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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6%

1—4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下简称“软件业”）运行态势平稳，软件业
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利润总额两位数增长，
软件业务出口降幅收窄。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4 月
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3.8 万亿元，同比增
长11.6%。

利润总额呈两位数增长。1—4 月份，软
件业利润总额达4314亿元，同比增长14.3%。

软件业务出口降幅收窄。1—4 月份，软
件业务出口154.9亿美元，同比下降0.4%。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平稳增长。1—4 月份，软
件产品收入9127亿元，同比增长8.7%，占全
行业收入的比重为24.1%。其中，工业软件产
品收入达846亿元，同比增长8.7%。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1—4 月
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24983亿元，同比增长
13.2%，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65.9%。其中，
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4107亿元，
同比增长 14.3%，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比
重为16.4%；集成电路设计收入达989亿元，
同比增长 11.3%；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
入达2880亿元，同比增长4.5%。

信息安全收入稳步增长。1—4月份，信息安
全产品和服务收入达520亿元，同比增长9.3%。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平稳增长。1—4月
份，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达3275亿元，同比
增长8.4%。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中西部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增速加快。1—
4月份，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3.2万亿
元，同比增长1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6个
百分点；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达1801
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较一季度提高2.7个
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达3636
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较一季度提高1个
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达738亿
元，同比增长11.7%。四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

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83.7%、4.8%、
9.6%和1.9%。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平稳
增长。1—4月份，京津冀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
入达9888亿元，同比增长17%，增速较一季度
回落1.9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达10253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一
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两个地区软件业务收
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26.1%和27%。

主要软件省份收入占比小幅提高。1—4
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居前 5 名的省份中，北
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软件收入分别为

8828 亿元、7147 亿元、4455 亿元、3956 亿元
和2820亿元，分别增长16.9%、12.6%、8.3%、
10.1%和4.9%，五省（市）合计软件业务收入
27206亿元，占全国比重为71.8%，占比较去
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稳步增长。1—4

月份，全国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现软件业
务收入达19175亿元，同比增长9.8%，占全国
软件业务收入比重为50.6%，占比较去年同
期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中，宁波、武汉、深
圳、厦门、沈阳和大连软件业务收入增速超
过全国平均增速。

（上接第1版）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各产业
有序衔接、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形成具有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基本特征和符合完
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新型工业化作为创造有效供给、满足有
效需求的战略支点，是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
基础，也是积极参与国际循环的基本盘。推
进新型工业化，必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充分发挥产业体系完整优势、体量
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量变促成质变，在保
持总量持续稳定增长基础上优化结构、提高
质量、消除短板弱项，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
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准确把握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新形势

实现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
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大力推进工业化，
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功走出了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长期接续奋斗的基础上，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新型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工业

“体系全”“产品多”“规模大”的独特优势
更加明显，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中
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
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
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
居全球第一；制造业总体规模占全球比重
超过30%，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制造
业“强”的步伐持续加快，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升级，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成
为引领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
量，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引领带动作
用彰显。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5G、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
测、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邮
轮、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标
志性成果，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
投入2500强，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从
2012年的17.6万件提高到2022年的55.5万
件，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

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要载
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企业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量由 2012 年的 34.4 万家增加至 2023 年的
48.2万家，2023年入围世界500强的制造业
企业数量达到63家。目前已培育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3.5 万多家，“小巨人”企业 1.2
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557家。新型
工业化发展的辉煌成就，为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坚实支撑。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推
进新型工业化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形
势。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
改变全球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进
步，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将
深刻改变全球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经过
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等部分关键领域形成先发优势，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和条件在这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二是
大国竞争博弈日趋激烈深刻改变我国发展
的外部环境。近年来，美国调整对华战略，
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对我国技术进
步、产业升级的遏制打压持续加剧。与此同
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
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制造
业发展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三是我国工业
已进入爬坡过坎、由大变强、加快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我国已成为
制造业大国，但“大而不强”、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高质量产品供给、产业基础能力等还
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依然较多。

同时也要看到，新型工业化发展拥有很
多有利条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有14
亿多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
内需市场，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有全球最完
整的产业体系，有5800多万家各类企业优势
互补、竞相发展，有7亿多劳动力、2.4亿多技
能人才和每年1200万高校毕业生的丰富人
力资源，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特别是，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把握机遇、
应对挑战，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制造
强国建设目标。

全力以赴抓好

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落实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工业和信息化系
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要求，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
动派、实干家，扎扎实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
奋力谱写推进新型工业化新篇章。

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工业在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中发挥着“压舱石”作
用。统筹兼顾、综合施策，着力推动工业经
济平稳增长，保持制造业占 GDP 比重基本
稳定。打好政策“组合拳”，深入实施十大重
点行业稳增长方案，继续发挥工业大省、重
点省市“顶梁柱”作用。抓好推动工业领域
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落实，进一步加快实施

“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扩大工业有效
投资。深入实施消费品“提品质、增品种、创
品牌”行动和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家电下
乡活动，提振大宗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
国货“潮品”等新增长点。稳定和扩大工业
产品出口，巩固发展“新三样”，打造更多出
口增长点。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是新型
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和战略支撑。统筹推进
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全面实施制造业重
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不断增强产业链
韧性和竞争力。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
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一体化部署、
全链条推进，“化点成珠、串珠成链”，突破一
批战略性标志性装备，持续提升产业基础能
力。强化应用牵引，用好首台（套）首批次等
政策，加快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优化产业链布局，深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展专项行动，创建一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
范区，更好发挥各类园区作用，推动制造业
在国内有序转移，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产业布局。

全面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创新是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强化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新
质生产力。实施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探索新
型举国体制新模式，推进重大战略性技术和
产品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
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加快成长，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
业。进一步优化创新平台网络，加大对制造
业创新中心的支持，建设一批试验验证平台
和中试平台。加强产业科技创新服务支撑，
完善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推进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造“火炬”品牌升
级版。推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质
增效，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用，打造
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是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紧紧围
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坚持新老并举，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落实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
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
竞争力。加快轨道交通、电力装备等领域强
链延链补链，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巩固提
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用好国内大市场和
丰富应用场景，系统推进 5G、智能网联汽
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技术创
新、规模化发展和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新兴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落实推动未来产业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打造标志性产品，推动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下一代互联
网、6G、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深海空天开发
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构筑未来发展
新优势。

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和加速迭代，已经在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领域崭露头角，成为
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推进数字产业
化，提升集成电路、关键软件等发展水平，加
快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
融合创新。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开
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推进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全行业全链条普及应
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以通用人工智
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场景应用为牵引，加快重点行业智
能升级，发展智能产品，营造创新生态，高水
平赋能新型工业化。继续适度超前布局建
设 5G、数据中心、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深
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深化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打造一批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绿色低碳是

新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落实工业领域以
及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改善工业用能
结构，加快节能降碳技术研发和推广，统筹
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
碳达峰。构建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深入实
施绿色制造工程，打造一批绿色工厂、绿色
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做强绿色制造业，加
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内河、近海船舶
电气化改造。推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全面
推行循环生产方式，促进企业、园区、行业、
区域间循环链接和协同利用。加快构建资
源回收利用体系，推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规范发展。

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工业发
展归根到底要靠企业，企业强工业才能强。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企业，鼓励引导央企担当产业链“链主”，增
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产
业链控制力的头部企业。坚持管理和服务
并重、发展和帮扶并举，完善中小企业工作
体系、政策法规体系、服务体系和运行监测
体系，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
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健全解决
中小企业账款拖欠问题长效机制。促进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
开放场景和创新要素，支持和带动中小企业
创新，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企业创新发展生态。

提升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完善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提升产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构建全国统一
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数据等
新型要素市场培育，引导技术、资金、人才等
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集中集
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更高质量“引进来”，更高
水平“走出去”，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完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政策实
施方式，强化产业政策与财政、金融、贸易、
人才等政策协同。强化金融精准有效服务，
深化产融合作，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
环。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
程师、大国工匠和更多高技能人才。完善工
业和信息化法治体系，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继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伟大精神和优良传
统，凝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磅礴力量。

（来源：学习时报）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软件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软件业务出口增长情况 2023年—2024年1—4月份软件业分类收入占比情况

2024年1—4月份软件业分地区收入增长情况 2024年1—4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前十省市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