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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国内云计算产业及5G等新的传输网络技术进入建设高峰期，行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高峰期，对人才储备的需求将更为迫切。

       2019年全国全年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6.31万亿元，

同比增长14.2%。占比7.01%。2015-2018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规模走势        智研数

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市场发展态势与投资战略

咨询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厦

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

对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厦门市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有个

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

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

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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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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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行业分类

1.1.3 行业地位

1.2 行业范畴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

加工、存储、运输、检索和利用，并提供信息服务的业务活动。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

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政策，从税收、研究经费、进出口优惠、人才培养

、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发和投融资等方面给予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支持。其业务形态主要但

不限于：信息技术咨询、信息技术系统集成、软硬件开发、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



包(BPO)。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

具有技术更新快、产品附加值高、应用领域广、渗透能力强、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利用充

分等突出特点，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发展和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对于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创新型国家，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发展重点     

1   

基础软件   

加强基础软件核心技术研发，重点支持高可信服务器操作系统、安全桌面操作系统、高可靠

高性能的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基础软件的开发应用，加快突破网络资源调度管理系统

和移动互联环境下跨终端操作系统研发和产业化，着力打造新型计算模式和网络应用环境下

的安全可靠基础软件平台。面向新型网络应用需求，加快研发新一代搜索引擎及浏览器、智

能海量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云计算平台等网络化关键软件，加快培育新兴网络化高端软件

，创新应用与服务模式。加强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支持开源软件

开发和应用推广，加快形成基于开源模式的产业生态系统。       

2   

工业软件与行业解决方案   

围绕工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生产管理、市场流通、销售服务、回收再制造等关键环

节，重点扶持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CAD/CAM)、制造执行管理系统(MES)、计算机集

成制造系统(CIMS)、过程控制系统(PCS)、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企业管理、绿色制造等

软件研发。加快工业软件应用和产业化进程，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安全可靠程度和综合集成

应用能力，推动工业软件在航空、航天、船舶、机械、汽车、石化、钢铁、有色、建材、电

子、轻工和纺织等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强工业控制系统软件安全研究，提高安全隐患发

现能力。       

3   

嵌入式软件   

面向工业装备、通信网络、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医疗电子、数控机床、电力电子、交通运

输、环保监测等重点领域，积极开展符合开放标准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平台、嵌入式操作系统

和应用软件的开发，加快研发面向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应用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推动软件

研发模式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产业化水平和产品出口能力。       

4   



信息安全软件与服务   

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可信计算、安全测评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重点发展安全

可靠的安全基础产品、电子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与边界安全产品、信息安全支撑工具等

，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下的安全技术产品。加大相关标准的研制

力度，推进国家信息安全产品制度建设。规范和促进风险评估、容灾备份和灾难恢复、安全

集成、安全测评等信息安全服务。开展安全可靠产品应用试点示范和推广，提升重要信息系

统和工业系统的安全可靠水平。       

5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做大做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完善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重点发展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实

施、系统运维等服务，提高信息系统的综合集成、应用集成能力。以集成拉动整机、整机拉

动软硬件协同发展，提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水平，满足重点部门和重要领域信息化发展需要

。大力培育高水平的专业化信息系统集成企业，支持专业化支撑工具开发，鼓励信息系统运

维模式、机制创新。以软件技术为核心，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线，推动软件技术、产品和服

务的一体化协同发展。       

6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发展业务咨询、信息化规划、企业架构规划、信息技术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测试评估

、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增强高端咨询能力、设计规划能力。引导支持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加

强知识库建设，不断提升咨询服务水平。以咨询服务为牵引，加强与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和软

件产品研发应用间的互动，促进软件产品和信息技术服务的应用推广。       

7   

数字内容加工处理   

加快开发支持虚拟现实、三维重构等技术的内容制作系统和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内容

管理平台，重点在动漫、游戏、数字影音、数字出版、数字学习、空间地理信息等领域支持

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内容加工处理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促进信息网络、数字内容和智能终端

的融合发展，拓展数字影音、数字动漫、健康游戏、网络文学、数字学习等生活领域的内容

服务，大力发展生产经营领域的数字内容服务。加强数字文化教育产品开发和公共信息资源

深化利用，构建便捷、安全、低成本的数字内容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人口、地理、医疗、

社保等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和社会化服务。面向日益增长的数据处理需求，积极发展数据编辑

、整理、分析、挖掘等数据加工处理服务。       

8   



服务外包   

积极拓展服务外包业务领域，重点发展软件开发、软件测试、系统租赁、系统托管等信息技

术外包(ITO)，扶持基于信息技术的业务流程外包(BPO)，推动工业设计、研发服务、知识产

权服务等知识流程外包(KPO)，促进业务向规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积极承接全球离岸服

务外包业务，提升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和交付能力、管理能力与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探索并推

动云计算模式下服务外包模式创新。       

9   

新兴信息技术服务   

依托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导航通信系统等信息基础设施

，大力发展数字互动娱乐、数字媒体、数字出版、移动支付、位置服务、社交网络服务等基

于网络的信息服务。加快培育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环境下的新兴服务业态

，着力推进云计算等业务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       

10   

集成电路(IC)设计   

面向通信网络、消费电子、工业装备、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提高高端通用芯片设计

能力，开发网络通信芯片、数模混合芯片、信息安全芯片以及重点领域专用集成电路产品，

形成系统方案解决能力。完善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发展覆盖集成电路设计全流

程的高端工具和开发环境，提升集成电路设计产品测试、认证、标准、专利等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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