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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声明：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

规渠道，通过合理分析得出结

论，结论不受其它任何第三方

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持续受益自主可控战略，但竞

争和技术升级压力凸显 

主要内容： 

近日原生鸿蒙操作系统发布展现了国产软件技术的不断突破，回顾过往

国家政策脉络已然明确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的自主可控战略并强调加大力

度落实，叠加微软蓝屏等软件安全事件，加速催化软件自主可控。但行业扩

张与竞争加剧并存，目前相关软件的国产替代进展如何？哪些厂商可望在自

主可控进程中更多受益？ 

1、数据库、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等领域的自主可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目前党政领域的基础软件国产替代相对顺畅，其中数据库已基本完成替代；

但出于对稳定性、可靠性的考虑，金融、电信等重点行业对国产数据库、中

间件仍相对谨慎。工业软件细分领域众多、竞争壁垒分明，目前办公管理类

软件国产化率已较高，技术含量高的研发设计类、生产制造类工业软件受技

术水平、通用性等表现不及国外软件，国产化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2、自主可控战略下不同细分领域成长性将有所差异。近年随着相关软

件国产替代持续推进，多数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厂商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

但盈利及现金流表现分化明显。其中鸿蒙生态厂商产品标准化难度大、信创

替代基础软件尚需持续投入研发，叠加操作系统、中间件等国产市场空间相

对有限，实现盈利所需的市场份额较大，看好市占率居前、业务实现多元化

布局的龙头厂商。而服务于高景气度及政策重点支持行业的工业软件厂商业

绩增长确定性更高，其中产品线丰富、产品成熟度高、应用领域多元的厂商

成长性更强。 

3、行业竞争加剧，应持续关注扩张过程中的投资回报及现金流挑战。

当前国产工业软件和基础软件产品成熟度较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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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厂商普遍通过自主研发和外延并购提升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线，但受

下游需求波动等影响，部分厂商近年陷入增收不增利困境。我们认为，未来

国产替代软件供给预计持续增加，软件产品的技术及价格竞争将有所加剧；

其中市场地位和资本实力较弱、产品应用领域相对单一的厂商成长性较弱，

而同时推进多产品线扩张的厂商，市场推广和研发投入或将持续压制盈利。

此外应用领域集中于党政及电信、钢铁等国资控制行业的厂商，销售回款偏

慢，部分应收账款坏账风险相对突出，业务扩张对企业流动性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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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期支持政策密集出台，叠加软件安全事件催化，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国产替代有望加快推进 

中央密集发布多项支持政策，相关国产软件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再次

将相关软件自主可控的要求摆放在突出位置。2024 年 9 月 20 日工信部更是出台具体性量化目标，要求到

2027 年完成约 200 万套工业软件（CAD、CAE、CAM 等以及 80 万套工业操作系统（PLC、DCS、SCADA

等）的更新换代任务。 

表1 中央及国家部委重点支持自主可控软件行业发展 

时间 部门 政策内容 

2024.9 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2024 年第三次专题推进会，强调要推进科技成果应

用转化，完善支持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应用的政策和机制，搭建绿色通道，

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2024.9 工信部 

发布《关于印发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的通知》，量化工业软件领域设备更

新目标，围绕石油、化工、航空、船舶、钢铁、汽车、医药、轨道交通等关系经济命脉和国计民

生的行业领域，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工业操作系统更新换代。 

2024.8 国资委等 

出台《关于规范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在卫星导航、芯片、高端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设备等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中央企业采购使用的主力军作用，带

头使用创新产品 

2024.8 工信部 
工信部部长主持召开第六次中小企业圆桌会议，明确要发展壮大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推进开源

体系建设，全力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7 中共中央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

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

术攻关、成果应用 

2024.6 国务院 

宣布启动第三批中央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建设的重点领域包括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算力网络、

新能源、先进材料以及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等关键技术方向。2024 年 8 月中央企业 BIM 软件创新

联合体启动，由中国电建牵头，助力我国突破 BIM 核心技术难点 

2024.3 国务院 
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要求 2027 年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预计推动 375 亿工业软件市场规模扩容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近期全球软件安全事件再次凸显工业软件与基础软件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可望助推国产替代加速。2024

年 7 月微软“蓝屏”事件导致全球金融、民航等基础设施信息系统陷入瘫痪；2024 年 9 月 17 日黎巴嫩多地

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并造成重大伤亡，CCTV 专家分析事件或系寻呼机被远程植入病毒软件导致；2024 年

10 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披露英特尔 CPU 产品存在网络安全风险。早在 2022 年 9 月底，国家已下发 79

号内部文件，要求到 2027 年央企国企 100%完成信创替代，替换范围涵盖芯片、操作系统、中间件等领域。

我们认为，近期全球软件安全事件再次凸显了包括操作系统（以下简称 OS）在内的软件自主可控在保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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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预计前期国产替代进程偏慢的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和国计民生行业将会加快推进相

关软件的自主可控，国产化替代订单将持续落地。 

表2 近期部分软件国产替代订单落地情况 

时间 采购方 采购类型 订单情况 

2024.9 银行机构 操作系统 
浙商银行、苏州银行、宁波银行等 10 余家中小银行加入适配鸿蒙操作系统行

列，包括对手机银行 APP 进行鸿蒙原生系统建设 

2024.9 福建发改委 操作系统 
对政务外网司法行政专用区的终端、便携式计算机进行国产化改造、替代，同

步配套国产操作系统和杀毒软件等配套软件，总价 0.42 亿元 

2024.9 中国移动 数据库 
《中国移动台州分公司 2024-2025 年信创专有云区建设项目》招标公告，总价

最高投标限价 2,174 万元 

2024.9 中国电信 操作系统 计划采购国产桌面操作系统 34 万套，总价最高投标限价 9,900 万元 

2024.8 中国能建 操作系统 
采购 1.5 万台国产计算机，要求预装麒麟软件、统信软件、中科方德操作系统，

预计采购总额 1 亿元 

2024.1-6 央国企 协同办公 
致远互联发布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2024 年上半年行业信创订单占其总

订单超过 4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2023 年以来多个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重要细分领域龙头厂商成功 IPO，为国产软件的技术研发和市场

拓展提供了资本支撑。2023 年以来 A 股 IPO 节奏收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上市公司共 16 家，其中

8 家上市公司集中在工业软件和基础软件领域。具体看，新上市公司多为细分领域的国产软件龙头，产品重

点覆盖我国亟须实现自主可控的数据库、中间件、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等领域。除浩辰软件外，多数新上市

公司的软件产品已经在党政、金融、航空航天、民航等关键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我国基础软件与国产软件

起步时间较晚，多数厂商产品线相对单一且缺乏规模化应用经验，产品功能及技术水平尚需持续强化；达梦

数据等软件厂商成功上市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助力国产替代提速。 

表3 2023 年以来新上市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企业情况 

公司名称 上市日期 产品领域 市场地位 产权属性 

达梦数据 2024-06 数据库 国产数据库龙头厂商 民企 

中创股份 2024-03 中间件 国产中间件厂商第二 民企 

浩辰软件 2023-10 CAD 2D CAD 国内市占率（9%）第三 民企 

莱斯信息 2023-06 空中交通指挥控制系统 民航空管系统领军企业 央企子公司 

威士顿 2023-06 烟草行业信息化 烟草行业核心信息化系统厂商 民企 

航天软件 2023-05 
数据库、产品研制协同软件

（AVIDM） 

数据库技术完全自主可控、安全性高，

AVIDM 先进性可对标国际龙头 
央企子公司 

索辰科技 2023-04 CAE 
细分领域龙头，重点服务航空航天、

国防、汽车等领域 
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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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软件 2023-01 数据复制基础软件 
国内数据复制与保护软件市占率

（12%）第二，次于 Veritas（15%） 
民企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二、基础软件与工业软件的国产替代持续取得进展，自主可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受益于信息安全评测结果出台以及鸿蒙原生操作系统发布驱动，国产操作系统有望加快渗透。操作系

统是基础软件国产替代的排头兵，目前国产自主可控 OS 的技术路线主要有 2 条：1）基于 Linux 内核，2）

基于 Linux 社区发行版本，2 种技术路线的难度与安全性依次递减，其中采用技术路线 1 的代表产品包括

Deepin、Euler、Anolis，采用技术路线 2 的代表包括 open Kylin、open Euler、open Anolis。 2024 年 5 月中

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完成对国产 CPU、桌面 OS 和服务 OS 的安全可靠评测，其中中科方德（中科曙光

（603019.SH）子公司）、统信（诚迈科技（300598.SZ）子公司）、银河麒麟（中国软件（600536.SH））

3 款桌面 OS，华为云欧拉、银河麒麟、麒麟信安(688152.SH)等 7 款服务器 OS 通过安全可靠 I 级评价，结

果作为下游客户选择信创产品的重要参考标准，有助于推进 OS 的信创替代进程。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4

年 10 月 22 日华为发布基于自主研发鸿蒙内核的 HarmonyOS NEXT 操作系统，这是中国首个实现全栈自研

的 OS，代表着中国在 OS 领域的重大突破，华为鸿蒙生态有望加速扩张。 

表4 操作系统国产化情况 

软件名称 国内市场格局 国产 OS 根社区 国产化进展 

桌面 OS 
微软 Windows 71%，苹果

OS X15% 

Deepin、open Kylin

（麒麟软件主导） 

商业版发行商包括中科方德、统信、银河麒麟等，至 2024

年 8 月，党政和八大行业已替换搭载国产桌面 OS 的信创电

脑整机约 1,000 万台，但距离 2027 年 9,000 万台的信创替

代目标，尚存在较大差距  

移动 OS Android 和 iOS 主导市场 鸿蒙 
2024Q1 鸿蒙国内市占率 17%，排名第二，份额超越 iOS

（16%） 

服务器 OS 
Linux 62.7%，Windows付

费操作系统紧随其后 

open Euler 、 open 

Anolis 

软通动力、润和软件、麒麟软件、麒麟信安等 22 家厂商发

布不同场景的 open Euler 商业发行版，2023 年 Euler 在国

内新增服务器市场的占有率达 36.8%，当前在金融、能源、

公用事业市占率约 40%，在政府及电信行业市占率约 7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数据库与中间件在金融等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领域国产替换率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数据库、中间件

的下游核心市场以电信、金融等对信息系统可靠性、稳定性要求极高的行业为主，其中数据库与业务紧密关

联、迁移难度高，中间件在与客户现有应用系统能否实现高效兼容方面存在替代风险。目前，除党政在数据

库的国产替代进入尾声阶段外，其余关键行业国产替代仍处于持续推进进程中，国内数据库、中间件市场仍

主要被 Oracle、微软等国外厂商占据。但在 2027 年信创目标催化下，医疗等前期国产替代进展较慢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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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陆续加快替换进度，典型案例包括达梦数据上线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核心系统等。 

表5 关键行业数据库国产替代进展 

行业 应用场景 国产替代率 应用现状 

党政 网站、电子公文、邮件、OA 等 约 80%  已基本完成国产数据库应用系统改造及替换 

金融 
支付系统、证券交易系统、资金清算

系统等 

非核心系统约

40%  

银行非核心系统国产比例超 50%，核心系统替换比

例约 15%；证券和保险的非核心系统低于 30%，核

心系统低于 20% 

能源 能源监管、能源运维、能源规划 不足 15% 
处于早期阶段，但能源企业 TOP10 企业中，超 80%

已采用国产数据库，部分已布局核心系统 

医疗 电子病历、医疗影像存储等 不足 5% 
2023 年底，医疗行业各系统陆续开始国产化数据库

替换改造 

制造 
CRM、生产数据处理、零部件存储管

理 
不足 5% 

相对滞后，部分企业处于非核心系统“试点替换”，

核心系统处于观望阶段 

资料来源：第一新生《2024 年中国数据库市场研究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工业软件部分高端领域仍由外企占据，随着本土厂商在 EDA 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未来国产工业软件

有望持续放量。根据使用场景不同，工业软件可分为研发设计类、经营管理类、生产制造类、运维服务类和

创新应用类等 5 类，其中前三类市场规模较大，主要产品竞争格局及市场规模情况如下表所示。除协同办

公、DCS 等个别领域外，外国软件依赖先发优势在软件通用性、用户习惯、版本技术迭代积累等方面积累

了较大竞争优势，截至目前仍占据主要国内市场。目前研发设计类、生产制造类、经营管理类、运维服务类

工业软件国产化率分别约 5%、50%、70%和 30%。此外，我国受盗版环境、工业数字化水平相比全球依旧

较低、MES 和 SCADA 等工业软件普及率较低影响，2023 年全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约 2,414 亿元，仅占全

球份额的 6.7%。但随着国产软件厂商持续通过自主研发和外延并购，不断提升软件产品竞争力，EDA、CAE

等在部分细分领域已实现一定的国产替代。未来随着国产软件持续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叠加工业软件普及

率、国产软件渗透率提升，国产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表6 我国主要工业软件竞争格局及市场规模情况 

类型 软件名称 国内市场竞争格局 市场规模 

研发设

计类 

EDA（用于集成电路

设计，3 家 A 股上市

公司） 

国际三巨头 Synopsys、Cadence、西门子全球市占率合

计约 78%；华大九天、Ansys 等拥有特定领域全流程工

具，市占率合计 15%；概伦电子、广立微等约 50 家点

工具厂商，市占率约 7%，同质化竞争明显 

2023 年全球市场规模 145.3 亿

美元，中国市场规模 127 亿元 

CAD（用于工程和产

品设计，2 家 A 股上

市公司） 

达索、西门子、欧特克市占率前三，国产中望软件、浩

辰软件、山大华天、数码大方、新迪数字五方争霸， 2D 

CAD 国产产品成熟，3D CAD 几何内核为“卡脖子”

技术，中望、山大华天拥有自主几何内核，但其产品仅

在非高端领域实现基本可用 

2023 年中国 CAD 市场规模

54.8 亿元，其中 3D CAD 占比

71% 



                                                                               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类型 软件名称 国内市场竞争格局 市场规模 

BIM（建筑信息模型，

2 家 A 股上市公司） 

Autodesk、Bentley、Nemetschek、法国达索占据主要市

场，国内广联达、鲁班软件、品茗股份等厂商市占率较

低，用户习惯、软件更新迭代慢、品牌是国产 BIM 的

竞争劣势 

2023 年中国 BIM 市场规模为

102.5 亿元 

CAE（用于仿真模拟，

3 家 A 股上市公司） 

需求主要来自有限元分析、结构、流体和电磁，前三大

厂商为 Ansys、西门子、达索系统，国内厂商索辰科技、

霍莱沃、中望软件市占率较低。与外资相比，国产软件

的通用性和适用范围相对局限 

2023 年全国市场规模 30 亿元，

国产产品约 5 亿元；下游为汽

车 36%、电子 22%、航空航天

国防 21% 

经营管

理类 

ERP（企业资源计划，

2 家 A 股上市公司） 

整体市占率用友 40%、浪潮 20%、金蝶 18%，但国产

厂商注重中小企业，集团级高端 ERP 市场 SAP33%、

Oracle20%，高端 ERP 功能更全面、复杂，高端 ERP 的

竞争壁垒在于标杆性案例积累 

2023 年中国 ERP 市场规模为

481.9 亿元 

PLM（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２家 A 股上市

公司） 

西门子、达索、Oracle、SAP、PTC 位列全球市占率前

五，国内代表为用友、金蝶、鼎捷数智、山大华天，PLM

在国内尚未普及，竞争格局尚未定型 

全球约 70%市场集中在北美和

EMEA。国内 2023 年市场规模

29 亿元 

协同办公（5 家 A 股

上市公司） 

产品包括 OA、邮件、远程会议、办公文档等，国产软

件参与者包括金山、福昕、泛微网络、致远互联、蓝绫

软件等专业厂商，以及 360、钉钉、腾讯等互联网巨头 

2023 年国内市场规模为 330.1

亿元 

生产制

造类 

DCS（生产数据采集、

监控、预警，1 家 A 股

上市公司） 

2021 年国产化率 56%，龙头中控技术份额 34%，与

ABB、西门子等海外龙头厂商比，国产软件差距主要在

行业卡位 

国内市场规模 100 亿元左右，

海外市场规模千亿元以上 

MES（用于排产、工序

调度、过程管理，3 家

A 股上市公司） 

CR8 为 42%，西门子 10.9%、SAP7.7%市占率前二，行

业覆盖齐全为核心竞争壁垒，宝信软件（7.2%）、鼎捷

数智（3.8%）、中控技术（2.8%）为主要本土玩家 

2022 年全球市场 1,420 亿元，

国内 57.2 亿元 

注：红色字体为A股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三、行业扩张与竞争加剧并存，未来产品线相对丰富、标准化程度高的龙头厂商更具竞争优势 

长期看好市场份额居前、业务实现多元化布局的国产基础软件龙头厂商。我国基础软件市场包括以市

场化需求为主的鸿蒙 OS 应用开发，以及由信创替代驱动的“2+8+N”需求。近年来鸿蒙 OS 在手机、汽车

等众多终端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相关应用和开发生态快速扩张，鸿蒙 OS 应用开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信

创替代基础软件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目前国产中间件、服务器和桌面 OS 的竞争激烈，复制软件等面临免费

开源软件的竞争，但研发投入压力不减，信创替代基础软件实现盈利所需的市场份额较大，因此多数操作系

统、数据库厂商均兼营信息化服务等业务以拓展收入来源。我们认为，随着华为品牌影响力及其智能硬件终

端市场份额提升，鸿蒙 OS 核心参与厂商的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但下游普遍存在定制化开发需求，产品实

现标准化的难度较大，对提升盈利不利。信创替代基础软件产品技术升级压力较大，短期内较高的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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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将对盈利形成侵蚀，且有限的市场规模易导致行业陷入价格竞争，业务结构多元化且竞争力较强、在基

础软件国产化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厂商将更具竞争优势。 

表7 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的基础软件厂商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市场地位 3 年营收增速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现金流 

中创股份 国产中间件厂商市占率第二 120% 1.80  0.67  0.10  

诚迈科技 嵌入式软件厂商，鸿蒙 OS 开发商 100% 18.78  1.83  -0.05  

中科创达 鸿蒙代码贡献量前列，操作系统开发厂商 99% 52.42  3.95  7.55  

英方软件 国产数据复制基础软件龙头 89% 2.43  0.44  0.03  

达梦数据 自主可控数据库核心厂商，国内市占率第四 76% 7.94  2.93  3.46  

航天软件 数据库、信息化 76% 16.67  0.64  -1.18  

宝兰德 国产中间件厂商 68% 3.05  0.12  -0.35  

卓易信息 国内唯一 X86 架构 BIOS 和 BMC 固件供应商 61% 3.20  0.58  1.14  

软通动力 华为外包，鸿蒙 OS 重要开发商 35% 175.81  4.87  8.72  

注：3 年营收增速=2023 年营业收入/2020 年营业收入-1，现金流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现金

流均为 2023 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服务于高景气度及政策重点支持行业的工业软件厂商预计持续受益于我国工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营收

增长的确定性较高，但回款偏慢或影响资金实力偏弱厂商的扩张步伐。近年除下游集中于景气度较低的建

筑行业的 BIM 软件，以及市场地位较弱的 ERP 等软件厂商外。其余多数细分领域的工业软件龙头厂商营业

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服务于集成电路等高景气度行业，以及服务于煤炭、石化、电力、航空航天等国

产化政策重点推进行业的 EDA、DCS、CAE 等工业软件面临的下游需求更强。我们认为，我国工业数字化

水平、工业软件普及率及国产软件的渗透率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中央政策持续呵护下，国内工业软件需

求将保持强劲；其中软件产品标准化程度更高（通常表现为毛利率水平与期间费用率水平均相对较高）、产

品竞争力突出的企业，有望在国产替代过程中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工业软件下游以

国资控制的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电力等行业为主，该等行业客户一般执行较严格的预算及资金支出制度，

销售回款流程较长、现金生成能力偏弱。考虑到在国产替代进程中，软件厂商预计需要保持较大的研发费用

和销售费用投入，资金实力强或备用流动性充裕的厂商将更具竞争力。 

表8 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的工业软件厂商（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市场地位 3 年营收增速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现金流 

广立微 EDA 产品在良率分析、工艺检测方面具有优势 286% 4.78  1.30  -2.12  

今天国际 国内烟草信息化龙头 229% 30.55  3.88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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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市场地位 3 年营收增速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现金流 

中控技术 产品线丰富，DCS 等多个产品市占率居前 173% 86.20  11.23  1.91  

柏楚电子 国内激光切割控制龙头，中低功率市占率第一 147% 14.07  7.54  8.61  

华大九天 国产 EDA 龙头 144% 10.10  2.01  2.49  

概伦电子 在 SPICE 建模工具、噪声测试方面技术领先 139% 3.29  -0.59  0.51  

北路智控 智能矿山信息系统龙头 131% 10.08  2.25  2.48  

东土科技 工业操作系统龙头 117% 11.63  2.61  -1.63  

维宏股份 激光切割运动控制系统、数控机床控制系统龙头 111% 4.41  0.39  1.21  

彩讯股份 协同办公软件厂商，鸿蒙生态开发商 102% 14.96  3.21  1.77  

金山办公 国产办公软件龙头 102% 45.56  13.14  20.58  

龙软科技 煤矿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与专业应用软件龙头 100% 3.96  0.86  -0.03  

索辰科技 国产 CAE 软件龙头 98% 3.20  0.58  -0.57  

容知日新 工业设备状态监测、工业 PHM 龙头 89% 4.98  0.63  -0.74  

国能日新 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软件行业龙头 84% 4.56  0.82  0.67  

中望软件 国产 CAD 龙头，3D CAD 具备一定竞争力 81% 8.28  0.60  0.85  

霍莱沃 重要国产 CAE 厂商 72% 3.94  0.41  0.21  

科远智慧 国内火电 DCS 领域的领军厂商 67% 14.07  1.64  1.72  

广联达 国产 BIM 龙头厂商 65% 65.25  1.19  6.37  

赛意信息 实现多元化产品线布局的工业软件厂商 63% 22.54  2.58  1.30  

金橙子 激光控制系统厂商 63% 2.20  0.42  0.21  

注：3 年营收增速=2023 年营业收入/2020 年营业收入-1，现金流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现金

流均为 2023 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技术升级压力下企业研发投入需求大，同时产品同质化导致竞争加剧，部分企业或陷入增收不增利困

境。2021-2023 年工业软件与基础软件上市公司人员增长约 42%1，员工增速高于行业收入增速，主要系国产

软件成熟度较低或产品线相对单一，厂商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以实现产品技术升级或应用领域拓展。但受近

年工业企业盈利水平、信创推进节奏等存在波动，部分软件厂商的营收增速低于员工增速，人员费用对利润

形成侵蚀。我们认为，随着自主可控战略不断推进，未来参与市场竞争的国产软件厂商数量可能不断增加，

市场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市场拓展支出和刚性人员成本大幅增长或将压制盈利表现，特别是在研发设计类

工业软件（如 BIM、CAD、EDA）、中间件和数据库等当前期间费用率水平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领域。

若研发与产品更新不及预期，同时推进多产品线扩张的厂商，以及经营规模较小、市场地位稍弱的厂商将首

先陷入亏损。相对而言，具有一定客户积累及技术领先优势、产品线相对丰富、应用领域较多元的细分领域

 
1 多数工业软件与基础软件厂商员工数量 1,000 人以下，为避免极端值影响，计算员工增速时剔除员工数量超过一万人的 4

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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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或信创替代核心标的，预计可依托持续的研发投入实现产品技术水平与市场地位的同步提升，有助于

在未来长期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表9 近年员工数量大幅增长的软件企业研发布局情况  

公司名称 员工增速 营收增速 利润增速 研发投入情况 

广立微 350% 286% 161% 持续研发新产品，多项产品实现国产替代 

概伦电子 206% 139% -311% 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客户数维持增长，但客单价增长放缓 

柏楚电子 192% 147% 104% 基于客户需求与技术创新驱动，研发投入加大，人员费用增加 

中望软件 131% 81% -50% 多产品线布局、研发投入压力较大，降本增效需求迫切 

索辰科技 118% 98% 78% 巩固提升仿真算法的求解能力，探索 AI 与 CAE 的结合 

华大九天 114% 144% 94% 
重点补齐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及封装领域的关键环节核心 EDA 工

具产品短板 

霍莱沃 111% 72% -8% 
加大 CAE、面向隐身装备的雷达散射截面测量系统等产品的研发

投入 

北路智控 102% 131% 111% 研发矿区无人驾驶项目，跟进先进智能矿山技术 

麒麟信安 71% -29% -130% 研发保持高投入，但国防领域信创订单需求发生波动，营收下滑 

福昕软件 66% 30% -179% 持续推进 AI+PDF，提升 AI 与 PDF 的交互准确性与体验 

注：上表指标增速=2023 年数值/2020 年数值-1。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部分工业软件细分领域收并购活跃，具备并购整合能力的软件厂商或可通过外延并购实现业务扩张及

市场地位提升，但需关注商誉减值风险。工业软件领域分散、专业度高、客户黏性强决定了其研发难度大、

周期长等特点，并购是工业软件公司形成马太效应的重要手段。达索系统、西门子等全球工业软件巨头均通

过数十次的并购逐步积累核心技术与行业经验，最终实现全链路的产品布局，并形成强大市场竞争壁垒。目

前我国工业软件企业体量仍较小，多数企业仅布局少数几款软件产品，覆盖下游应用领域较少。目前已有较

多工业软件企业通过收并购实现产品线扩张，以 EDA 行业为例，国内 2022 年以来国内 EDA 至少已发生 20

起投融资与并购，华大九天等上市公司均积极参与。我们认为，拥有较多并购整合成功案例且产品线布局较

丰富的软件企业具备良好的并购整合能力。截至 2024 年 6 月末，A 股工业软件厂商的商誉占净资产比重整

体不大，具备良好并购整合能力的上市公司或可依托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并通过并购丰富产品线、扩大经营

规模并提升市场竞争力；但考虑到并购资产整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仍需关注商誉减值风险。 

表10 多产品线布局的国产软件厂商并购情况 

公司名称 产品线布局 并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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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 
DCS（第一）、SIS（第二）、APC（第一）、MES

（第三） 

2023 年收购高端分析仪器 Hobré，2024 收购智慧工厂解决

方案商 Wood 中国 

宝信软件 PLC、SCADA、实时数据库 2021 年 8 亿元收购飞马智科，2022 年收购太钢信自 

赛意信息 ERP、APS、MES、WMS、QMS、SCADA、MI 先后收购了景同科技、鑫光智能、基甸信息、思诺博等 

太极股份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控股数据库人大金仓、参股中间件普华软件 

中望软件 CAD、CAE、CAM 收购英国 CAE 厂商 CHAM 等 

华大九天 

模拟/存储/射频/平板显示电路设计 EDA 全流程

覆盖，数字电路设计、晶圆制造/先进封装 EDA

部分流程覆盖 

并购阿卡思、芯達科技、芯达科技、亚科鸿禹、睿晶聚源、

菲斯力芯等多家 EDA 公司 

概伦电子 
制造类 EDA、设计类 EDA、半导体器件特性测

试系统 

收购博达微、Entasys、芯智联、鸿之微、泛利科技等多家

EDA 公司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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