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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加快软件名城提档升级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

为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软件名

城提档升级,率先打造智能经济强市和数字先锋城市,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和数字经济引

领战略,加大软件名城品牌建设力度,提升中国软件名城知

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持续拓展软件产业规模厚度、创新

深度、应用力度、空间广度.到２０２５年,打造成为产业实

力领先、创新活力迸发、应用赋能多元、产业生态繁荣的中

国软件名城标杆城市.

———产业实力持续壮大.软件业务收入突破６０００亿元,

行业企业纳统数量超过３６００家,从业人员超过３５万人.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攻克一批 “卡脖子”技术,培

育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１００家以上、首版次高端软件８００
个以上、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 (DCMM)等资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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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个以上,获批一批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项目.

———融合赋能持续深化.关键软件在航天、船舶、电

力、交通等重大工程领域深度应用,在２０个以上应用场景

形成５００个以上应用示范.

———产业生态不断优化.培育省级以上软件名园５家以

上,上市企业３０家以上,国家级和省级重点软件企业１００

家以上,信创产业规模超过１５００亿元,引进或培育一批头

部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软件名城提档升级主要指标

指标项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产业实力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４８００ ５３００ ６０００

行业纳统企业数量 (家) ２７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６００

软件从业人员 (万人) ３１ ３３ ３５

创新能力

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数量 (家)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首版次高端软件数量 (个)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DCMM 等资质认证数量 (个) 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融合赋能
开放场景应用领域数量 (个) １０ １５ ２０

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个) ３５０ ４２０ ５００

产业生态

省级以上软件名园数量 (家) ２ ４ ５

上市企业数量 (家) ２２ ２５ ３０

国家级、省级重点软件企业数量 (家) ４０ ７０ １００

信创产业规模 (亿元)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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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创新体系强化行动.

１．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支持

企业建设软件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机构,开展软件专利申请和软件著作权登记,申报省

级首版次高端软件,增强软件产品竞争力.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鼓励企业提高软件开发和数据管理水平,对通过数

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 (DCMM)、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

(CSMM)、信息技术服务标准 (ITSS)等资质认证的企业

按规定给予奖励.到２０２５年,软件专利申请和软件著作权

登记数年平均增速超过２０％.(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

２．完善协同创新体系.优化提升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对接合作机制,加快 “卡脖子”领域技术突破.支持企业

间协同开展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领域基础理论、核心算法

和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支持企业联

合生态伙伴组建共同体,争取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支

持,对获批国家协同攻关专项的企业视情给予配套支持.到

２０２５年,攻克一批核心技术,谋划国家智能设计创新中心

山东分中心等一批项目,获批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项

目数量居全省领先.(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

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

３．支持实施技术开源开放.加快提升 “双创” “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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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产业发展生态.支持企业积极参加国内开源基金会等开

源组织增加研发投入,深度参与开源社区治理.鼓励企业和

相关机构共同建设自主开源社区,探索完善各方联动的运营

模式和可行的商业化路径.支持企业面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区块链等领域需求,谋划部署基础

性、前瞻性开源项目,推进开源工业软件研究院项目落地.

引导企业在确保合规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开源社区项

目,深化研发创新,提升核心技术水平和贡献度,加快形成

自主演进能力.引进和培育国内知名商业开源企业.到

２０２５年,在数据库、工业软件等领域培育一批开源项目.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投资促进局)

(二)产业链供给水平提升行动.

４．聚力攻坚基础软件.支持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加强

研发工作,进一步提升中间件、数据库、信息安全、工具软

件产品竞争力.支持云数据中心操作系统研发应用;加快工

作流中间件、应用服务器软件、企业服务总线、消息中间件

等高性能、高可靠的中间件关键产品及构件研发;推动关系

型数据库、分析型数据库、联机事务处理过程 (OLTP)数

据库等数据库产品研发和推广;发展零信任安全防护软件、

公共安全和网络安全软件、信创安全软件、保密业务软件、

电子签章等信息安全软件;推动云原生开发平台、低代码开

—６—



发平台等工具软件发展.到２０２５年,中间件、数据库、信

息安全软件的国内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责任单位: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

５．突破发展工业软件.支持企业提升体系化服务能力.

推广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等产品研发设计类软件.

提高企业资源计划 (ERP)、供应链管理 (SCM)、客户关

系管理 (CRM)等业务管理类软件产业化能力.发展制造

执行系统 (MES)、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分布式控

制系统 (DCS)等生产控制类软件.面向钢铁、汽车、数控

机床、能源等领域需求,发展行业专用工业软件.加快行业

通用、企业专用的工业 APP发展.到２０２５年,建成国内知

名的工业软件基地,云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电子设计

自动化 (EDA)应用量居国内前列,企业资源计划 (ERP)

集团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责任单位: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

６．协同攻关应用软件.面向重点行业领域需求,支持

企业做优电子政务软件、通信软件、税务软件、电力软件、

医疗医保软件、交通软件、石化软件、教育软件、金融保险

软件、仓储物流软件等行业应用软件.支持行业应用企业联

合软件企业,协同研发行业专用软件产品,打造行业体系化

产品和系统化解决方案.到２０２５年,在政务、金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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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交通等细分领域应用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前列.(责任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７．培育壮大新兴平台软件.支持企业发展数据中台、

数据智能平台、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等大数据软件,发展公有

云、行业专有云、区域混合云平台、边缘计算平台、容器云

平台等云计算软件.支持企业提升人工智能计算平台、算法

工具平台、认知计算服务平台等人工智能软件.支持企业和

机构研发工业互联网平台、元宇宙平台、区块链底层开发平

台等 平 台 软 件.支 持 企 业 和 机 构 布 局 第 六 代 移 动 通 信

(６G)、量子信息、北斗导航、卫星互联网、超算互联网、

类脑智能等前沿领域软件技术研发.到２０２５年,形成一批

全省领先、国内知名的特色软件技术和产品. (责任单位: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

８．加速提升嵌入式软件.面向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精品钢与先

进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需求,支持企业突破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数据库核心技术,研发嵌入式相关应用软件,提升整

机产品的软件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到２０２５年,工业母机、

电力设备、激光切割机等装备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水平居行业

领先.(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９．加快发展信息技术服务.支持企业发展信息技术咨

询设计、信息系统集成实施和运行维护服务,提升系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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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集成服务和运维保障水平.支持企业培育数据服务、云

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提高

重点行业和领域专业化信息技术服务能力.支持企业持续巩

固在通信芯片研发、国产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芯片

研发、加解密芯片研发和设计服务等领域的基础优势.到

２０２５年,信息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规模总量占

软件业务收入比重超过６５％.(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三)融合应用赋能深化行动.

１０．推进重大工程软件应用.深入推进基础软件、应用

软件、信息安全软件在数字济南建设中应用,提升系统开

发、集成服务和运维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工业软件在工业母

机、机器人、航天、船舶、铁路、电力、能源等重大工程中

应用,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全面推动各类软件在制造业细分

领域中应用,打造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

值、智能主导的新型制造业体系.到２０２５年,关键软件在

重大工程领域深度应用,软件应用试点示范行业覆盖度持续

提升.(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有关部门)

１１．推动行业应用场景开放.深化 “软件定义”作用,

推动工业、农业、建筑业、物流业等行业进一步开放应用场

景,每年发布一批应用场景,评选一批优秀应用案例,不断

拓展软件在数字农业、智能制造、智能建造、智慧物流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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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鼓励软件在市政公共服务、城市空间

运营、社区治理等城市服务领域深度应用,提高城市服务智

慧化水平.到２０２５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解

决方案.(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有关部门)

(四)产业生态体系构建行动.

１２．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支持企业争创行业领军

企业,培育更多企业进入 “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软

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 “互联网企业１００强”

等名单.支持 “四上”企业软件业务独立纳统和优化重组,

壮大细分领域软件企业发展能级,培育骨干软件企业.推动

软件业中小企业走创新型发展和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面

向有实力的软件企业、高成长性软件企业开展梯队化上市服

务,促进软件企业和社会资本有效对接.鼓励大企业向中小

企业提供开发环境和科研基础设施,推进大中小企业深度协

同.到２０２５年,培育亿元级企业１００家以上,创新型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１０００家以上,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的产业生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

１３．加快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持续巩固 “多园多基地”

的软件产业空间布局,形成综合型、特色型和市级软件园区

优势互补、梯次发展的格局.提升信息技术服务国家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能级,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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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服务).支持济南高新区优化共建机制,加快算

谷浪潮科技园、算谷产业园、国家大数据产业基地等核心载

体建设;支持齐鲁软件园提档升级,争创中国软件名园,打

造一流软件名园.支持明湖国际信创产业园、山东数字经济

产业园、长清软件园等园区规模化特色化发展,争创省级软

件名园.支持各区县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优势,聚焦大数

据、云计算、信创、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建筑信息模型

(BIM)软件、区块链等重点领域,利用现有楼宇或新建产

业载体打造市级软件园区.到２０２５年,新增市级以上软件

产业集聚区１０个以上.(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发展改革委,有关区县政府及功能区管委会)

１４．支持信创产业链式发展.发挥整机企业带动作用,

围绕政务、金融、教育、能源、交通、环保等重点领域需

求,实施信创产品应用示范工程,引育操作系统、流式版式

软件企业,完善整机、中间件、数据库、流版签软件等产业

链环节,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发挥各类机构作用,开展

攻关、适配和推广工作.完善提升信创集群省级 “十强”产

业 “雁阵型”集群发展能级,争创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 (信创).到２０２５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信创产业

集聚高地.(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有关部门)

１５．加强软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和行业联盟参与国际国内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工作,

—１１—



提升行业话语权.建设一批软件业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

供共性技术研发、产品检验检测、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

综合性、专业化公共服务.支持第三方标准技术服务机构发

展,推动建设技术标准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软件行业协会、

产业联盟、专家智库等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支

撑能力.(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教

育局、市市场监管局)

１６．培育集聚软件人才.加快国家级特色化示范性软件

学院建设,打造大型工业软件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关键技术

研究基地和校企融合创新基地.推进市级特色化示范性软件

学院建设.突出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打造软件领域高素质优

秀企业家、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高水平技术创新人才、卓

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 “五支”产业人才队伍.支持软件行

业产教联盟等打造软件行业实训基地,开展软件人才 “订单

式”培养和定向培训.发挥高校、园区和龙头企业作用,支

持软件人才创新创业,打造育人留人的 “双创”发展生态.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科技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实施产业链 “链长制”,落细

落实各区县 (功能区)和园区的属地主体责任,形成推动软

件名城提档升级的强大合力.鼓励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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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产业智库建设,为产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完善软件业运行监测体系建设,强化行

业运行监测和考核评价.

(二)强化政策支持.贯彻落实国家软件产业税收优惠

政策.进一步提升完善市级支持政策,加强政策宣贯落实工

作,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发展内生动力.积极宣传推广

信创产品和首版次高端软件,推动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重点行业、市属国资企业试点应用.进一步加大基

金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营造发展氛围.持续开展 “软件名城看济南”“七

名”工程系列品牌活动,加大名城、名园、名企、名品、名

人、名院、名展的推介宣传力度,提升软件名城的影响力和

带动力.围绕重点行业领域需求开展供需对接,提升产业合

作水平.支持企事业单位、集群促进机构、行业协会等主办

或承办软件领域的会议、展览、大赛等活动,按规定给予一

定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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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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