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2022 年工作总结及 2023 年工作计划

一、深圳软件业运行情况

（一）总体运行情况

2022 年，深圳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疫情反复导致消

费需求不振、软件预算减少，行业监管力度加强，国外环境

复杂多变等影响下，存量企业收入增速放缓，但得益于新增

量企业的纳统，全行业实现平稳增长，累计软件业务收入

9983.3 亿元，同比增长 10.3%，低于去年同期增速 3.6 个百

分点，占全国软件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9.2%。软件业务出口

231.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占全国软件业务出口（524.1

亿美元）的比重为 44.2%。预计 2023 年，我市软件产业面临

的挑战仍较多，软件收入增速将在 8%左右。

图 1 2022 年深圳软件收入增长情况



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1615.2 亿元，同比下降 3.2%，降

幅较前三季度有所收窄。研发经费 1530.2 亿元，同比增长

11.3%，增速高于软件收入增速。

（二）软件收入构成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软件产品实现收入 1355.6

亿元，同比增长 11.5%；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13.6%，高

于去年同期 0.2 个百分点。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速提升。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6669.5 亿元，同比增长 13.3%，增速较三季度提升了 4 个百

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66.8%，高于去年同期 1.7 个

百分点。

信息安全收入增长平稳。信息安全实现收入 56.7 亿元，

同比增长 0.3%，增速较三季度下降了 4.5 个百分点，占全行

业收入的比重为 0.6%。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保持增长。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

入 1901.5 亿元，同比增长 0.6%；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19%，

低于去年同期 1.9 个百分点。



图 2 2022 年深圳软件收入构成情况

二、2022 年协会工作总结

2022 年，协会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关心和支持下，坚持以党的

二十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国家软件发展战略以及市政府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就协会 2022 年度工

作情况汇报如下：

1.积极支撑政府工作

1.1 抗疫防疫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认真做好抗疫防疫、复

工复产、保增长等工作。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征集了 70 多款面向企

业办公、协同开发等场景的软件产品，通过政府、协会平台向各行业

推荐使用，发挥软件产品、信息技术和服务特长，助力全市企业在居

家办公的同时不耽误生产，充分发挥支撑保障作用。



1.2 产业统计监测

产业统计监测是主管部门制定政策、产业运行管理的重要手段，

与政府相关申报项目强关联。受市工信局委托，开展 2021 年软件产

业运行监测和统计工作，年度纳统软件企业 4000 余家，季度纳统企

业约 1500 家，数据汇总后最终上报至工信部，完成了《2021 年度深

圳市软件产业运行分析报告》，为相关部门制订政策提供信息参考。

1.3 课题研究

深圳市组织部署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协会作为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集群战略咨询机构，支撑市工信局开展产业现状研究和制定集群

行动计划等相关工作。深入企业调研，掌握软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提出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积极参与产业政策文件起草和论证工

作，支持《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深圳市推动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编写，支撑信创产品采购补贴申

报落实，深入工业软件创新能力实施细则、南山软件产业课题研究等

政策研究。积极组织企业家和行业专家，为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

业集群建设出谋划策，为企业协同创新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争取政策

支持。推动各关键行业的信创应用，积极打造鲲鹏生态，加速国产化

替代发展。

1.4 政策落实

受市工信局委托，对我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申请进

行核查。截至目前，2021 年共核查企业 304 家次。其中软件企业 298

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6家。



受市发改委委托，作为支撑单位协助组织、受理和整理我市重点

软件企业的申请工作。经地方推荐和国家审核，我市共有27家企业列

入了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清单，约占全国的13.5%。

1.5 服务支撑

支撑市工信局开展数字经济扶持计划、稳增长、首版次软件等政

策的宣贯工作；支撑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开展企业共性诉求征集和专精

特新企业专项服务工作；支撑南山、龙华、福田、宝安等区软件产业

服务工作，包括产业监测、政策研究、项目推荐、项目咨询、走访调

研等，发挥协会平台、桥梁作用，促进市区两级信息互通、交流沟通。

2.扎实做好各项服务

2.1 科技服务

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评估。协会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统一标准、

统一平台、统一证书的指导下持续开展行业自律服务。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 年第 45 号）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第 10 号）两个文件的精神以及中国软件行

业协会发布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25-2021），

协会在 2021 年 8 月中旬新增开展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服

务。

2022 年，共完成 11批次的软件产品和软件企业评估。共评估软

件企业 1141 家，其中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 592 家。共评估软件

产品 1984 件。

著作权登记&产品测试。2022 年，协会共代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 2000 件次，其中作品著作权 2件次。软件产品测试 1702 件。



专利&商标。2022 年，协会承接专利案件 224 件，其中，发明专

利 76件，实用新型 127 件、外观设计 20件、国际申请 1件；商标案

件 26件。

2.2 会员服务

2021 年协会组织会员活动 17次，涵盖软件行业优惠政策宣讲、

股权培训、知识产权、信创及鲲鹏技术论坛、走进华为系列活动、“中

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系列活动、项目管理专题培训、互动交流等丰富

的内容，共计会员单位代表 4205 人次参加活动。

2.2.1 讲座培训。

税收优惠政策：国发〔2020〕8号文下发后，财税部门和工信部

等产业主管部门也出台了配套的政策文件，软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

条件发生了变化和调整。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指导下，积极推进开

展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协会联合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利用论

坛和专场解读会等形式，组织进行相关产业政策的宣贯和解读，为企

业解读讲解新政策，答疑解惑。

知识产权保护：依托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为

企业提供宣传、指导、维权、孵化等综合性服务。为进一步帮助广大

会员单位提升海外知识产权布局、风险防范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举

办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应对和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保值

增值与竞争超越”论坛。

2.2.2 互动走访。联合园区法务、保险、咨询、测试、知识产权、

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组织开展研发型企业 PMO 体系的建设与

发展、服务上市优势暨跨境融资分享会、首版次软件保险座谈会、公

益性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强化对软件企业的服务支撑保障。



2.2.3 活动交流。组织举办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论坛、“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系列活动，联合承办 2022 年数字经

济健康发展全国深度行（首站）·深圳站、GIAC 2022 全球互联网架

构大会等活动，支持鲲鹏应用创新大赛深圳赛区、昇腾应用创新大赛、

QECon 全球软件质量&效能大会深圳站、卓越工程生产力大会等活动

举办，促进行业间交流互动。

2.2.4 优秀产品征集。开展软件行业“推荐优秀产品”“标杆案

例”、 “领域专家”征集工作，定期发布征集结果，对优秀企业、

优秀产品和行业专家进行表彰和宣传推广，支撑深圳市软件名城体系

中名企、名品、名人建设；组织企业参加“2022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力案例”征集和 2022 年工业软件优秀产品征集，助力深圳软件

集体品牌打造。

2.2.5 信创产品评估。为落实《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

若干措施》《深圳市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

稿）》文件精神，推动各关键行业的信创应用，加速信创产业发展，

提升信创技术水平和支撑保障能力，探索开展信创产品评估，自 2022

年 7月开展信创产品评估服务，至年底已有 24家企业 58 个产品获批

信创产品评估证书。

（三）2022 年协会工作计划

1.支撑产业管理，积极配合产业主管部门落实国家和地方政策

新形势下，为了充分发挥软件和新兴技术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的

重要作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协会将引导企业通过国家鼓励

的软件企业评估，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深入研究政策精神、加强政



策的宣贯和解读，帮助企业应享尽享；同时根据税政监管的要求，加

强税筹合规的宣传。发挥产业政策杠杆作用、招商引智、选优培优。

优化评选规则发挥作用，制定高质量软件评价体系，定性定量多维度

综合评价。

2.做好各项服务，充分发挥协会公共服务平台作用

协会将继续做好“软件企业评估、软件产品评估、软件产品测试、

软件著作权登记、专利挖掘及申请”等各项服务内容。同时，发挥好

政企间的桥梁作用，将政策宣贯工作落实到位，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政

策、理解政策、用好政策；及时反映企业诉求，发挥好企业共性诉求

服务联络点的作用，扩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小巨人企业的服

务覆盖。加强行业间、地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3.加强深圳品牌的推广，扩大国资国企和内循环市场

深圳市软件行业征集“推荐优秀产品”“标杆案例”“推荐信创

产品”的工作得到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

通过遴选的“推荐优秀产品”“标杆案例”“推荐信创产品”，协会

将向政府、用户、产业及社会各界予以推广，打造“深圳软件严选”

的产业品牌，为中国优秀软件产品推选工作做好铺垫和支撑，为深圳

积极参与全国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点。

加强和本地国资国企、应用单位、行业协会的联系，利用产业相

关政策撬动市场资源，为软件企业争取更多的应用场景打造标杆案例。

继续加强和内地各省市相关单位的联系，促进产业交流和协同，为本

地企业走出去、外地资源走进来营造便利。探索与各地软协以及特色

企业合作模式，加强与外地机构合作，发挥深圳“技术+产品”的优

势和外地“市场+服务”的优势，帮助会员企业联合外地合作伙伴共



同拓展外地市场。

4.对接生态资源，推进深圳软件集群的生态建设，

推动开源生态的发展，协助开源社区、开源机构及开源团队推广

开源项目，争取各个政府部门对开源项目和开源人才的政策支持，针

对华为鸿蒙（OpenHarmony）、欧拉（openEular)、微众区块链（FISCO

BCOS）等重点项目推广标杆应用示范，推动开源相关的法律、规则及

商业化转化及服务生态的完善。

加强协会专家委员会的建设，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汇集产业智

慧，加强产业间的协作、交流和信息互通，为深圳软件高质量发展辨

明方向和路径。

5.研究圳创标准体系，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支撑制定深圳市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品标准（圳创标准）和完善

“圳创库”，为深圳“圳创库”建设和用户方采购提供参考，促进各

类资源的整合，打造行业主导的信创适配服务中心。开展信创产品评

估工作，推动形成统一信创标识，擦亮深圳信创品牌。联合头部信创

企业和金融、医疗等行业用户单位开展系列信创研讨会，突破产品宣

讲，深入项目设计、实施保障和运维售后等。推动建设信创认证服务

中心，联动已有的信创支撑机构和行业信创适配中心，开展信创适配

测试推荐、信创产品展示推广、信创标准研制、信创产品展示和信创

人才培养。

作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群的战略咨询机构，我协会将充分发挥

了解企业、熟悉产业的优势，监测情况、洞察趋势，做好产业部门交

代的各项支撑工作，推动建设软件企业竞争力评价标准和软件人才评

价规范，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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