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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升级迈向数智化新阶段

高新技术产业：向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加速渗透
赛迪智库高新技术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赛迪展望2025

2024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
续平稳发展的态势，成为推动数实融合、培育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展望2025年，我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将迈向高质量发
展新台阶，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与实
体经济融合日益深化，产业综合竞争力将实
现新的跃升。

产业延续稳健发展态势

2024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和国内
有效需求不足，软件产业整体增长态势有所
放缓，但软件业务收入和利润仍保持两位数
增长，增速领跑国民经济各行业。前三季度
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98281 亿元，同比增长
10.8%，较上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其中，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66164 亿元，同比增长
11.9%，占全行业收入的67.3%。东部地区收
入规模领先，完成软件业务收入81860亿元，
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为 83.3%，其中京津
冀地区收入增势良好，同比增长13%。中部
地区收入增速突出，其中湖北省同比增长
15.3%。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强劲动力。

展望2025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人工智能
赋能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软件产业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两重”“两新”等
政策效果持续释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不
断提速，关键软件应用将进一步深入推进，

数实融合有望实现质的飞跃。另一方
面，顺应前沿技术发展趋势，软件产业新体系
将加快构建，中国软件名城等重点区域立足
地方特色和产业基础，培育发展通用智能、卫
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新兴赛道，错位竞争、
协同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软件开发变革

2024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技术浪潮为软件产业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大
模型与软件工程加速融合，推动行业创新效
率提升。微软、OpenAI、GitHub合作推出智
能编程助手GitHub Copilot，阿里云、百度分
别推出文心快码、通义灵码等智能开发工
具。数据显示，百度、阿里等公司内部由AI

生成的代码占比已近30%。与此同时，企业
级软件加快人工智能赋能，软件厂商相继推
出智能化升级方案，在生产制造、企业管理
和销售服务等领域应用场景逐步拓展。

展望 2025 年，软件产业将迎来人工智
能驱动的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智能技术将
加速渗透软件全生命周期，软件工程迈入

“人机协同+机器自组织”新阶段，随着云成
为算力供给的核心基础设施，基于云的软件
创新与推广体系将加快建立。另一方面，人
工智能与行业知识融合应用将持续深化，推
动行业软件加速向标准化、智能化方向演
进，在智能制造、能源电力、交通驾驶等领域
催生出一大批新模式、新业态，助力传统产
业数智化转型升级。

关键软件创新驱动迸发

2024年，关键软件产品供给实现重大突
破。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拥有超过
1.1亿行代码、近675万名开发者、1.5万款以

上应用适配和10亿以上生态设备数，成为全
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标志着国产操作系
统迈入自主生态新阶段。桌面操作系统加快
智能化升级，工业软件底层技术加速突破。

展望2025年，在产业政策牵引和新技术
变革双重助推下，关键软件产品将实现快速
创新迭代，有效满足千行百业应用需求。一
方面，《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指南》等文件的出台，将推动关键软件
更新换代，在细分领域形成示范应用标
杆。另一方面，AI 大模型以及开源模式将
在进一步提升新产品开发效率、赋能关键软
件产品智能化升级中，持续加速软件产业发
展变革。

软件能力加速赋能硬件

2024年，软硬融合进程加速，软件成为
丰富产品功能、提升用户体验的助推器。一
方面，智能化、定制化的软件成为差异化竞
争的关键实招。华为、小米、vivo 等手机厂

商在移动操作系统中深度融入AI大模型能
力，微软推出的 Copilot+PC 已支持本地大
模型，软通动力整合同方计算机提供全栈式
智能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软件能力及生态
成为企业构筑护城河的核心竞争力。英伟
达凭借CUDA稳固GPU生态，并主动向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商转型。地平线、四维图新
等本土芯片企业在智驾芯片基础上，打造一
体化智能驾驶系统。大疆注重嵌入式软件
及相关APP研发，积极培育开发者生态以扩
展行业应用领域。

展望2025年，软硬融合程度将进一步加
深，推动IT产业智能化应用落地。在个人消
费领域，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领域将强化机
器学习、大模型等软件能力，提供个性化的自
然交互服务，打造软硬一体化生态。在行业
应用领域，软件将持续赋能硬件产品实现突
破式发展，例如无人机飞控规划、数据分析、
仿真平台等软件将引领行业发展，机器人操
作系统将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软件，元宇
宙操作系统、应用生态将与硬件深度融合。

海外业务创新扩容

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务出口
410.3亿美元，同比增长4.2%，较第一季度数
据实现增速由负转正。相关企业积极建立面
向全球的经营体系，触达大量国家和地区，欧
美、日韩、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均得
到广泛关注。部分出海软件企业也在尝试与
他国政府机构开展深度合作。神州数码与泰
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合作推进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千方科技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交通部
道路委员会达成协议，为乌方提供智慧交通
产品与服务。

展望2025年，更多软件企业将加快国际
化布局，我国软件产业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
扩大。除了传统的产品出口和技术服务输出
外，联合研发、跨境投资并购等形式有望成为
新趋势。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公共服
务智能化等方面释放巨大需求，我国的智慧
交通、数字政务、教育信息化等领域优质解决
方案服务商将迎来发展机遇。

产业生态日趋健全

2024 年，我国软件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数据、人才等核心要素价值持续提升，为产业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
计处理暂行规定》《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分类
分级规则》（GB/T 43697）《网络数据安全管
理条例》等重要文件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
供有力支撑。以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
院为代表的院校与行业企业加快人才创新培
养步伐，开源与人工智能成为人才培养重要
内容。西北工业大学成立开放原子开源社
团，着力培养拔尖开源人才；复旦大学推出

“AI大课”，计划打造超100门人工智能领域
课程。

展望2025年，以校企深度合作为特征的
产业生态建设将迈向新高度。高校和企业合
作更紧密多元，围绕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产
品推广、标准建设、品牌塑造等领域催生更多
成果。与此同时，校企合作将带动政、产、学、
研、用各方主体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形
成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进一步促
进关键技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信息技
术基础设施建设，为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保障。

赛迪智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形势分析课题组

高新技术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的
技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高新
技术及产业化出台了系列政策。近年来，针
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创新主体进一
步出台了相关举措，并在重点领域布局了一
批重大科技项目。在此推动下，2025年及未
来一段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必将迎来新一
轮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

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
化，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科技创新呈现交叉、融合、渗透、扩散的鲜明
特征，众多颠覆性创新呈现几何级渗透扩散，
引领高新技术产业众多领域实现加速发展。
航空航天、量子通信、新能源等技术领域的突
破性进展，为产业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强劲的
推动力。在航空航天领域，长征十二号在我
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首发成功标志着我国
商业航天产业的重大突破；在量子技术领域，
模式匹配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无须激光器锁频锁相即可实现远距离安全成
码，极大地降低了协议实现难度，为信息安全
构建了新的技术防线；在新能源领域，高效锂
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实现产业化，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实现26.1%的光电转换效率和
2500 小时的连续光照稳定性测试。展望
2025年，我国科技创新将加速向更广领域和
更深层次渗透，为高新技术产业注入持续动
力并催生更多颠覆性变革。

同时，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成为其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全球价值链跃迁
的关键。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技术正加速与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深度融
合，推动传统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催生了众多

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在钢铁产业，“5G+
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改造了铁矿石开采生
产模式，实现了远程操控无人铲车完成地下
生产作业；在煤炭行业，人工智能、智慧相
机、智能测量、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煤炭企业在各个环节实现了智慧化；在物
流领域，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实现
了物流信息的实时追踪和智能调度。展望
2025年，我国将有更多行业引入无人化操作
和智能决策技术，高新技术将帮助传统产业
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二）新旧动能转化提速，高新技术产业
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随着我国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升级，传统产业的增长动力逐渐减

弱，而高新技术产业以其高附加值、高成长
性的特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第
一颗6G卫星发射成功，北斗导航提供全球
精准服务，航天商业发射场实现首发，高铁
技术树起国际标杆，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
产业增添新动力。展望2025年，高新技术产
业将继续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有望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新时期，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推动
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持续强化固链、补链、
强链能力，将继续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
主线。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固链、补链、
强链”战略，不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半导体制造企业通
过增加先进制程研发投入，逐步构建起贯穿
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供应链体系；新

能源汽车产业电池技术的突破与智能驾驶
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补齐了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也推动了整个汽车制造业向绿色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展望 2025 年，“固链、补
链、强链”战略将更加深入推进，特别是在高
新技术关键领域的短板上，我国有望逐步实
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

围绕关键产业

布局科技创新平台

（一）加强原始创新水平，强化高新技术
供给能力

一是发挥政府引领作用。从有利于重
大原创成果涌现的生态体系构建方面开展
研判分析，制定实施政府主导的宏观高新技

术方向政策指导。二是结合我国产业基础与
优势加快布局。立足国家高质量发展阶段需
求，结合优势布局一批国家“长板”的技术攻
关项目，争取全球领先。紧抓数智化绿色化
机会窗口，提升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依托平
台优势提供解决方案，实现跨越式发展。三
是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与企业协
同水平。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创新生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企业自身
技术需求，牵头成立企业技术创新联盟，深化
产学研用、引领高校等科研院所培养更多理
论与实践并存的多元化人才。

（二）优化要素配置和商业模式，促进高
新技术企业提质发展

一是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构建高
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充分发挥
政府投资基金和国家产融合作平台机构作
用，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产
业科技创新，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高新技术
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二是促进数
据要素融通。建立工业数据分级分类机制，
完善数据产权机制、数据流通机制、数据定价
和评估机制，数据交易规则、数据安全和监管
规则。三是从体制机制入手，采取有效措施
引导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加快建设一批优质平台载体和应用
场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一是加强平台载体建设。鼓励高新区按
照自身需求，围绕关键产业进一步布局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创新中心等一批
重大产业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建立若干产业
共性技术研究机构。二是优化整合现有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推动高新区现有科技中介服
务机构多元化布局，形成集研发、产业化、服
务于一体的中介服务机构，并推动各地高新
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间资源、模式相互分享，
实现相关服务和要素跨区域流动。三是面向
重点领域加强场景应用。加快释放场景需
求，有针对性地引导具有阶段性突破的关键
核心技术及共性技术的应用方向，加快示范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