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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是智能制造的“第一步”、工业软件的“中流砥柱”，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前沿差

距较大，亟需着力提升以支撑中国制造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本文论述了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重要价值，整理了国内外工

业软件的发展现状，剖析了我国相关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炼了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领域的重点突破方向，涵盖结构计

算机辅助设计 /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与优化软件无缝集成、几何特征驱动设计 / 分析 / 优化的一体化软件、多体 / 多态 / 多物

理场耦合的仿真计算与分析、工业软件的云端化和用户可定制化、算法策略支撑的计算机异构并行。研究建议，梳理细分领

域、精准制定行业扶持政策，促进软件企业优势互补、制定国内统一标准，给予定向扶持、拓展中小型企业客户市场，完善

人才培育机制、聚集高端研发人才，深化基础研究、发挥国内创新市场优势，以此促进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产业的稳

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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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software for digital design is a mainstay of industrial software and the foundation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owever, a large gap exists between relevant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se 
software to support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rank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dustrial software for digital design,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software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related industries in China. Key breakthrough directions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 computer-aided design/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software and optimization software; desig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integrated software driven by geometric features; simulation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featuring multi-body, multi-state, and multi-
physical field coupling; cloudification and customization of industrial software; and heterogeneous parallel computing suppor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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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strategie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sorting out subdivided areas and formulating targeted 
industry support policies, (2) encouraging software enterprises to draw on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formulating unified domestic 
standards, (3) providing targeted 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expand their customer market, (4) improving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s to gather high-end research staff, and (5)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and exploiting the advantages of 
domestic innovation market.
Keywords: industrial software; digital desig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bottleneck; breakthrough direction

一、前言

工业软件的发展背景是依托工业生产需求，提

高研发制造、生产管理方面的综合效益；本质上是

对工业知识进行编码，通过图形工程将工业生产知

识封装在软件中，为工业生产提供服务。在信息技

术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受工业互联网[1,2]、云计

算[3]、人工智能[4]、智能制造[5]、大数据[6]等新兴技

术的影响，工业企业在成本控制[7,8]、效率提升[9]、

跨企业 / 跨专业协作[10]等方面的需求显著增加。相

应地，工业软件不仅是工业企业运营的能力依托，

也表现为支撑产业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工具。工业软

件可分为数字化设计（又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主要类型，是现代化工业水

平的集中体现、先进技术融合的产物，具有发展历

程久、研发成本高、成功经验难复制等特征。

工业软件处于工业制造的中游位置，连接着硬

件设备、操作系统等上游产业环节，航空、航天、

航海、汽车等下游应用领域，发挥着“枢纽”作

用。值得指出的是，数字化设计类软件在工业软件

产业中处于关键位置，是实现工业产品制造的“第

一步”，直接影响产品的后续流程[11]；主要分为计算

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

算机辅助制造（CAM）、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CAPP）、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等类别。然而，《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

（2020）》指出，在2018年世界CAD、CAE软件市

场中，我国相应市场规模占比仅为 8.5%、9%；理

性判断，我国在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方向落后国

际先进水平 20~30年。近年来，科技领域的贸易壁

垒有所增强，航空、航天、航海装备研发所采用的

高端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多数为国外引进，不利

于自主创新发展进程[4]，潜在的“卡脖子”风险不

容忽视。

本文着眼智能制造实际需求、多学科交叉及融

合、产业安全发展，凝练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

的重要价值；进而梳理国内外发展现状、剖析我国

相关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炼领域重点突破方

向，提出现阶段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发展建

议，以期辨明一条适合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价值分析

（一）产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基石

工业软件是维持工业企业顺畅运营的重要环

节，也是我国制造业等产业受国外长臂管辖的“卡

脖子”环节之一。近年来，出现了多起与工业软件

相关的技术制裁事件，波及了经济、金融、教育、

交通等方面，如针对我国特定企业的CAE、EDA类

软件禁用事件，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事件、一些高校被禁止使用商业数学软件MATLAB

事件等。此外，为了保障工业信息安全，防止黑客

入侵、病毒扩散、系统漏洞、密码破译等事故的发

生，亟需提升工业软件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技术。尽快开展包括工业软件在内的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自主掌握工业软件核心技术能力，才能更好

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

（二）制造业迈进工业4.0的动力

工业 4.0作为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生产方法[12]，本质是通过信息物理系统构

建智能工厂，将各类工业软件按需嵌入制造流程。

CAD、CAE等复杂度高、综合性强的数字化设计类

工业软件，事关制造业生产需要，对于制造业向智

能化转型升级起着支撑作用。发展数字化设计类工

业软件，有利于我国工业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

控，从而创造稳定可持续的工业发展环境；支持实

现工业 4.0带来的诸多技术优势，如高效应对工厂

的实时信息变化、以数字化显著提升监测效率、应

用由高级电机控制的智能机器人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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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交叉与融合发展的载体

当前，我国科技领域发展面临“瓶颈期”，打

破困境的关键举措之一是促进跨学科、多技术之间

的融合，催生学科前沿的新发展形态。在研发数字

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过程中，需高度关注开发工

具、算法、软件工程、交互设计等方向的协同，据

此弱化部分方向出现的“短板”效应。例如，为了

高质量完成一款CAD软件的自主研发，需要在企

业层面培育、吸引上述提及领域的技术人才，在社

会层面营造良好的科研和工程环境[14]。发展数字化

设计类工业软件，有利于促进计算机、机械工程等

学科的协同发展与优化布局，也就成为多学科交

叉、多领域融合的良好载体。

三、国内外工业软件发展现状

（一）国外工业软件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发展，国外工业软件在底层开发、界

面操作、云端等方面较为成熟，形成了优势企业的

技术垄断格局（见图1）。在上游，操作系统、开发

工具、中间件主要由美国品牌主导。在中游，达

索、欧特克等品牌在数字化设计类方向具有领先优

势，西门子、霍尼韦尔等品牌在生产制造类方向处

于行业龙头地位，思爱普、甲骨文等品牌在经营管

理类方向占据主导位置。

国外工业软件企业及市场发展，呈现两类主要

特征：大型软件企业持续开展并购，占据着绝大部

分市场份额；中小型软件企业发挥专业化、定制化

特色，在细分市场方向占据优势。具体而言，大型

企业依靠前期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制定了实际上的

行业标准，以“多方并购”形式继续提高市场份

额，如达索公司基于CATIA产品开拓市场，随后收

购 SolidWorks、Abaqus、Accelrys 等软件品牌；其

他企业采取了“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以专业化、

定制化的软件服务来灵活适应市场需求。

应用领域：航空、航天、航海、汽车、机械装备、信息电子、通信网络、能源电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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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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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馈

达索（法国）
西门子（德国）
欧特克（美国）
ANSYS（美国）
参数技术（美国）
新思科技（美国）
中望软件（中国）
航天神软（中国）

……

西门子（德国）
霍尼韦尔（美国）
通用电气（美国）
施耐德（美国）
ABB（瑞士）
宝信软件（中国）
中控技术（中国）
柏楚电子（中国）

……

思爱普（德国）
Salesforce（美国）
甲骨文（美国）
微软（美国）

Workday（美国）
用友网络（中国）
金蝶国际（中国）
鼎捷软件（中国）

……

ABB（瑞士）
西门子（德国）
华为（中国）
国电南瑞（中国）

……

中间件中间件

IBM（美国）
甲骨文（美国）
BEA（美国）
金蝶软件（中国）

开发工具开发工具

微软（美国）
甲骨文（美国）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Windows（美国）
Mac OS（美国）
Linux（美国）

Chrome OS（美国）

硬件设备硬件设备

苹果（美国）
戴尔（美国）
惠普（美国）
联想（中国）

图1　工业领域的上 / 中 / 下游、工业软件分类及代表公司

256



中国工程科学 2023 年 第 25 卷 第 2 期

（二）我国工业软件发展现状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软件业经济运行

情况》及相关数据统计[15]，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

逐步扩大，以运维服务类工业软件的占比最高；

2016—2021年工业软件产品营收从 1000亿元增长

至近2000亿元，平均增速约为16%，明显高于同期

国际市场增速（约6%）。这表明，我国工业软件市

场在规模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

根据《中国工业软件及服务企业名录》及相关

数据，有 12个省份的工业软件企业数量超过 10家

（见表 1）。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份的企业

数量超过 100家，分布相对密集，但其他省份的数

量明显偏少。工业软件企业的地域分布失衡，必然

导致专业人才分布的差异化，也就加剧了各省份在

工业软件发展方面的分化现象。

在经营管理类软件方向，主要由金蝶、用友等

国产品牌主导，中低端市场基本实现国产替代，高

端市场的国产化率接近 40%，整体进入稳定发展

期。在生产制造类软件方向，主要由中控、宝信等

国产品牌占据市场；因贴近国内市场，分散控制系

统、分布式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等软件的国产化率

超过 50%，发展势头良好。在运维服务类软件方

向，华为、国电南瑞等国产品牌在市场上具有引领

地位，发展前景广阔。然而，国外品牌在我国数字

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结构设计、

仿真分析等功能软件的对外依存度超过95%，固有

的技术鸿沟难以在短期内逾越。在CAD软件方面，

主要有数码大方、中望、天河智造、浩辰等品牌；

在CAE软件方面，用于国防军工领域的HAJIF软

件、云端CAE平台Simright等是代表性的自主可控

软件；少数企业在CAD/CAM软件产品中初步拓展

了的结构仿真分析功能。

四、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发展面临的

挑战

（一）前期研发投入不足，难以缩短固有差距

随着科技领域贸易壁垒的增强，较多依赖进口

的高端工业软件面临“断供”风险，暴露出数字化

设计类工业软件应用“受制于人”的隐患。应当认

识到，我国工业软件行业为了实现自主创新发展，

需要彻底放弃对进口软件的“拿来主义”思想，努

力实践内生发展之路；积极争取中长期投入，吸引

社会资源参与行业发展，弥补我国自20世纪以来对

软件研发投入不足的缺口。

在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方面，为了稳步缩短

与国际领先企业近30年的发展差距，国内工业软件

公司及研发团队需要克服难度大、周期长、前期收

益低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不可忽视的是，这类问题

往往导致工业软件企业难以下定研发投入信心，叠

加市场竞争的短视效应，明显阻碍了数字化设计类

工业软件自主可控的发展进程。

（二）行业交流合作不深入，行业标准严重缺失

基于现阶段我国工业软件行业的发展环境，相

关企业无法简单复制“先自立门户、再陆续收购”

的发展路线。从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发展的整

体角度看，需要联合行业内的优势企业以协调发展

步骤 / 路径，减弱“单打独斗”的发展思想。然

而，为了保护代码等核心资产及潜在利益，相关企

业之间鲜有交流合作；虽有管理部门、学术机构组

织过企业参与的研讨交流，但距离预期目标相差

甚远。

目前，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行业事实上

的标准，多由国外大型工业软件企业主导；但国外

软件企业之间也有激烈竞争，在行业标准层面并未

统一。国内用户在使用不同企业的软件产品时，程

序 / 数据之间难以贯通，显著增加了软件使用的

“壁垒”效应。尚未统一的行业标准，不利于国内

表1　各省份的工业软件企业分布(数量＞10家)

省份

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浙江

湖北

山东

辽宁

福建

四川

陕西

重庆

数量/家

203

161

145

115

56

33

21

16

14

13

12

11

注：统计时间截至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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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发展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的软件产

品；尤其在重大装备制造领域，直接制约了工业软

件作用的发挥。

（三）市场占比失衡，稳定客户难以聚集

从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客户类型分布

可见，应用市场集中在大型制造类企业。大型制造

类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研发成本、控制生

产成本，通常优选使用成本低、技术成熟的进口软

件产品。这就导致国产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客

户市场聚集在中小型制造类企业。中小型制造类企

业从产品附加值、市场风险等角度考虑，往往无法

稳定投入使用工业软件所需的资金，也就无法构建

基于工业软件的独特产品优势，相应的市场竞争力

逐步弱化。

大型制造类企业难以提供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

件的应用合作机会，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又较少依赖

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受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

企业自主研发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往往缺失稳

定的客户；既造成工业软件企业生存困难的问题，

还因用户数据不足而难以持续优化工业软件，成为

工业软件行业发展受限的直接原因。

（四）底层核心技术缺失，自主研发能力不强

当前，多数的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底层核心

技术由国外企业垄断；国内一些企业作为国外工业

软件产品的代理商，尚未具备独立研发高端工业软

件产品的能力。相应地，一些企业软件产品的底层

核心多为国外企业的算法与软件内核。工业辅助设

计、仿真模拟测试等工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不可避

免地受制于国外供应。

以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为代表的高端工业软

件，开展自主研发主要受限于两方面：对于CAE等

软件，除编程技术要求外，涉及理学、工学中的多

学科核心知识，对研发团队的技术能力要求极高；

功能全面且稳定的底层开发平台是开展工业软件自

主研发的前提，这是当前缺失的基础性环节。

（五）智能化成为发展潮流，挤压后发企业的生存

空间

国外工业软件优势企业积极转向工业云服务、

人工智能方向：在工业云服务的开发阶段，软件不

再是独立存在，而是整合各类基础软件并提供“软

件+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量

学习特定领域的数据，进而实现结果预测，为工业

软件创新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工业软件协同应用阶

段，尚未转入工业云服务阶段。在上述革新技术受

到制造类企业青睐的情况下，国外工业软件优势企

业进一步抢占国内工业软件市场，对国内软件企业

的整体性自主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软件客户

的使用黏性削弱，研发进度的上限则受时间积累和

使用经验影响。此消彼长之下，国内软件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面临着更大压力。

五、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重点突破

方向

（一）结构CAD、CAE、优化软件无缝集成

CAD、CAE、结构优化分别针对结构建模、结

构分析、寻找合适的材料分布问题而开发[16]，都基

于有限元方法，通过求解结构内的数值响应来分析

结构适应性，从而判定结构能否满足性能需求。为

了压缩开发周期、提高经济效益，产品设计阶段即

涉及结构几何建模、数值分析、设计优化等环节，

这需要CAD、CAE、结构优化之间进行数据的无障

碍传递，对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能力提出了新要

求。然而，有限元方法存在模型逼近的精确度受

限、创建模型消耗大量时间成本、场变量的连续性

仅为低阶、高阶分析的节点数呈指数式增长等问题，

加之CAD几何模型与CAE分析模型的构造机理不

同、结构的表征数据不兼容，导致CAD、CAE、结

构优化之间出现数据交互繁琐、几何特征信息丢失

等一系列应用不足。

拓扑优化技术以结构数值分析为基础，基于优

化拓扑结果来实现结构超轻量、高性能的设计目

标[17~19]，因而有限元软件集成拓扑优化技术也是重

要趋势之一。例如，美国 Altair公司从网格划分、

导入CAE、拓扑优化、后处理等多个模块着手，对

每个独立步骤分别进行集成操作，初步实现了上述

功能。

研究统一的CAD、CAE、结构优化技术，发展

具有自主可控核心知识产权的工业数字化软件（如

等几何拓扑优化软件），是突破当前主流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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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类工业软件生态的关键方向。基于等几何分

析方法[20]（见图 2），通过非均匀有理 B 样条曲线

（NURBS）构建基函数，确保结构的 CAD 几何、

CAE分析模型具有一致性；打破相关数据的交互壁

垒[21,22]，建立等几何拓扑优化的技术框架。

（二）几何特征驱动的设计、分析、优化一体化

软件

针对计算机底层的数值计算关键技术，结合以

几何特征驱动拓扑优化的设计理念、共行几何一体

化优化的设计理论、等几何拓扑优化与CAD直接

交互技术，开发基于几何特征驱动，设计、分析、

优化一体化的工业软件。

对于重大装备的多类型复杂曲面构件，应用共

形参数化建模与一体化优化设计等理论及技术[23]，

适应高承载、低振动等性能需求。等几何拓扑优化

用于二维 / 三维拉胀超材料研究[24]，以NURBS基函

数构造兼顾平滑度、连续性的密度分布函数，与

CAD直接交互，消除几何误差，克服求解困难。发

展的基于特征驱动的拓扑优化方法[25]，将一组特定

的工程特征通过相互运动或变形方式得到拓扑构

型；从CAD的设计理念出发，迭代选取与CAD特

征模型相关的几何变量，从设计源头确保了工程结

构的特征属性。

（三）多体、多态、多物理场耦合的仿真计算与

分析

随着计算处理、数据支持等支撑技术的提升，

面向多体、多态、多尺度乃至多物理场等复杂耦合

模拟分析的新型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逐步出现。

实现多物理场耦合仿真的主要形式有：① 通过公开

的数据接口标准，串联多个仿真软件开展联合仿

真，如Dymola平台软件，可基于功能模型接口 / 功

能模型单元来结合Simulink、AMESim等十余种建

模工具，依据所属系统分别进行模拟；② 通过数个

仿真模块实现单系统的多领域仿真，如COMSOL

不断集成结构、流体、热、电磁等分析功能，形成

了包含30多个附加模块的多物理场仿真能力。

发展上述耦合仿真功能工业软件，本质上需要

深入开展基于多学科交叉理论的研究。分析不同系

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多物理场，提升描述上述现象的

偏微分方程求解精度，削减主观条件影响，使得仿

真结果良好反映客观规律。

（四）工业软件云端化、用户可定制化

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形成的软件即服务（SaaS）

逐渐成为软件企业的主流经营模式[3]。SaaS是通过

云服务向用户提供软件使用的新兴方法，供应商负

责构建企业信息化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软硬件运

营平台，承担预实施、后期维护等服务。企业无需

建立机房、购买软硬件，而是直接通过互联网使用

信息系统；结合自身需求，向SaaS供应商租赁软件

服务，登录网络后即可在设备上使用相关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企业发展SaaS服务，要在保持优势领

域持续领跑的前提下，按模块、按精度合理拆分软

件到各个子程序，以满足各类客户的使用需求。目

前，已有部分企业的工业生产基于SaaS应用展开，

如国外的Predix工业物联网平台、从数字化到自动

图2　等几何分析方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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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等，国内的美云智数工厂仿真

软件、船舶结构设计及生产管理一体专用化软件平

台等。

（五）引入算法策略，支持计算机异构并行

在设计优化过程中，高精度结构几何表征模型

的缺失，导致CAE分析精度偏低，带来了后续优化

设计的收敛性差、不易寻求可行设计解等问题。引

入模型降阶、收敛加速等算法策略，针对性解决求

解耗时、算法运行效率低下、计算架构僵化、综合

使用成本过高等问题。发展适应中央处理器 / 图形

处理器异构并行架构的等几何拓扑优化软件，实现

底层算力的灵活扩展和高效运用。

六、我国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发展建议

（一）梳理细分领域，精准制定行业扶持政策

针对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前期研发投入不足

的实际问题，建议把握工业软件的类型特征、研发

周期、技术难易等行业要素，据此研究制定扶持政

策；从高端人才引进、研发团队壮大、企业运营顺

畅等维度，找准扶持政策的着力点，提高政策的实

施成效；同步完善产业投资基金、协同研发平台等

配套服务体系建设。

建议地方管理部门将工业软件列为独立的产业

类别，发布区域性扶持政策，促进特色工业软件、

细分领域应用等的布局与优化。例如，与工业和信

息化部推进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相配套，进一

步规划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垂直行业应用等具体发

展内容，实质性改善国产工业软件的研发与应用

环境。

（二）促进软件企业优势互补，制定国内统一标准

针对国内工业软件企业之间合作不深的问题，

建议地方管理部门发挥牵头组织作用，引导大型工

业软件研发企业在工业制造、基础学科、软件工程

等方向开展意向交流，以定向扶持等形式引导跨企

业的工业软件技术合作。

建议国内工业软件优势企业积极合作，率先开

展四类工业软件的产业体系标准建设。保证工业软

件产品数据格式的一致性，以互联互通提高不同产

品数据的兼容性，提高国产工业软件综合集成的应

用水平，缓解工业软件企业的低层次竞争，驱动行

业发展的高端高值化。

（三）给予定向扶持，拓展中小型企业客户市场

针对国产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缺失稳定客户

的问题，拓展工业软件在中小型制造类企业的应用

规模是适宜的突破口。建议地方管理部门发布扶持

政策，缓解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应用工业软件资金匮

乏的现状，促成中小型制造类企业提升核心竞争

力、工业软件企业拓展市场规模的共赢局面。还可

引导工业软件企业提供区域性、细分行业性的优惠

应用措施，策略性扩大客户规模，为优化工业软件

产品、把握新兴市场需求确定基础条件。

积极营造中小型制造类企业增强国产工业软件

认知与应用的社会氛围，鼓励企业用户发掘工业软

件在成本控制、效率提升、质量改进等方面的中长

期收益；吸引中小型制造类企业主动增加工业软件

产品的应用投入，为国产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的

整体性提升创造条件。

（四）完善人才培育机制，聚集高端研发人才

针对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底层核心技术自主

研发能力不强的问题，坚持技术发展的正向思维，

积极培养并留住高技术人才，再由人才来筑牢行业

发展基础。高质量实施“新工科”建设等高校学科

改革方案，批量培养兼具工业领域知识、信息技术

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建议地方管理部门发布高层次

人才专项政策、高校毕业生及专业技术人员当地留

用政策，促进高校培育软件编程与多学科基础能力

兼备的人才队伍，缓解工业软件行业从业人员的待

遇保障问题。

鼓励工业软件企业制定股权分配、股票期权等

激励方案，激发专业技术团队的积极性以形成长期

主义思想。引导工业软件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工业

软件研发人才合理有序流动，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

行业人才流失、行业发展潜力损耗。从培养人才到

留住人才再到用好人才，以各环节的理性行动来支

持国产工业软件底层核心技术攻关。

（五）深化基础研究，发挥国内创新市场优势

针对国内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企业受到相关

国际企业智能化技术挤压的问题，建议国内企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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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方向着手，积极融入国内市场

的应用生态体系。工业软件企业应追求“纵向”深

入，建立自身优势领域的底层研究能力，再由工程

实际应用来完善工业软件产品的成熟度；将工业软

件优化算法与行业积累的管理规律相结合，发展本

质安全可靠、聚焦市场需求的工业软件，据此打破

国际工业软件企业的“头部效应”、先发优势。

相较国外数字化设计类工业软件企业从大型军

民装备应用起步的发展路线，国内企业应探索出具

有自主特色、以新兴领域应用为先的发展道路。发

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积极探索与物流、电动汽

车等优势行业的合作方式，提供优质的工业软件定

制化服务，支持客户构建产品市场竞争力；稳步积

累行业应用经验并形成特色技术优势，从而快速缩

小工业软件行业的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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