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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中的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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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体情况

2015-2019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 2020年1-4月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稳定增长

➢ 2019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收1.35万亿元，
同比增长14.4%。

后疫情中，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快速恢复

➢ 2020年4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逐步恢复。
1-4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实现增速7.8%。



共享优势医疗资源

在线医疗

线上办公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数字娱乐

赋能新场景

在线教育

实现“停课不停学”

电子商务

催生“宅经济”

2、疫情期间，在线经济业态齐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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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电商面临生存压力 软件服务外包遭遇生存压力

3、疫情期间，部分行业遇冲击

旅游电商业务恢复趋势

➢ 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
软件领域是软件服务外
包和系统集成业务。

➢ 疫情期间，国内各地
区企业延期复工复产
、各级政府项目采取
取消和延期招标，严
重影响了软件外包服
务产业交付。



二、新基建：创新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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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厚植软件业发展新根基



5G

5G软件和信息服务大发展

1、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软件机遇

➢ 北京深入推进“一五五一”工
程，推动5G+系列应用场景建
设，丰富“5G+”垂直行业应
用场景。打造全移动和全连接
的数字化社会，带动5 G相关
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大发展。

➢ 北京推动新技术融合创新，
5 G + A I o T、5 G + A I通信模组、
工业级AI大中台等领域迎来新
市场机会。

➢ 在新基建引导下，5G建设迎提速，
带动产业链各行业大发展。



➢ 2 0 2 0年，北京物联网设备数
将超过9 2 0 0万部，物联网建
设不断扩大、物联网应用不断
丰富，加速了物联网业务创新。

物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遇机遇

1、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软件机遇

➢ 智能家居、无人化生产、无人
配送车辆、社区智能广播、无
人清扫车辆等物联网终端与应
用迎来爆发性增长。



➢ 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平台、工
业APP、工业大数据、面向工厂和工
业园区的边缘网络、工业CPS、工业
机器人、智能机床、智能制造、工控
安全仍是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投资热点。

工业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成热点

➢ 北京工业互联网产业体系初步建成，
融合应用加速。

1、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软件机遇

➢ 工业互联网是北京打造软件产业万亿
规模“新高地”主要支持的技术发展
方向。



智能金融 17.80%

智能安防 17.50%

机器人 15%智能驾驶 12%

智能教育 11%

智能医疗 9%

智能家居 8%

智能制造 5.40%

智能营销 
3.10% 其他 1.20%

智能安防成为主要场景

智能金融 智能安防 机器人 智能驾驶 智能教育

智能医疗 智能家居 智能制造 智能营销 其他

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迎爆发

➢ 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发展，智能金融、智能驾驶等人工
智能应用软件前景广阔。

2、数据智能基础设施软件的机遇

➢ 北京人工智能产业链生态逐步形成，人工
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人工智能基础软
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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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联盟链、公有链建设的基础链和公

共服务平台成为新基建服务形态。

➢ 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与后端技术，重

在数据存储与数据交互，与基础设施

紧密关联，具有强基础设施属性。

2、数据智能基础设施软件的机遇

➢ 区块链核心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相
关衍生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百亿元

区块链软件与信息服务



云计算数据中心软件与信息服务

2、数据智能基础设施软件的机遇

数据中心投资方向将在云

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等领域。

北京市推进数据中心从“云+

端”集中式架构向“云+边+端

”分布式架构演变。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将带动IaaS、

PaaS、SaaS等云计算服务发

展，衍生BaaS、AIaaS等新服

务。



3、生态系统基础设施软件机遇

共享开源平台共性支撑软件

围绕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在高可用、高性

能操作系统、数据库、设计仿真、EDA、CAE

等工业领域关键工具型软件，高端ERP、运维

保障等管理运营类软件，面向金融、电信等行

业领域的云计算软件，面向短视频、直播、在

线教育、线上医疗等互联网新业态的应用软件

等领域备受关注。

围绕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市支持共享

开源平台发展：支持搭建支持多端、多平台部

署的大规模开源训练平台和高性能推理引擎，

形成面向产业应用、覆盖多领域的工业级开源

模型库；鼓励企业研发、运营开源代码托管平

台；支持基于共享平台开展共享软件、智能算

法、工业控制、网络安全等应用创新。



4、可信安全基础设施软件机遇

>

➢ 北京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安全态势感知和风险评估体系建

设，整合形成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风险评估、通报预警、

应急处置和联动指挥为一体的新型网络安全运营服务平台。

>

➢ 北京市重视发展网络安全产品与服务，支持操作系统安全、

新一代身份认证、终端安全接入、智能病毒防护、密码、

态势感知等新型产品服务的研发和产业化。

>

➢ 北京市推进新型安全服务平台建设，综合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 IoT智能感知、区块链、软件定义安全

和安全虚拟化等新技术。



三、新应用：数字化的新疆界



1、个人消费新市场

抢抓线上服务的爆发性增长机遇

线上娱乐 • 娱乐消费向互联网娱乐转型。

• 娱乐偏向家庭化、线上化。

• 短视频、直播成主流。

在线办公 • 在线办公是“风口”。

• 智能协同办公是趋势。

电子商务 • 生鲜行业向线上发展。

• 线下商超数字化转型。

在线
教育

• 在线教育成“刚需”。

• 垂直知识付费平台空

间大。

• 构建全市互联网医疗服

务和监管体系、医联

体建设。

• 推动“智慧医院”、

医院内部流程再造。

互联网
医疗



2、行业消费新市场

抢抓线新技术带来的应用场景机遇

• 打造工业互

联网平台体

系

• 围绕工业软

件平台精准

发力

• 金融科技应

用成为趋势

• 未来保险行

业的线上线

下融合仍是

趋势

• 智慧物流需

求被激发

• 物流系统成

为智能制造

转型中的关

键环节

• 智慧农业、

农产品电商

成趋势

• 农产品数字

供应链管理

将实现迭代

进阶

• 新 型 消 费

需求

• 新 业 态 加

速 发 展 需

求

工业互联网 金融科技 智慧物流 数字农业 数字文旅体



3、政府消费新市场

抢抓政府数字化建设机遇

➢ 政务服务实现“全程

网办、全网通办”。

➢ 数据智能将应用于数

字政府建设。

➢ 数据中台将持续构建

数字政府的“基座”。

数字政府

➢ 聚焦交通、环境、安

全等场景，提高城市

智能感知能力和运行

保障水平。

➢ 新兴技术将助力传统

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构建广阔市场空间。

➢ 城市大脑将持续推进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



四、新动能：提升产业新能级



高质量发展
• 以数据为核心驱动

高质量发展

• 以融合为导向带动
高质量发展

• 以智能为引擎推动
高质量发展

开放创新发展
• 以开源技术为开放

创新发展突破口

• 以“引进来”和
“走出去”成为开
放创新的重要途径

自主创新发展

自主创新

• 突破技术难题
• 关注、培育中小微企业
• 精准对接软件业发展人才

新动能：提升产业新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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