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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0%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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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展翅高飞”

2024年前10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
软件业务收入稳中有升，利润总额增势放缓，
软件业务出口持续向好。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稳中有升。前 10 个月，
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110623 亿元，同比增
长 11.0%。

利润总额增势放缓。前10个月，软件业
利润总额13357亿元，同比增长8.9%。

软件业务出口持续向好。前10个月，软
件业务出口463.4亿美元，同比增长5.2%。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平稳增长。前10个月，软
件产品收入25133亿元，同比增长8.0%，占全
行业收入比重为 22.7%。其中，工业软件产
品收入2360亿元，同比增长7.1%；基础软件
产品收入1574亿元，同比增长8.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前
10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74137亿元，同比
增长 12.2%，占全行业收入的 67.0%。其中，
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11338亿元，
同比增长 11.3%，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
15.3%；集成电路设计收入2951亿元，同比增
长13.8%；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10064
亿元，同比增长8.7%。

信息安全收入增长放缓。前 10 个月，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 1738 亿元，同比
增长6.6%。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稳定增长。前 10
个月，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9616亿元，同比
增长10.8%。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中部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加快增长。
前 10 个月，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91957 亿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前三季
度提升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5488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较前三
季度提升0.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
务收入10657亿元，同比增长9.5%，增速较前
三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
业务收入2522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较
前三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软件业务收入稳健

增长。前 10 个月，京津冀地区完成软件业
务收入28068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高
于全国1.5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完成软件
业务收入 31118 亿元，同比增长 8.9%，增速
较前三季度提升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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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和28.1%。

主要软件大省软件业务收入占比保持
稳定。前10个月，北京、广东、江苏、山东、上
海软件业务收入居全国前5位，分别同比增

长11.9%、12.5%、9.4%、12.6%和11.8%，5省份
合计软件业务收入78758亿元，占全国比重
为71.2%，占比与前三季度基本持平。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小幅回升。前
10 个月，全国 15 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现软

件业务收入53021亿元，同比增长10.3%，占
全国软件业务收入的47.9%，占比较去年同
期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厦门、深圳、武
汉和成都等4个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增速超过
全国平均增速。

中小企业锻造“强链补链”真本领

（上接第1版）
在提供帮助之外，各级政府持续关注

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质量。“每年 4 月 30
日，公司会登录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平台更新企业信息，方便有关政府部
门实时掌握企业最新发展动向，针对性地
给予指导。”刘明月说道。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
处长曾祥清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 记者
采访时表示，江西严把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管理关”。一方面，为动态监
测有效期内的企业运行情况，江西每年
积极组织企业更新生产经营数据，根据

企业更新生产经营数据材料和实地核
查情况，提出“正常”“预警”“取消”
等三类指导处理意见。另一方面，要求
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密切关注和支持
企业发展，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引导企
业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梯度发展
壮大。

记者了解到，江西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严把住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培育的“入口关”、入库后的“管理
关”、提质增效的“发展关”，积极探索构建促
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引领带
动全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
凭借创新工艺开发和产业链垂直整合

能力，这家中小企业已成为许多头部新能源
车企的“配套专家”。“随着客户的出海提速，
我们的创新研发、模具生产制造能力也被带
到全球市场，我们借此机会正在全球供应链
中寻找新的定位。”余求玉说道。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4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发展大会上，金壮龙指出，工信部将支持

“小巨人”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
发新产品，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

记者从近日工信部发布的《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了解到，“创新
能力”是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一项，涉及
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
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上年度研发人员占
比、建立研发机构级别等；结合企业在产业
链上发挥作用情况，可适当进行加分。

“大中小”融通

拥抱广阔市场

在蓝天翱翔的国产大飞机中，集聚了一
批中小企业产品的身影——它们既有负责
航天飞控的硬件，也有标准件产品，让国产
大飞机“羽翼”日渐丰满。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它们在开展大飞
机研制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中小企业加入
大飞机的‘朋友圈’，吸引和培育了来自全国
13个省市的200多家中小企业。其中，已有
80多家企业成为我们的合格供应商。”中国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郭佳文告
诉记者。

“大手拉小手”，从前默默无闻的小微企
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让航空“小
巨人”阵营不断壮大。给国产大飞机生产机
身蒙皮的西安兴航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该公司的年产值已达
4亿元，员工数量已由最初的30多人扩充到
1000余人。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业界不仅需

要‘小鱼抱团’的发展模式，更需要‘大鱼带
小鱼’的共生模式。”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卫丙戊告诉记者。大企业有着
较为雄厚的资源和能力，中小企业则似灵动
繁星，充满创新活力和应变能力，它们各施
所长、相互依存，推动壮大我国制造业产业
链创新链。

酒香也怕巷子深。“小巨人”企业——雷
茨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吴
炎光向《中国电子报》记者坦言，中小企业的创
新成果有时很难被大企业发现，或是很难进入
大企业的创新链里。“如果中小企业的创新成
果不能变现，找不到应用场景和产业化渠道，
就难以支撑企业后续的发展。”他说道。

为畅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推动
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
链，今年5月，工信部等四部门开展2024年“百
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目前，各地
已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作为重要抓手，构建
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近日，上海提出健全机制，集聚资源，推
动国有企业供应链、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
放共享，支持链主企业同中小企业开展联合
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形成促进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广东掀起了一波“链
式改造”热潮，由链主企业牵头带动整条产
业链、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协同改造，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

集群化发展

支撑重点产业链“补短”

在位于福建漳州的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发电声”）生产车间里，一块高
精度继电器只需要0.8秒即可完成组装。这
个继电器抗冲击电流可以达到 120A，是常
规继电器的 6 倍。凭借这块方糖大小的电
子元器件，宏发电声公司继电器出货量位居
全球第一，2023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
21.3%，是名副其实的“单项冠军”。

支撑宏发电声成为全球继电器行业
领航者的，是当地一个小而精的细分产业
集群——磁力触点、冲压件、注塑件、漆包
线……在漳州长泰经济开发区，围绕宏发
电声的配件企业一应俱全。

近年来，依托宏发电声，长泰经济开发
区规划了1000亩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引进
锐腾、松竹新能源、光弘电子、榕鑫达等8
家配套企业，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新型电子
元器件产业链。宏发电声、新峰科技等企
业，已经在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
核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今年 9 月，工信
部公布了2024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名单，漳州市长泰区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集
群榜上有名。

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我国
迄今已经培育认定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300个。前不久发布的《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报告（2024）》显示，在
集群效应下，现代产业体系正加快构建，为
集成电路、汽车、锂电、民用大飞机、工业机
器人、工业母机、显示器件等产业链提供了
配套能力和应急储备能力，有力地支撑了重
点产业链“补短”。

“目前，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在资源共享、生产协作、创新协同、市场共
拓等方面的推进力度还不够，有的规划建设
还停留在‘园、镇、村’的传统模式，竞争层次
低，抗风险能力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院长杨旭东指出，对此，构建多维“合作
网”格外重要，即引导集群加强共享工厂、共
享车间、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建设，完善内部
协作共享机制。

利用协同“智造”，广州市花都区箱包皮
具产业集群有效解决了皮具行业“高定制、
碎工艺”导致的企业集约化经营难实现的问
题。该集群通过打造“云端生产管理信息系
统”等方案，推动集群企业上云上平台，实现
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中游加工商以及下游成
品商的协同“智造”。截至目前，全镇已有超
过 5500 家企业“上云上平台”，协同效率提
升40%左右，成本降低10%以上。

（上接第1版）
“前不久，我国新能源汽车年度产量首

次突破1000万辆，当时下线的就是我们的
新能源汽车。”在参观东风汽车集团展厅
时，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
与科技发展部副总经理吕海涛指着一辆紫
粉色岚图知音自豪地说道。

据介绍，今年1—10月，东风旗下新能
源汽车销量达到70万辆，较去年同期大幅
增长 82.3%；东风旗下自主品牌销量达到
111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40.2%。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之间的核心
差异在于“三电系统”，即电池、电机和电控
技术。据了解，针对新能源汽车和增混车
型的特殊需求，武汉二厂于2023年新增了
动力电池分装线和电机分装线，紧接着在
2024 年，又增设了电池盒装线和输送线；
同时，为了保证汽车质量和安全性能，还增
加了电池性能测试、电机性能测试等质量
检测与测试环节，从而构建起较为完备的
生产链条。

在技术创新方面，东风汽车亦不断突
破，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比能全固态电池即
将量产，一体化车身压铸件创行业集成化

程度最高、重量最轻、开发周期最短“三项
第一”。

东风汽车的转型跨越，也是传统汽车
企业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精准发力
的生动写照。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型
汽车集团之一，东风汽车的前身是始建于
1969 年的第二汽车制造厂，50 多年来，累
计产销汽车近6000万辆。2018年年底，东
风汽车开始构建自主品牌事业新格局，并
于2021 年实施“东方风起”计划和科技创
新“跃迁行动”，全速向新能源转型。

近三年来，东风乘用车制造总部从生
产油车为主，到兼顾油车与电车；从生产东
风风神单个品牌，到囊括东风风神、东风奕
派、东风纳米三大品牌；从武汉单个工厂，
到形成武汉、襄阳两地三厂三足鼎立格局。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新
能源汽车高速发展，不断跑出振奋人心的

“加速度”。记者注意到，从今年8月新能
源汽车国内销量首次超过燃油车开始，8
月、9月、10月，国内市场新能源汽车占比
连续 3 个月超过 50%，新能源汽车竞争力
显著增强。

传承与创新：湖北汽车产业讲述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