备、材料、医药、
消费品、能源等行业应用场景不
断拓展，工业软件发展潜力巨大。

平台方面，重庆以渝中区区
块链数字经济产业园、大石化新
区、电子商务和创意产业园等为
载体打造重庆市工业软件产业
园；截至今年11月底，全市各园
区已聚集软件信息类企业1500
余家，产业规模超100亿元。

企业方面，重庆拥有中冶赛
迪、中煤科工、华工智研院、忽米

网、和利时、诚智鹏、罗克佳华等
知名工业软件企业和机构。其
中，中冶赛迪等在钢铁设计领域
居于龙头地位，梅安森等在煤炭
行业工业软件领域、罗克佳华在
环境保护领域优势明显；同时，重
庆拥有长安汽车等支持全球同步
设计的支撑平台，还拥有忽米网
等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
网平台……这意味着，重庆在工
业软件诸多细分领域具有较厚实
的基础和优势。

项目方面，今年在渝召开的
中国工业软件大会上，川渝一体
化工业软件服务平台项目、麒麟
软件(重庆)项目、华为(重庆)工业
软件创新中心等10余个重点项
目签约落户重庆。

人才方面，重庆拥有较好的
高校院所和人才基础。以重庆大
学等为代表，拥有从采矿、冶炼、
热处理到机械加工、能源供给、工
业设计等全覆盖工业制造链条各
阶段的中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概言之，重庆工业软件既呈
现出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规模效
益快速增长、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企业实力显著提升、产业生态持
续优化的喜人局面，但也存在龙
头企业依然不够、园区同质化较
为严重、产业融合度仍显不够、中
高端人才仍显不足、知名品牌尚
为空白等短板。

那么，重庆工业软件如何把“长板做
得更长”呢？陈庄认为，重庆的做法是“高
举高打”，以“揭榜挂帅”对关键技术进行
攻关，带动行业发展。

日前，市经信委发布“揭榜挂帅”项目
（工业软件方向第一批）拟揭榜单位公示名
单，5项关键技术分别涉及整车及装备制
造、机械制造、工业操作系统、工业数据库、
整车软件，均是重庆的重点产业及重点扶
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重庆造”未来发
展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从“揭榜”的要求看，项目实施周期均
不超过2023年12月，只有两年左右的时
间。对汽车等产业而言，要求急、难度大；
对项目实施方而言，时间紧、任务重。

从“挂帅”的要求看，拟“揭榜联合体”
均由1家牵头单位、2-3家配合单位组成，
牵头单位均具有1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的
工业软件产品，配合单位也都是行业龙头
企业，且信用良好。

举例来说，榜单项目“面向机械制造行
业产品精度设计及仿真优化软件开发”的
牵头单位为重庆诚智鹏科技公司。它从
2002年开始研发，已拥有2000+行业应用
案例数据库，其核心技术CAT（计算机辅
助公差）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性技
术。目前，诚智鹏已为华为、上海电气、长
安汽车、奇瑞汽车、宗申、隆鑫等200多家
单位提供软件和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装机
容量超过90000套。

又如，榜单项目“面向制造行业的高
可靠、高安全、高可用的工业数据库开发”
的牵头单位为罗克佳华（重庆）科技公司，
它所开发的“海东青工业数据库”已在环
保、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成功示范。通
过“揭榜挂帅”，将进一步开展技术、应用、
运营和生态创新，做大做强工业数据库软
件产品。

从这些要求和例子可以看到，重庆
将以重要产业（如汽车）的关键技术为
突破口，在推动工业软件发展的同时，
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整合，助力产
业“补链强链”，从而推动“重庆造”高质
量发展。

去年4月，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促进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把
工业软件作为我市未来一个时期重点发展方向。

今年发布的《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
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围绕研发设计、生产控
制、嵌入式系统软件、汽车软件等重点研发方向，
发展工业软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力争在更多细分领域形成竞争优势，如
工业操作系统、工业数据库等领域形成重庆特色
和品牌。

二是依托重庆良好的工业基础与制造业优
势，围绕汽车电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产
业，加快工业软件集成适配优化，加大行业应用与
试点示范力度。

三是面向智能制造关键环节应用需求，加快
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数据中心建设，鼓励开发高
支撑价值的工业App，形成支持产品全生命周期
管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的工业软件产品和
服务。

对重庆工业软件未来的发展，陈庄建议，首
先，今后重庆要继续用好诸如“揭榜挂帅”这样突
破关键技术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把项目结题验
收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将相关的产业链做大做强。

其次，重庆要建立起工业软件产品名录体系，
定期将知名、优秀工业软件列入，一方面是对工业
软件研发企业一个很好的推介，另一方则方便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查询、采购工业软件产品。

第三，在名录体系中链接相关政策优惠，比如
100万元的软件，有50万元的相关补贴，中小企业
可以用优惠的价格买到，大大节约了成本。

第四，用好会展等平台，尤其是每年在重庆举
办的智博会和中国工业软件大会，把重庆本土优
秀的工业软件和揭榜项目产品充分展示和推介出
去。

第五，加大对人才的扶持力度，给予人才更多的
优惠政策，诸如税收减免、中小企业人才职称评定等
方面。对有些高级人才，甚至可以做到“一人一策”。

工业软件最大、最好的“出路”是应用于各个
行业。其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恒心，需
要具备更强的统筹意识。重庆要做好打攻坚战的
准备，政策扶持、研发投入、资源汇聚等要有持续
性，抓住关键、聚力突破，为推动“重庆造”迈向价值
链中高端、建设“智造重镇”做出更扎实的努力。

（据两江观察）

即打造十大软件产业集聚区，十大软件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十

家软件上市企业

即培育百家上亿级企业、百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软件产品、百

名软件行业卓越领军人物

即软件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培育规上软件企业1000家，引

进高端软件人才1000人

即重庆软件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推动成渝地区软件人才“大

军”达百万，成渝地区形成万亿级软件产业集群

十

百

千

万

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蓝图

●工业软件

●基础软件

●信息安全软件

●行业应用软件

●新兴技术软件

●信息技术服务

聚焦六大方向“十百千万”发展目标

中冶赛迪
建设的全球钢
铁行业首个智
慧 集 控 中 心
——韶钢智慧
中心。

（中冶赛
迪供图）

到2025年，全市软件业务年收入计划达到5000亿元，将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成万亿级产值规模软件产业集群——

这个万亿级产业，重庆如何撬动
重庆日报记者 罗皓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