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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软件创新: 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
朱雪忠，胡 成

( 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 探究国产工业软件的创新驱动机制对推动中国工业软件自主创新、助推中国工业软件解决“卡脖子”难

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通过文献分析解析出产业层面的六大创新驱动要素，之后运用上述要素对与

工业软件相关的政策文件、新闻报道、行业发展报告、期刊文献等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并通过对比验证的方式推

导建立资料间的证据链、逻辑链，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中国工业软件的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软件

的创新驱动机制经历了构建、瓦解与重塑 3 个阶段，逐步从“以市场为导向”过渡到“以政策激励为导向”的创新

驱动机制。研究认为，未来短期内仍然应当以政策激励作为国产工业软件创新的动力基础，长期来看则应当回

归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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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dustrial Softwar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ZHU XuezhongqHU Cheng
1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qTongji UniversityqShanghai 200092qChina6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domestic industrial software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oftwareqhelp China’s industrial software to solve the“neck sticking”

problemqand realiz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q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x

major innovation driving factors at the industrial levelqand then uses the above factors to code the policy documentsq

news reportsq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sqjournal literature and other original materials related to industrial softwareq

and deduces and establishes the evidence chain and logic chain between the materials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verification. On this basisqth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oftware in China is summari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oftwar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constructionq

disintegration and remodelingqand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market-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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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造转变q这背后离不开y3软件F支持。y3

软件是y3技术和知识F程序[封装q能够定义
y32品、控H~2设备、-[H造流程、变革~

2方式q是现代y3F“灵魂Nq同时也是推动我#

由H造<#向H造强#转变、提升#8H造3竞
争力F根Rz在。然而q在传统H造3转型升级

F过程"q一些涉及#8安全F;<&技23/

0在采购y3软件时往往面临着“#2软件不好
用、#外软件不敢用”F困境。一方面q涉及#8

安全F;<&技23/0都要求相关Fy3软件

满足安全性、可靠性I自主性q因而#2y3软件

往往是首选。但I#外y3软件相比q<部分#

2y3软件F2品性能相对落后q使用#2y3

软件有时无g为/0hi提供最-质F配套服

S7 另一方面q如果在这些涉及#8安全F;<&

技23/0"使用#外y3软件q又%面临核心

技术V源泄露、关键软件技术被a供等风险。尤

其是 2020 年 6 月D~F“y3软件 MATLAB 被禁

用”事件①q这让更多"#b3意识到过度依赖#

外y3软件F潜在风险。
因此q0前我#急需推动#2y3软件自主

cd。一方面q可通过自主cd-[低端#2y

3软件F2品性能q力争为H造3领域"涉及#

8安全F;<&技23/0提供-质F配套服

S7 另一方面q在ILD设计相关FP端y3软件

领域q可通过自主cd突破“卡脖子”难题q积极[

解由y3软件核心技术被a供z引DF23安全
风险I#8安全风险。推动y3软件自主cdF

前提是理清"#y3软件cdF驱动GHq找准

驱动y3软件cdF关键D力点。然而q由fI

y3软件相关F微观统计数l很难获取q关fy

3软件cd驱动GHFLM一直是理论LM"F

难点问题。
为此qR文拟从"观层面对"#y3软件c

dF驱动GHI路径选择问题E开探索性LM。
首先q通过文献分析解析出23cd驱动要素q之

后依lcd驱动要素将Iy3软件相关F原始V

料进X拆分、编码、;组q在此9础上对#2y3

软件cdF驱动GH进X归纳q并对其未来Fc

d驱动路径选择E开进一步讨论。在理论层面q

R文梳理了Iy3软件相关F<量原始V料q并

且通过对比jkF方g在这些原始V料之间建立

起了&’可信Fkl链I逻辑链q在此9础上归

纳出"#y3软件cd驱动GHF演进轨迹q这

既为y3软件F相关理论LM提供了dFLM思

路q同时也弥补了y3软件cd驱动GHFLM

缺口。在h践层面qR文为#2y3软件未来F

cd驱动路径选择及h现提出了对K建议q能够

帮W#2y3软件在自主cd"做到有F放矢、

精准D力q有利fJ府进一步-[Iy3软件D

E相关FcdJKq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为推动"

#H造向智能H造安全转型、防控y3软件安全
风险作出贡献。

一、研究设计
( 一) 产业创新驱动要素解析

cd动力是指cd活动F驱动力q也有’者
称之为“技术cd动力”或“自主cd动力”［1］。

0前q’术界对b3cdF动力GH进X了深入

LMq依lb3cd动力F影响因素q可将cd动

力GH分为以^ 3 类:一是单因素驱动论。这类L

M认为b3cdF动力来源f某一核心要素q具有
代表性F观点是技术推动论I需求拉动论［2 －3］。二

是双因素驱动论。这类LM认为b3cd是由两种

因素共同作用z驱动q具有代表性F观点是$%需

求—$%V源驱动模式I&’技术—市场需求驱

动模式。$%需求—$%V源驱动模式认为q

%



元驱动论1 &’技术、市场需求、JK激励Ib3

8精神6 ［7］。
R文以b3层面F四元驱动论1 &’技术、市

场需求、JK激励Ib38精神6 为9础q并结C

23cd动力F现有LM特点对其进X改进q来
解析23层面Fcd驱动要素。具体如^: ①增

加了cdV源这一驱动要素。cdV源包括LD

x{ILD4T等q有LM表明q很多其他要素都

需要通过cdV源F传递才能对23cd活动2
~驱动作用［8 － 9］。②增加了知识2权保护这一驱
动要素。知识2权是y3软件cd成果Fg律保

护形式q作为;要F宏观环境q知识2权保护已4
被kh是影响23cd活动F;要因素［10 － 12］。
最终q在23层面形成了&’技术、市场需求、c
dV源、JK激励、b38精神I知识2权保护六

<cd驱动要素。接^来qR文将依l上述六<

要素q对y3软件相关F原始V料进X编码。

① 依l《"#45时报》对“走向智能LM(执X(长”赵敏F采访整理z得。

② 参见:林雪萍 . "#y3软件失落F三十年q这里F黎明静悄悄 . https: / /www. huxiu. com /article /257250. html.

③ 教育部办公厅、y3和信息[部办公厅 .《特色[示范性软件’(建设指南1 试X6 》m

④ y3和信息[部、&’技术部、财J部、商S部、#有V2监督管理委{% .《关f加快推进信息[Iy3[深度BCF若干意见》m

( 二) 数据收集与整理

为收集I#2y3软件DE相关F原始V

料q以“y3软件”为关键词q在各搜索引擎上搜集

Iy3软件DE相关Fd闻报道、X3DE报告q

在 CNKI I Web of Science 数l库检索Iy3软件

相关F期刊文献q在"Ox民J府、y3和信息[

部、&技部、财J部、#8知识2权局等J府门户

网站搜集Iy3软件相关FJK文件q在"#y

3技术软件[23联盟官方网站搜集Iy3软件

X3动态有关FV料。为确保原始V料F可靠

性q通过期刊文献Id闻报道整理出我#y3软

件DEF时间线q之后将这些V料IJK文件及
y3软件领域F;<事件进X对比jkq通过建

立kl链q强[数lV料间F相互佐kq并进X&

’取舍。
为了降低数l噪音q明确表征各要素F驱动

效应并深度解析其背后F逻辑关系qR文对过滤

后F原始V料进X编码处理q之后为每一份编码

后F数l贴上时间标签q构建“事件D~时间—c

d驱动要素”F二维分析框架1 见图 1 6 q将同一时

间、同一cd要素类型F信息进X归类处理。
原始V料F编码示例如表 1 z示。值得注意

F是q对原始V料编码时D现q缺乏原始V料I
“b38精神”这一要素相对应q这可能I我#y

3软件FDE现状有关。0前我#y3软件整体

呈现出小、散、UF特征①q#内很多y3软件b3

都只U注f某一款或某一类y3软件LDq此时

不同b3在3S领域、b3文[IDE+,上F

图 1 事件D~时间—cd驱动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表 1 原始资料编码示例
23cd
驱动要素

原始V料示例

&’技术

伴随着昂贵F IBM <型G、VAX 小型G、Apolo
y作站F引入q上面附带F某些 CG、CAD 软件q
这样y3软件算是崭露头]。最早能引进这些
昂贵计算G硬件有h力FLMz或PQq也就
由此开始了模仿和开Dy3软件F征程②

市场需求
2013 年“棱镜门”事件爆D后q#2软件迎来了
春天q自主品牌软件b3加速崛起［13］

cdV源
培育建设一批特色[示范性软件’(q探索具
有"#特色F软件x才2教BC培养路径q培
养满足23DE需求F特色[软件x才③

JK激励
2011 年 4 月qy信部I&技部等部门联C印D
《关f加快推进信息[Iy3[深度BCF若
干意见》q来推动y3软件DE④

知识2权保护
强[知识2权保护q进一步打击b3和个x使
用盗版软件q封堵盗版软件源头q加强对提供盗
版软件^载网站F查处力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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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很<qz以个别b3内部Fb38很难对其

他b3或整个232~;<影响。依l原始V料

梳理结果qR文将主要LM除“b38精神”之外
F其他五类cd驱动要素。

二、中国工业软件创新驱动机制的动态演进

对原始V料进X编码后可知q2001 年"#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1 WTO6 以及 2009 年"#全面推

进y3[I信息[BC1 两[BC6 这两<事件对
"#y3软件F自主cd活动2~了深远影响。
以这两次事件为临界点q可将"#y3软件Fc

d历程分为以^ 3 个阶段。
( 一) 起步上升阶段: 推拉模式、政策激励的协

同驱动

"#y3软件Fcd活动起源f 20 世纪 80
年代q当时#外先进Fy3软件技术传入#内q随

即引起了#内H造3~2方式F根R性变革q同

时也c造了Iy3软件相关F<量市场需求。当
时#内属fy3软件F“蓝海市场Nq市场竞争小、
需求<且利润可观q因而众多#内b3纷纷加入

到y3软件LDFX列"。在这一阶段q&’技

术推力I市场需求拉力1 推拉模式6 共同构成了#

2y3软件cdF原始驱动力。
良性F市场环境给#2y3软件b3带来了

cdF信心I动力。然而q空有信心I动力并不

够q如何才能获取足够FLDV:去真正hic

d? 这是摆在#2y3软件b3面前F另一道
“难题NmI一般F IT 软件相比qy3软件F技术

复杂度更P、对可靠性能F要求更强、硬件条件开

销也更<q这些特点导致了y3软件FLD成R

要远远Pf一般F IT 软件。在 20 世纪 80 年代q

我#F:B市场并不=

f

=

#内 手F自主

v*,

源

7,厕I

农

源5干

列

引交内



正版软件y作Fhi方案》q随后全#各地掀起了

一场“b3软件正版[”运动qy3软件F使用成

R也随即被拉P。强[知识2权保护虽然有Wf

扩<y3软件F整体市场需求量q但由f当时部

分#2y3软件F客户忠诚度较低qz以很多#

2y3软件F客户由f2品价格被<幅度拉P而

选择放弃使用。_倒是#外y3软件凭借其在2

品性能I客户忠诚度方面F-.q并没有受到h

质性F负面影响［15 － 16］。最终导致#2y3软件

出现结构性需求不足F问题。也即qy3软件F

整体市场需求量虽然因为强[知识2权保护而有
z增加q但#2y3软件市场F增长幅度远远小

f#外y3软件q#2y3软件F市场占比进一

步被压缩。
最后q23内部V源配置结构D~改变q导致

y3软件领域Fcdx才<量流失qcdV源供

给不足成为H约#2y3软件cdF“致命”短

板。加入 WTO 让"#F互联网DE迎来了第二

次浪潮q同时也带动了一<批 IT 软件b3FDE。
IT 软件Iy3软件虽然都属f软件23^F细分
领域q但二者还是存在很<不同。一方面qy3软

件开DF技术门槛P、LD周期长且LD迭代速

度慢。而 IT 软件<多偏向f市场应用q其开D难

度相对较低qh现盈利F时间周期相对较短。另

一方面qy3软件LD需要既懂y3技术又懂软

件开DF复C型x才q其进入门槛更P。相比而

言qIT 软件具有短平快F特点q对LDx{F要求

也相对较低。正是由f IT 软件F进入门槛较低、
收益见效快且DE.头良好q不少y3软件FL

Dx{都纷纷转型到 IT 软件领域。这种23内
部FcdV源流动使#2y3软件出现了巨<

Fx才缺口q而LDx{是23cdF核心力

量q存在x才缺口F#2y3软件也随之陷入

cd困境。
在这一阶段q市场竞争I知识2权保护环境

F剧烈变[导致#2y3软件F市场需求空间被

<幅度挤占q市场需求F原始驱动效应不a减弱7

IT 软件F快速崛起导致y3软件领域出现<规模

FLDx{流失现象q#2y3软件FcdV源

供给出现巨<缺口。在外部市场需求持续减弱、
内部cdV源供给不足F情况^q#2y3软件

也进入了“由盛转衰”F过渡阶段q不少#2y3

软件b3被迫退出市场。在 21 世纪F前 10 年q#

2y3软件F平均市场占有率由原来F 25% 急剧

萎缩到不足 5%①。
( 三) 再起步阶段: 政策激励驱动市场需求、保

障创新资源供给
2009 年之后qJ府出台了系列cd激励JKq

这些JK为#2y3软件c造了<量市场需求q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23cdV源供给不

足F问题q#2y3软件随之迎来了再起步阶段。
2009 年信息[Iy3[BC1 两[BC6 y作

拉开序幕。两[BC背后离不开y3软件F支
持q随后J府便围绕两[BCIy3软件DE出

台了系列JK文件。如 2011 年 4 月qy3和信息

[部I&技部等部门联C印D《关f加快推进信
息[Iy3[深度BCF若干意见》q其"明确指

出要积极培育y3软件q提P#2y3软件F市

场竞争力。围绕H造3F数字[I智能[#S(

zD布F《关f深[H造3I互联网BCDEF

指导意见》、y3和信息[部I财J部联CD布F
《智能H造DE规划1 2016—2020 年6 》、y3和信
息[部D布F《y3互联网DEX动计划1 2018—
2020 年6 》等系列JK文件也都指出q要积极推动

#2y3软件DE。在系列JK利好F推动^q

#2y3软件在航空航天、电子、汽车等领域都迎

来了极<F市场需求空间。l赛迪智库D布FL

M报告《"#y3软件DE白皮!1 20196 》显示q

近年来"#Fy3软件市场一直处fP速增长状态
1 见图 26 m外部市场需求增加直接提升了#2y3

软件F整体增长速度q不少#2y3软件也迎来了

DEF“黄:期Nm在个别领域q一些具有自主知识

2权F#2y3软件1 如"望 CAD、浩辰 CAD 等6

也开始打破#外y3软件F‘aq崭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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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王健君等 . y3软件之忧 .《瞭望》2019 年第 47 期。



图 2 "#y3软件市场规模①

除了为#2y3软件c造市场需求外qJ府
FJK激励也有利f补齐#2y3软件FcdV

源短板。例如在LD4T方面q为了缓解#2y

3软件b3FV:压力q2011 年 1 月 28 日q#S

(印D了《进一步鼓励软件23和集成电路23

DEF若干JK》m其"q在财税JK方面规定q

对符C条件F软件b3和集成电路设计b3从事
软件开DI测试、信息系统集成、咨询和运营维

护、集成电路设计等3Sq免征营3税7 在投BV

JK方面规定q对符C条件F集成电路b3技术

进步和技术改造/0q"O预算内投V给予适当
支持。2012 年 4 月 20 日q财J部I#8税S总局
印D了《关f进一步鼓励软件23和集成电路2

3DEb3z得税JKF通知》q指出要对#8鼓

励F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b3和

软件b3给予z 得 税 减 免 - 惠q并 且 该 J K在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I 2020 年又得到了多次

完善。这些财税JKI投BVJK能够帮Wb3

减轻税S负担、拓宽BV渠道q在一定程度上对#

2y3软件b3FLD4T短缺压力起到了缓解

作用。
从cd驱动GH看q#2y3软件FDE可

以分为 3 个阶段1 见图 3 6 m第一阶段是推拉模式

IJK激励F协同驱动。在这一阶段q&’技术

I市场需求是#2y3软件cdF主导力量q而

J府FJK激励主要为#2y3软件DE提供必

需FcdV源q二者形成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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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驱动GH开始瓦解。在第三阶段q以J府为主

导F23cd驱动GH开始逐步形成。在这一阶

段qJK激励成为23cdF;要动力9础q能够

为#2y3软件c造市场需求、恢复外部市场需

求F驱动效应q同时也能够为#2y3软件DE

提供必要FcdV源、补齐23cdV源短板。
从纵向时间线看q#2y3软件Fcd驱动GH

4历了构建、瓦解I;塑 3 个阶段q整个23DE

也由以市场为主导Fcd驱动体系逐步过渡到以

J府为主导Fcd驱动体系。那么在今后FDE

"q#2y3软件Fcd驱动GH是否还需要做

出调整q其未来Fcd驱动路径又该如何选择?

接^来R文将E开进一步讨论。
三、中国工业软件创新驱动路径选择
( 一) 短期路径: 以政策激励为创新动力基础

R文认为: 在短期内q#2y3软件应当继续

维持现有Fcd驱动GHq以JK激励作为23

cdF动力9础q在宏观上改善23F外部循环、
扩<市场需求q在微观上-[23内部FV源配

置结构、补齐cdV源短板。
第一q#2y3软件自DF市场需求依然不

足。#2y3软件在第二阶段4历了 8 年左右F

衰退期q在前期知识I技术积累方面q#2y3软

件I#外相比确h存在一定Y距。0前我#很多
领域都是由#外y3软件占l着‘a或主导地
位q#2y3软件在认可度I市场占有量等方面
仍然处f劣.地位。如在 CAD 领域qg#达索公

司、美# PTC 公司I Autodesk 公司、德#西门子公

司等占l了#内 95% 以上F市场7 在 EDA 领域q

美# Synopsys、Cadence 和德# Mentor Graphics 3
8公司处f市场‘a地位q这 3 8b3占l了全球
市场份额F 60% 以上q占#内市场份额F 95% 以

上q而#2 EDA b3F市场份额则不足 5%①。
第二q#2y3软件cdx才仍然存在巨<

缺口q仅依靠市场力量很难在短期内完全补齐c

dx才短板。一方面q我#存在 IT 软件x才多、y

3软件x才少F现象。0前我#PQ培养F软件

x才多以 IT 软件方向为主qU门针对y3软件L

DFcdx才还远远不足。根lx力V源$%保

障部F数l分析预测q2020 年智能H造领域Fx

才需求量为 750 万xq而x才缺口则达到 300 万

xq到 2025 年Fx才

了



#2y3软件F使用比例q以破除#外y3软件

利用P额2品转换成Rz建立F竞争壁垒q逐步

h现y3软件#2[替代7 对H造型b31 尤其是
#有b36 而言q在开E信息[y作时应当鼓励L

D具备自主知识2权F#2y3软件。
第二q针对#2y3软件cdV源供给不足

F问题q应当加<JK扶持力度q争取尽快补齐#

2y3软件FcdV源短板。在LD4T方面q

J府应当进一步加<对#2y3软件b3LD4

TF补贴力度。需要注意F是q由f我#y3软

件尚未形成良性F23cd~态q如果贸然对y

3软件b3提供直接FV:补Wq有可能引Db

3过度依赖J府补贴、b3“骗取”J府补贴、扼杀

b3自主cd能力等负面问题。z以在增加补贴

力度F同时J府更应该关注到补WV:F配置I

组织问题q使J府补贴能够切h有效地推动我#

y3软件cd。具体而言q在补贴原则方面qJ府
V:应该更多D挥导向带动作用q而不是主导。

J府补贴F主要0F是帮Wb3提升其自主cd

能力q切忌让b3对J府补贴2~过度依赖。此

外qJ府补贴还应该I市场DE规律相契Cq不能

扰乱市场秩序qJ府在提供补贴F同时要严格监

管部分b3可能存在F“骗补”X为。在补贴形式

上q可以依lh际需求采取U/DE9:、直接补

W、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多元[F补贴形式。在
J府V:I23界协同方面q可依l使用功能、技
术类别等标准将y3软件细分为多个小领域q然

后-先补贴各个细分领域F领先b3。因为一味

地补贴综C型<b3可能%W长其形成X3‘

aq_而不利f"小b3DE。在J府V:I’

术界协同方面q可针对我#y3软件9础LM薄

弱F问题q在;要F9础LM领域由J府依托财

JV:设立相关&L/0q借W#内PQ及&L

(z在9础LM方面F-.q对影响我#y3软

件DEF9础技术难题E开攻关。在J府V:I

用户协同方面q可参照d能源汽车领域“J府补贴

私x购买d能源车”F做gq对购买#2y3软件

F用户提供一定程度FJ府补贴q以提升#2y

3软件F市场需求。

第三q在LDx{方面qJ府应当进一步完善
x才奖励GHq加快y3软件x才队伍建设。在
当前互联网蓬勃DEF环境^qy3软件FLD

x{面临着被互联网X3P薪吸引F虹吸效应q

因而LDx{短缺是#内y3软件b3F普遍问
题q而且在ILD设计相关F9础#2y3软件

领域qLDx{紧缺F现象更严;。因此q若要在
短期内迅速提升#2y3软件LDx{F储备

量q需要J府全面强[y3软件x才F奖励力度q

同时在ILD设计相关F9础y3软件领域q还

应当有z侧;qhi更PFx才奖励标准。因为
9础y3软件是z有应用软件DEF9础q也是
0前我#对外依赖最严;F领域q通过强[x才

奖励GH提升该领域Fcdx才数量对强[y3

软件9础&’LM、h现核心技术突破、摆脱#外
技术依赖至关;要。

( 二) 长期路径: 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

新驱动机制

JK激励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奏效q但也%显

著增加J府F财J负担qz以不宜长期使用。从

长期来看q#2y3软件还是应当回归到以b3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Fcd驱动GHq而J府则应
当从cd驱动主导者向cd驱动引导者F]色进

X转变。为构建以市场为导向F23cd驱动G

Hq特提出如^建议。
第一q建立“良性知识2权保护”+“2’L

用”F23~态q在扩<#2y3软件市场需求F

同时解决其结构性需求不足F问题。长期以来q

盗版软件一直是影响#2y3软件市场需求F;

要因素。因此qPQ、b3I&L(z等y3软件

F使用者应当自觉营造良性F知识2权保护环

境q抵H并打击盗版软件q以扩<正版#2y3软

件F市场需求。但仅有良性F知识2权保护环境

还不够。由第二阶段Fcd驱动历史4j可知q

当#2y3软件I#外y3软件F整体h力 1 2

品性能I客户忠诚度6 悬殊时q强知识2权保护可

能%导致#2y3软件出现结构性需求不足F问
题。因此q#2y3软件b3还需要凭借其在挖
掘市场需求、收集用户_馈、提供定H[服S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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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FR土[-.［20］q构建“2’L用”f一体F2

3~态体系q在市场应用"加速迭代I-[q缩小

I#外y3软件FY距。

第二q以’&DEI’(建设为依托q建立y

3软件U3[x才培育GH。在’&DE方面q

2020 年 12 月 30 日q#S(’位委{%、教育部正

式D布关f设立“交叉’&”门类F通知q并将“集

成电路&’Iy程”和“#8安全’”设立为交叉

’&门类^F一级’&。y3软件LD需要信息

技术、y3技术Ib3管理等多’&交叉F知识q

未来#内PQ及&L(z可以尝试依托“交叉’

&”FDE趋.q进一步提升y3软件F’&地
位q甚至是建立U门针对y3软件复C型x才培

养F’&体系。在’(建设方面q2022 年 3 月q教

育部办公厅、y3和信息[部办公厅正式印D《关
f公布首批特色[示范性软件’(名单F通知》q

公布了首批 33 z特色[示范性软件’(建设名

单q这是我#培养特色[软件x才F;要探索。

未来相关’(应该根l#2y3软件DEF现h

困境q建立U门针对y3软件Fx才培养体系q从

根源上解决#2y3软件Fx才供给问题。
第三q完善知识2权质押BVGHq缓解#2

y3软件b3FLDV:压力。y3软件LDb

3<多属f&技型b3q因此q这些b3可以利用

自身“;&技、轻V2”F特点q积极开E知识2权
质押BVy作q帮W其脱离BV困境。对J府而

言q应当主动搭建服Sf#2y3软件b3F知

识2权质押BV平台q引导商3银X、担保公司、
再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多元主体参I到#2y

3软件b3F知识2权质押BV3S"q共同分
担风险7对银X而言q在对y3软件b3进X贷款

授信审核时q应当考虑到y3软件LD周期长、收
益见效慢F特点q更多参考y3软件b3F技术

cd能力1 如U利、软件著作权等6 Icd成长性
等指标q为真正有&技cdh力或成长性良好F

"小型#2y3软件b3提供贷款7 对b3而言q

应当积极提升知识2权F质量q力争在知识2权
价值评估"获取更PF市场估值q以降低银XF

坏账风险、顺利促成知识2权质押BV。

四、结论与展望

y3软件是"#H造3向信息[、数字[I

智能[转型升级F核心支撑qy3软件若被禁用q

那么整个"#H造3就被卡住了脖子。因此q理

清#2y3软件Fcd驱动GH并通过自主cd

攻克核心技术q是保障"#H造3自立自强F;

要途径。R文搜集了Iy3软件相关FJK文
件、d闻报道、期刊文献、X3DE报告等原始V

料q之后用23cd驱动要素对这些原始V料进

X编码q并通过对比jkF方式构建了原始V料

间F逻辑链q在此9础上对"#y3软件cd驱

动GHF演进历程及其未来Fcd驱动路径选择

E开了探索性LMq得出以^结论。
1 16 "#y3软件Fcd驱动GH4历了构

建、瓦解I;塑 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q推拉模式
1 &’技术推力I市场需求拉力6 IJK激励协同

驱动#2y3软件cdq其"外部市场需求D挥

着主导驱动作用q以市场为导向F23cd驱动

GH开始形成7 第二阶段q在市场竞争环境I知识

2权保护环境等多种因素F作用^q外部市场需

求对#2y3软件cdF驱动效应开始减弱q以

市场为导向F23cd驱动GH逐步瓦解7 第三

阶段qJ府FJK激励开始D挥主导作用q帮W#

2y3软件扩<市场需求、保障cdV源供给q以

JK激励为动力9础F23cd驱动GH开始

形成m

1 26 关f#2y3软件未来Fcd驱动路径

选择问题。由f0前#2y3软件还存在自D性
市场需求不足、cdx才极度短缺等问题q因而短

期内仍然需要将JK激励作为23cdF动力9

础:一方面q通过J府采购等途径扩<#2y3软

件F市场需求7 另一方面qJ府部门可通过加<补

贴并-[V源配置效率、H定y3软件x才奖励

JK等途径帮W#2y3软件b3补齐cdV源

短板。从长期来看q#2y3软件应当回归到以

市场为导向F23cd驱动GHq可建立“良性知

识2权保护”+“2’L用”F23~态q以解决#

2y3软件市场需求不足F问题7 可建立y3软

件U3[x才培育GHq从根源上解决y3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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