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现有软件企业超过2.5万家

从业人员约20万人

年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规上企业超过600家

创建中国软件名城
重庆存在着软件龙头企业数量、高端软件产品、

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人才培育4大短板

未来3到5年内

重庆要建成1个全国知名工业软件行业园区

引进培育5到10家国内领先的龙头企业

到2025年
重庆软件业务年收入计划达到

5000亿元

年平均增长率

超过20%

“十三五”时期,重庆软件业务收入达到2008亿元

年均增速18.3%

数读·重庆软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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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被称为“工业的灵魂”。它也是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
先导性产业。

2021年12月23日，重庆市重点软
件企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绘制了这
样的蓝图——到2025年，全市软件业务
年收入计划达到5000亿元，年平均增长
率超过20%，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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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6月发布的《重庆市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亦提出，将建
设一批软件产业发展集聚区、软件公共
服务平台和软件上市企业等，推动重庆
在“十四五”全面建成中国软件名城。

当前重庆软件产业有哪些优势和不
足，如何实现上述发展目标？重庆日报
记者进行了调查。

优 势
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等

产业链完整，形成丰富的应用
场景

自2020年以来，一款集智能测温、
防疫物资盘点等功能为一体的软件产
品，成为重庆不少在建工程项目复工复
产的“利器”。

这款由中冶赛迪研发推出的智慧工
地管理云平台“轻筑”App，在保障工程
现场管理无盲区、全覆盖的同时，筑起了
一道工地疫情防控“防火墙”。

随着“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持
续推进，加上市委、市政府不断通过政策
引导、加强载体建设、培育龙头企业等举
措推动软件产业集约发展，一批“重庆
造”软件产品崭露头角。

去年6月，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励
颐拓软件有限公司（下称重庆励颐拓）再
次发布一款自主研发的计算机辅助工程
软件。此前，该企业曾在2019年发布过
这款软件产品的初始版本，被应用于航
空航天、轨道交通等产业领域，实现了进
口替代。

“这次发布的新版本不仅功能更完
善，还扩大了在工业仿真场景中的应用
性能，其精度可媲美国际主流同类产
品。”重庆励颐拓研发人员冯志强表示。

类似中冶赛迪、重庆励颐拓这样的
软件企业，近年来在重庆还有不少，它们
在各自领域推出了多款软件产品，涉及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

重庆软件产业发展何以蓬勃兴盛？
业内看来，这与重庆具有完整产业链，形
成丰富的应用场景密不可分。

“重庆的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等产
业发达，上下游产业链完整，是软件产业
发展的天然‘沃土’，软件产品只要占领
某个领域并形成示范，其后续将形成链
条效应，带动产品市场不断扩张。”重庆
励颐拓联合创始人李博说。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重庆软件
业务收入达到 2008 亿元，年均增速
18.3%，全市现有软件企业超过2.5万
家，从业人员约 20万人，年收入超过
2000万元的规上企业超过600家。特
别是围绕“中国软件名城”这一目标，重
庆已提出一揽子发展举措。

“我市将加快全市软件测评中心、软
件开发云平台等机构建设进度，以此提
升软件技术配套服务能力，形成推动软
件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市经信委软件

处处长傅晓表示，通过建设一批综合型
软件产业园区，创建中国软件名园，继而
申创中国软件名城，将是“十四五”全市
软件产业发展重头戏。

不 足
在龙头企业数量、研发人

员培育等方面存在短板，“重
硬轻软”现象明显

自2008年工信部启动中国软件名
城创建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南京、
济南、成都等14个城市入选，其评选条
件对于申报城市的软件龙头企业数量、
高端软件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人
才培育均有较高要求，而这些正是目前
重庆软件产业的四块“短板”。

“这是由于重庆的产业总体上偏
‘硬’，‘重硬轻软’的现象较为明显。”重
庆市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谦认为，由
于重庆是工业重镇，早些年全市对于汽
摩、电子、装备制造等“硬产业”发展的倾
斜度和扶持度较大，相比之下对于软件

产业发展扶持较小，从而造成重庆的汽
摩、电子等产业的设备、技术不断推陈出
新，而在软件研发上却乏善可陈。

另外，重庆软件产业的整体质量和
技术含量也存在着“先天不足”。

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介绍，重庆软
件企业在产业链上主要从事系统集成、
运行维护等环节，造成软件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技术含量不高，行业利润低，尤
其是在研发设计类、生产控制类软件市
场上缺乏话语权。

“另外在政策扶持上，我市与国内不
少省市也有落差。”市内某软件企业负责
人说，虽然近年国家层面出台不少扶持
政策，市级层面亦落实了帮扶措施，市内
部分软件企业也从中受益，但横向比较
上海、浙江、四川等省市，我市在软件产
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上仍有一定差距。

对此，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
蔡光忠建议，我市应形成从市场需求、框
架设计到软件开发和应用的软件产业闭
环。

其中，在大数据产业方面，市级部门

应建成以工业大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中
心，整合行业、企业、市场、客户、生产制
造等各方面数据，通过智能算法来指导
软件企业生产制造和开拓市场；在转型
升级方面，软件企业要在技术创新、工艺
提升、质量强化、服务延伸和市场拓展等
方面狠下功夫。

“发展软件产业，人才始终是最关键
要素。”蔡光忠认为，当前数字经济讲究
的是跨界融合，需要的是“通才”，建议市
内高校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尤其
是软件研发类人才的培养，必须要靠全
社会、全方位支撑，只有通过“产学研”联
合培养软件人才，同步推进人才在产业
岗位上进行充分实践，才能提高人才培
育数量及质量。

突 破
以工业软件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继而带动整个软件
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国内北上广等地的软件产业
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条和技术累积，重
庆软件产业要迎头赶上，不仅要补齐短
板，更要找到产业突破口。

工业软件，就是这个突破口。
“重庆作为工业重镇，以工业软件推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继而带动整个软件
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傅晓表
示，首先工业软件是工业制造“大脑”和

“神经”，“工业软件兴则软件产业兴”；其
次重庆工业门类齐全，能够为工业软件
提供丰富且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事实上，瞄准高端制造与高技术行
业，通过工业软件赋能，不少渝企已经展
开行动并有所收获。

比如长安汽车，通过成立专门的汽
车软件科技公司，为智能座舱、智能车
控、智能驾驶、智能车云和服务提供软件
系统平台，搭载车辆超过100万台；中冶
赛迪更是让“重庆造”钢铁软件产品和技
术走出国门，应用于越南、马来西亚等多
个国家的钢企生产线。

“当前，全国各地的工业软件发展都
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要在此时找准方
向、聚焦发力，就能抢占市场先机。”傅晓
说。

为此，目前我市围绕工业软件发展
已经提出一揽子建设目标——未来3-
5年内，建成1个全国知名工业软件行
业园区，引进培育5—10家国内领先的
龙头企业；围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
发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软件产
品，引进培养一批高端工业软件人才；
推动全市建成为产业生态完善、核心技
术领先、应用场景丰富、产业竞争力强
的全国工业软件行业高地和应用示范
地。

而在整个软件产业发展上，我市将
突出各个重点方向加快产业整体发展，
包括在行业应用软件上，围绕“智慧名
城”建设，重点发展政府管理、民生服务、
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行业应用软件和
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案；在信息技术
服务上，加快发展面向移动智能终端、智
能网联汽车等平台的移动支付、位置服
务，以及智能应用、虚拟现实等在线运营
服务；在新兴软件上，重点发展以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
等。

我市软件产业“十四五”规划提出，将建设一批软件产业发展集聚区、软件公共服务平台和软件上市企业

重庆离中国软件名城还有多远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