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北京地区规模以上企

业统计数据，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示数据及第三方数据资料。

2017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迈入“软件定义”新时代，产业持续聚焦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产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与效益实现“双提升”；产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度持续增强；

2.产业对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助力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3.产业综合实力不断攀升，龙头企业快速发展，骨干企业优势凸显，高成长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4.产业国际合作持续深化，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加大前沿技术储备；

5.产业新动能增势蓄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导航与位置服务、信息安全和工业互联网等高端领域驱动产业升级；

6.社会资本投入趋于理性，新一代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领域备受资本市场青睐，行业对外股权投资持续活跃；

7.产业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高地，多类创新成果同步全球科技前沿，初创企业向“高能级”发展；

8.北京引领京津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三地在产业协同、资本协同、技术协同、政府协同等多方面向纵深推进。

注：本报告中涉及金额的数据指标，如未明确作币种标示，其币种均为人民币；

本报告中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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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产 业 全 景

北京迈入“软件定义”新时代
•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在基础设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现代服务业、信息安全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呈现出“数据先行、

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的融合发展新特征；“软件定义”日趋深化，持续引领产业变革，已成为数字经济
的核心引擎。

数据先行

软件
定义

服务增值 智能主导

平台支撑

云计算、大数据已成为
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和
要素资源

“平台战略”促进产业生
态圈建设，催生人工智能
等新兴产业发展

“大平台+小前端”的新
型服务业态和模式在交通、
旅游、餐饮等多领域应用

软件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进程中
的引领支撑作用进一步强化



产业持续聚焦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与效益实现“双提升”；产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度持续增强。

872.6亿元
科研活动经费投入 27.1%

125015件
软件著作权 49.7%

112.9万元/人
人均营收 11.2%

0.065吨标准煤
万元增加值能耗 4.4%

2.9亿元/家
企业平均营收 11.8%

3169.0亿元
增加值 12.6%

31.8亿美元
出口 3.1%

131.79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1061.2%

77.5万人
从业人员 0.2%

7836.7亿元
软件业务收入 19.4%

25788家
在营企业数量 0.47%

8752.1亿元
营业收入 13.9%

2017

36.46%

26.77%
11.93%

10.46%

10.25%

2.40%

1.28%

0.44%

互联网信息服务 行业应用及系统集成 通用应用及平台软件 基础信息传输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 基础软件 IC设计 嵌入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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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5%

9.3%

11.0% 11.0%

12.1% 11.9% 12.0% 11.9% 11.6% 11.5%
12.1% 11.9% 12.1%

12.5%
12.9%

13.6%
14.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增加值 164.4 210.1 278.6 378.0 449.6 586.6 696.4 870.5 999.1 1066.5 1214.1 1493.4 1621.8 1901.5 2136.1 2441.9 2805.8 3169

全行业营业收入 190 261 334 385.3 520 780 972 1252 2043 2350 2930 3539 4261 4901.5 5462.3 6231.5 7287.6 8752.1

5.2%
5.7%

6.5%

7.5% 7.5%

8.4% 8.6% 8.8% 9.0% 8.8% 8.6%
9.2% 9.1% 9.4%

9.7%
10.3%

10.9%
1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产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全市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
• 2017年，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8752.1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为近五年最高值；
• 全行业实现增加值3169亿元，同比增长12.6%；占全市GDP比重为11.3%，占第三产业GDP比重为14.0%，创历史新高；
• 根据可比数据，2016年北京全行业增加值占全国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2.8%，高于上海、深圳等城市。

2000-2017年全行业增加值及营业收入变化（单位：亿元）

增加值在
全市GDP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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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占
第三产业GDP比重



45.4 42.9

64.7 62.2

70.4
75.9

80.3 82.4
86.9

93.0

101.5

112.9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产业效益稳步提升，规上企业平均营收近三亿
• 2017年全行业人均营业收入112.9万元/人，同比增长11.2%；规上企业平均收入规模达到2.9亿元，同比增长11.8%；
• 规上企业收入利润率为35.2%，较上年提高10.3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为38.9%，较上年提高12.1个百分点。

0.4
0.5

0.8 0.8

1.1

1.3

1.5

1.8

2.1

2.3

2.6

2.9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规上企业平均收入规模（亿元/家）人均营业收入（万元/人）

01 产 业 全 景



产业对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强化

58.9%
46.2%

现代服务业

高技术产业

18.3%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5365.3亿元，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2805.8亿元，
占比18.3%，较上年提升0.5%，仅次于金融业。

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3581.1亿
元，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增
加值2109.4亿元，占比58.9%，
较上年提升0.5%，高于其他文创
产业。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5833.7亿元，
信息服务增加值2696.7亿元，占
比46.2%，较上年提升0.9%，明显
高于其他高技术产业。

•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助力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共同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
• 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较上年进一步提升，在文化创意产业占比接近6成。

2016年

圈层大小代表指标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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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81.0%
83.0%

86.0% 86.0%
89.5%

88.6%
93.2%

40.0%
44.6%

46.0%
51.0% 53.0%

56.7%
58.9%

64.3%

40 44
51

67

82 83

101

121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龙头企业快速发展，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百亿元企业 十亿元企业

440 463
552

597

718 740

859

997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2017年，百亿元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占软件业务收入的比重达32.7%，较2016年提高8.7个百分点；
• 十亿元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占软件业务收入的比重为64.3%，较2016年提高5.4个百分点；亿元以上企业的占比为93.2%。

十亿元企业121家
软件业务收入占比64.3%

亿元企业997家
软件业务收入占比93.2%

百亿元企业14家
软件业务收入占比32.7%

亿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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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8%

17%

3%

12%

25%

中国软件业务
收入前百家

32%

19%10%

8%

8%

23%

中国互联网
企业百强

40%

7%17%

4%

9%

23%

中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综合
竞争力百强

北京共40家企业入选。
其中，航天信息、百度、
中软国际、京东等4家
企业位列榜单10强。

北京共32家互联网企业入
选。其中，百度、京东、
新浪、搜狐、美团等5家企
业位列前十。

北京共35家企业入选。国网信
通、航天信息、中软国际等京
企共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358.6
亿元，占全国软件百家企业软
件业务收入的20.5%。

全国39家单位获得2017年
度大型一级企业证书，其
中北京企业共19家，占全
国49%。

骨干企业优势凸显，产业综合实力不断攀升
•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大

型一级企业等各类榜单中，北京企业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北京

上海

广东

福建

浙江

其他

49%

8%
5%

8%

31%

信息系统
集成及服务
大型一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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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长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发展活力强劲释放
• 在2017年国内外各类高科技、高成长企业榜单中，北京企业表现亮眼，产业影响力不断扩大。

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

北京共9家企业入选，其中7
家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

7家
德勤
50强

全球
独角兽

“全球独角兽公司”榜单

北 京 共 有 27 家 入 选 C B
Insights“全球独角兽公
司”榜单

27家

最佳创
新50强

16家
中国最佳创新公司50强

北京20家企业上榜，其中16
家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

2017中国最具影响力软件
和信息服务企业

北京共有21家企业入选，
居首位，占比达42%。

21家

影响力
50强

大数据
50强

25家

金融科技
50强

23家

人工智能
创新50强

31家

全球
AI100

5家

全球最强AI创业公司榜单

北京有5家企业入选全球
“AI 100”榜单。

北京有25家企业入选，占
全国半数。

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公司50强

北京上榜企业数量居首位,
达23家，占全国46%。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50强

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

北京有31家大数据企业入
选，占全国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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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63.22%

朝阳区, 

12.94%

东城区, 

7.22%
西城区, 

9.19%

石景山区, 3.09%

丰台区, 1.61%

怀柔区, 0.32%

大兴区, 2.41%

营收

TOP100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海淀区 73.59% 75.08% 64.23% 63.37% 62.30% 62.28% 64.04% 61.81%

朝阳区 12.08% 10.47% 10.66% 10.54% 11.10% 11.91% 12.65% 15.36%

西城区 2.05% 2.32% 8.11% 8.85% 9.06% 8.29% 7.42% 6.75%

东城区 2.15% 1.51% 7.98% 8.55% 7.60% 6.96% 6.65% 5.40%

石景山区 2.72% 3.21% 2.74% 2.97% 3.94% 3.69% 3.29% 3.81%

丰台区 4.10% 3.89% 3.15% 2.96% 2.96% 2.92% 2.54% 2.76%

大兴区 1.91% 2.06% 1.84% 1.56% 1.53% 2.04% 1.85% 2.39%

昌平区 1.23% 1.23% 1.03% 0.97% 1.17% 1.25% 1.00% 0.89%

顺义区 0.10% 0.04% 0.03% 0.04% 0.05% 0.19% 0.17% 0.19%

怀柔区 - 0.02% 0.02% 0.03% 0.04% 0.13% 0.17% 0.26%

通州区 0.01% 0.04% 0.06% 0.06% 0.09% 0.17% 0.09% 0.10%

门头沟区 - - 0.004% 0.01% 0.04% 0.05% 0.046% 0.05%

密云区 0.01% - 0.002% 0.002% 0.03% 0.04% 0.03% 0.09%

房山区 0.03% 0.11% 0.10% 0.08% 0.06% 0.04% 0.03% 0.11%

平谷区 0.02% 0.005% 0.04% 0.02% 0.04% 0.07% 0.029% 0.03%

延庆区 - - 0.01% - - - - -

注：按企业所在地计算 占比上升 占比下降

产业布局不断优化，海淀、朝阳仍是全市行业发展核心区
• 海淀区持续成为全市软件创新创业孵化最为活跃的地区，2017年贡献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的61.81%；
• 在营业收入前100家企业中，有62家企业位于海淀区，其收入在前100家企业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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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系列文件的通知》正式印发，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10个高精尖产业成为北京市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构建高精尖经
济结构步入“快车道”。

“10+3”政策体系更加精准，产业发展路径明晰

10个

高精尖产业

3大
政策

《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

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京政发〔2017〕38号 )

《关于财政支持疏解非首都功

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意见》

（京政办发〔2017〕35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

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的

意见(试行)》(京政发〔2017〕39号)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科技创新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系列文件的通知》（京发〔2017〕27号）

人才

财政

土地

节能
环保

新一代
信息技术

软件和
信息服务

智能
装备

新能源
汽车

医药
健康

集成
电路

人工智能

科技服务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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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运
营
服
务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服
务

移
动
应
用
软
件

平
台
软
件

数
据
服
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高端领域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

智能

导航与
位置服务

信息
安全

工业
互联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基础
软件

电

信

广
播
电
视
传
输
服
务

卫
星
传
输
服
务

产业链布局加速内生外延，高端领域引领行业变革
• 北京软件产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生态系统，产业链布局加速内生外延，不断孵化和衍生新兴业态，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高端领域引领行业变革。

支撑
软件

应用
软件

工业
软件

嵌入式
软件

信息安
全产品

软件定
制服务

运行维
护服务

信息技术咨
询设计服务

信息系统集
成实施服务

集成电
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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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北京云计算产业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约870.61亿元，同比增长10.1%；
• 从运营商到传统企业、从互联网到新兴企业，组成了各具特色的云计算产业生态链；云计算基础技术研发取得突破；

云计算应用领域不断深入，政府、金融等行业已成为主要领域。

云计算产业生态系统逐步成熟

47.7
81.2

116.8
154.1

215

348.67

442.81

603.89 

870.61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70.2%

43.8%

31.9%
39.5%

62.2%

27.0%
23.0%

10.1%

增长率规模（亿元）
创业团队

业务转型

(IDC&CDN)

互联网公司

云计算厂商

技术创新 公司获北京高精尖基金投资，提供开源开
放自主可控的企业级云平台，并在国际开
源社区OpenStack最新版本的核心代码贡献
度排名中位居国内第一，全球前十。

易捷思达

运营商

应用领域 截至2017年底，市级政务云累计入云委办
局56家，入云业务系统272个，对外正式服
务的系统183个，全年完成7次扩容。

政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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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功耗芯片

电子元器件

面板显示

云存储设备 云服务器

集装箱数据中心 云端设备

云计算产业链图

硬件设备 基础软件

存储管理 服务架构 云安全管理开源社区

云操作系统 非结构化数据处理 虚拟化技术

平台与应用软件
数据中心及
运营服务

云集成服务

云集成

云解决方案

云平台开发

云外包集
成服务

聚合与终端平台 门户平台 游戏平台导航平台 运营平台 动漫平台 跨平台

嵌入式软件 工业软件 信息服务软件 通信软件 商业智能 行业应用软件

数据中心 网络运营

广电运营 云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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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大数据
产业规模达1311亿
元，同比增长33.1%。
企业单位数量超过
160家，形成一批拥
有大数据自主核心
技术产品的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
能源局等三部门联合公
告第一批49个国家绿色
数据中心名单，北京世
纪互联M6数据中心等6
个数据中心榜上有名。

2017年北京全年新增
完全开放数据361项，
更新完全开放数据82
项。完全开放了42家
单位提供的739项数
据集，累计数据记录
数170多万条。

大数据产业应用领域加速拓展

1311 亿

6 个

361 项

大数据产业生态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以PPP模式支持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建设，积极推动设
立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形成了以中关村数海大
数据交易平台为代表的联盟性质交易平台，以数据
堂、九次方等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综合数据交易服
务平台。

大数据产业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

形成一批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用范例，如
拓尔思的TRS政务公共服务平台、久其软件的“久其
大数据处理与分析平台”、东华的“基于互联网及
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化智能煎药中心解决方案”等。

大数据在“互联网＋”中广泛应用

大数据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催生了O2O、共享经济等数据驱动的新兴业态，如美
团、滴滴、摩拜、of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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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 地理信息 数据市场 企业数据 网络数据

数据采集 数据集成 数据库 数据存储 数据挖掘 数据安全 全技术支持

AI BI 可视化 广告监测 用户分析 日志分析

数据来源

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工具）

数
据
应
用

计算处理

通信 交通 金融 医疗 文娱 农业房地产工业4.0

大数据产业链图

其
他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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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产业集群

培育模式

双创基地

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良好的

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探索新兴产业培育模式，成立

北京前沿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

培育AI创新创业基地，打造

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园

形成人工智能
产业集群

成立多家专业
创新中心

培育人工智能
创新创业基地

涌现一批先发
优势企业

中关村集聚了300多家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核心的企业；500
余家拓展研究、创新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相关外围企业；百
余家人工智能相关科研院所。

创新工场牵头成立北京人工智能
基础研究创新中心；商汤科技牵
头成立北京智慧社会创新中心；
臻迪科技牵头成立北京人工智能
专利创新中心。

中关村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基地投入
运行，首创AI矩阵服务，微软小冰
互动体验中心、Intel机器人生态
互动体验中心等创新资源平台合作
入驻；京东首家无人超市入驻，携
手打造新零售模式。

以百度、小米、京东、寒武
纪等为代表的企业在无人驾
驶、智能家居、新零售、计
算芯片等领域呈现相对明显
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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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层

基
础
层

人工智能产业链图

AI+医疗 AI+家居 AI+驾驶 AI+零售 AI+城市 专利服务AI+教育 AI+金融 AI+交通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语义 机器学习 科研院所

算法

物联网硬件 视频相关 声音相关 手机 传感器

数据

互联网

计算芯片 服务器及存储器 AI软件 云服务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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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为国内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集聚区和创新应用示范区

和芯星通公司发布了国
内首款28nmGNSS最小芯
片—UFirebird火鸟；
四维图新、高德软件等
占国内前装车载导航地
图市场的90%以上。

北斗公共平台在线用
户数量已达到27.7万；
在中小微企业创新创
业服务方面，已服务
企业数量达到237家。

33500辆出租车、21000辆公
交车实现北斗定位全覆盖；
1500辆物流货车及20000名
配送员，使用北斗终端和手
环接入物流云平台，实现实
时调度。

正加速推进“一带一路”空
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工程。
合众思壮已建成以中国、美
国、欧洲及中东地区和亚太
地区在内的全球产品研发、
生产与营销架构。

率先利用北斗导航技术
实现共享单车精细化管
理，“共享自行车电子
围栏通州试点”成功，
已施划744个电子围栏。

应用推广

• 2017年北京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实现收入为228.87亿元，同比增
长15.9%；

• 北京聚集了全国一半以上从事北
斗研发、生产和服务的重点单位，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29.80 
43.90 

59.00 

83.80 

114.00 
133.40 

162.99 

198.72 

228.87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47.3%

34.4%

42.0%

36.0%

17.0%

22.2%

16.50% 15.9%

技术成果 平台服务 创新试点 海外拓展

增长率

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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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构件

卫
星
系
统

北斗系统 其他卫星系统广域增强系统

通信网络定位系统 地基增强和基准系统

地
面
定
位
系
统

终端设备 运营与服务

基础器件 基础软件 基础数据 定位平台 综合模拟测试平台/系统 行业应用平台

定位终端 导航终端 授时终端北斗通信终端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综合测试服务 导航位置服务 北斗定位通信

遥感
应用
RS

遥感数据采集 遥感数据处理

地理
信息
系统
GISGIS引擎 基础地图数据地图引擎

奇志通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链图

平台与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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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0 
65.00 

89.50 

137.00 

192.00 

302.34 

376.93 

456.84 
488.18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45.74%

37.69%

53.07%

40.15%

57.47%

24.67%

3.91%
9.1%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正式启
动建设，北京市将建设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的网络安全高端、
高新、高价值产业集聚中心。

信息安全产业高端化自主化发展

• 2017年北京信息安全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488.18亿元，同比增长9.1%；

• 北京在国家安全战略支撑、网络安
全研发、网络安全集聚、网络安全
领军人才培育和网络安全产业制度
创新等方面积极进行产业布局。

中关村软件园、丰台中国网安企
业聚集区、海淀玉泉慧谷科技园、
海淀硅谷亮城、昌平未来科技城，
及望京360企业聚集区。

初步形成安全操作系统、网络安全、
应用安全等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在
安全芯片、可信计算、密码产品、
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等基础
软硬件产品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绿盟科技、网神、启明星辰
获得首批国家信息安全服务
最高资质，成为承担国家级
信息安全服务的领头羊。

建设国家网络
安全产业园区

形成网络安全
产业六大聚集区

自主可控技术
体系加速形成

行业领军企业
领跑全国

增长率

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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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产业链图

安
全
产
品

安
全
服
务

安全管理

身份管理与访问控制 内容安全管理 终端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平台

防火墙 入侵检测和防御 安全网关 Web应用防火墙 数据防泄漏

安全防护

安全测评工具 安全基线管理 安全审计 其他产品安全合规

安全运维

专业运维 维保服务 新
兴
服
务

安全咨询

教育培训 安全研究

安全评估

渗透测试 等保测试 风险评估

安全集成

态势感知 监测预警 云安全 大数据安全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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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步入规模化扩张关键期
• 2017年北京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为96.76，全国排名第四；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70.6%；经营管理类软件ERP

的普及率为60.5%，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为36.0%；
• 成立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组建工业技术软件化（北京）创新中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

INDICS平台
平台对外开放APP
应用500余种，涵
盖多个工业领域

精智丨工业互联网平台
支撑超过1000个企业云服
务，支持百万级并发

HiaCloud平台
用于多领域的本地化智
能生产与智慧运营

ProudThink平台
与40多家厂商无缝数
据连接，形成20多项
解决方案

OneNET平台
孵化应用超过2万，
聚集开发者超过
4.4万，设备接入
连接数超过2100万

船舶工业智能运营平台
提供研发设计协同、供
应链协同、船舶智能运
营、产业链金融等服务

CPS平台
打通从生产到企
业运营的全流程 BIOP平台

面向工业各环节
场景提供智能化
工业应用及解决
方案服务

ProMACE平台
已在中国石化智能
工厂成功试点并取
得良好应用效果

SYSWARE平台
为工业技术融合化
建设、复杂工程产
品开发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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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企
业

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图

云
平
台

网络传输 边缘计算 网络安全 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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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652

603

411

124
121

50人（含）以下

50-100人（含）

100-200人（含）

200-500人（含）

500-1000人（含）

1000人以上

从业人员规模继续扩大，增速逐渐放缓
• 2017年，行业从业人员数量达77.5万人，同比下降0.2%，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3.3%；
• 规上企业的从业人员规模主要集中在50人以下，占比达38.8%，较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
• 百度、文思海辉、58同城和美团等6家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万人。

21.4

29.2 31.6

37.8
41.6

46.6

53.1

59.5
62.5

67.0
71.8

77.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单位：家

2017
38.8%

20.9%

19.3%

2006-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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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人物带动新兴领域创新发展
• 6人上榜《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科技创新青年，均是在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人脸识别、AI芯片研发等新兴

领域的技术创新者或企业家；
•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有3人入选第十三批国家千人计划，14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万人计划，31人入选2017年中关村

高聚工程。

03 人 才 智 力

千人计划（第13批）

张继勇 易云捷讯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赵 勇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吴士全 北京六维畅联科技有限公司

万人计划（第3批）

夏曙东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凌云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阚志刚 北京洋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邢山虎 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等

楼天成 北京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姚 颂 北京深鉴科技有限公司

徐 冰 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印 奇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戴文渊 第四范式（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宿 华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郭 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吴文炤 北京国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陈 刚 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高聚工程（2017）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中国科技创新青年

3

14

31

6
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 高聚工程 科技创新青年

等



细分领域
(万元/年)

12.6

行业平均工资保持平稳增长
• 2017年，行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3万元/年，同比增长7.8%，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平均工

资增速最快，同比增长18.8%；
• 行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16.9万元/年，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47倍，位居全市各行业第二位。其中私营单位和非

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2.4万元/年和18.3万元/年。

2011-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平均工资变化情况（单位：万元/年）

11.4 
12.8

13.5
14.7 

15.8 
17.0 

18.3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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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行业的投入趋于理性
• 2017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融资总规模为315.1亿美元，同比下降18.5%；
• 从结构来看，上市融资金额27.6亿美元, 并购金额38.4亿美元，融资金额203.5亿美元，战略投资金额45.6亿美元。

5.0 
17.7 14.3 

28.4 
48.0 

79.6 

43.0 

89.0 

212.8 

353.6 

386.8 

315.1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投融资总规模（单位：亿美元）

12.2%

64.6%

14.4%
8.8%

2017
投融资结构

融资

并购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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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软件上市企业数量163家，上市地点集中在深圳（占比42.9%）和美国（27%）、香港（16.6%）、上海（12.3%）；
• 2017年新上市企业10家，其中趣店、搜狗、简普科技、和信贷、寺库5家在美国上市。

软件企业在资本市场保持活跃

纽交所 15家
纳斯达克 29家

上交所 20家

深交所 1家
创业板 48家
中小板 21家

港交所 27家

新交所 2家

27%

12.3%

16.6%

42.9%

5 6

10
8

20

14

10

19

12 12
10

1992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历
年
上
市
数
量

2年以下, 20 2-5年, 36 5-8年, 35 8-10年, 27 10年以上, 45成立时间与上市时间间隔：

(

单
位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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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42.1 

1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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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一代
互联网应用 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游戏 互联网金融 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并购热点集中在新一代互联网应用等领域

• 2017年累计发生企业并购案例21起，并购融资
金额为251亿元，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教育、互
联网游戏、其他新一代互联网应用等领域；

• 从单起平均融资规模看，互联网教育、互联网
游戏、其他新一代互联网应用呈现较高水平；

• 百度、今日头条布局人工智能、短视频等领域，
分 别 收 购 xPerception 、 北 美 短 视 频
Musical.ly，成为新亮点。

交易金额
（亿元）

并购案例
（起）

共享经济

新一代互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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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资 A轮 B轮 C轮 D轮 E轮 F轮 其他

独角兽企业获资本市场青睐，融资额占总额的四分之三
• 2017年，行业累计发生融资案例358起，同比下降55.2%；融资总额达1329.7亿元，同比下降15.5%；
• 从融资轮次看，投资次数以A轮和B轮为主，融资次数分别为180次和77次；
• 从融资金额看，独角兽企业融资额达997亿元，占总额的四分之三；滴滴F轮融资额达357.5亿元；
• C轮及以上融资案例主要集中在海淀区和朝阳区，融资案例数分别为51起和29起，金额分别达860.1亿元和43.7亿元。

0.6%

7.2%

20.2%

8.8%

7.6%

8.9%

46.4%

0.3%

天使投资 A轮 B轮 C轮 D轮 E轮 F轮 其他

2016年

2017年

2016
1574亿

2017
1329.7亿

融资金额
(亿元)

融资案例数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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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领域成为战略投资热点
• 2017年共享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成为战略投资热点领域；
• 滴滴出行、商汤科技、摩拜单车、云知声等7家企业成为战略投资焦点，涉及总金额达275.1亿元，占比超九成。

领域 融资案例（起） 融资金额（亿元）

共享经济 2 266.5

电子商务 2 13.3

人工智能 6 8.7

物联网 1 4.6

智能健康 2 1.5

其它新一代互联网应用 5 1.1

信息安全 1 0.8

互联网金融 3 0.8

行业信息化 3 0.6

大数据 3 0.01

04 资 本 运 作



+11.7%

1823
次

出资次数

较2016年同比增长

出资企业

重复出资企业

出资金额

较2016年同比增长 较2016年同比增长

1044
家

285
家

较2016年同比增长

+4.8%

+16.4%

550.8
亿元

-31.3%

行业对外股权投资活动持续活跃
• 从股权登记变更来看，2017年行业对外出资次数为1823次，出资金额为550.8亿元；
• 重复出资的企业为285家，在出资企业中的占比达到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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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中部地区的资本辐射力度加大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对外出资金额 单位 ：亿元

134.3 514.4 802.3 550.8

北京西部
47.06亿元
35.6%

280次

东北
16.35亿元
-75.0%

62次

中部
48.83亿元
159.4%

171次

东部
438.57亿元
-35.8%

1310次

• 2017年，行业对全国股权投资总额为550.8亿元，三成流入行业自身，其中对京外投资341.98亿元，占比为62.1%；
• 近八成行业投资流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吸纳投资金额增长迅猛，同比增长达159.4%。

出资企业特征 具有投资行为的北京市软件企业

57.7%

5年内
成立企业

71.1%

注册资本
（100-5000万元）

51.4%

来自
海淀区

资金流入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4.2%

04 资 本 运 作



8.1 

12.4 

18.0 

25.2 

30.4 

35.7 

30.4 30.8 
31.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52.5%
45.0%

40.2%

20.7% 17.3%

-14.9%

1.6% 3.1%

增长率ITO（亿美元）

13.7%

16.7%

69.6%

信息技术外包
（ITO）

知识流程外包
（KPO）

2017

北京地区服务外包类别构成情况（亿美元）北京地区服务外包国别构成占比情况

38.7%

美国 瑞典 日本 爱尔兰 芬兰 德国 其他

18.6%

6.9%7.1%7.4%7.4%
8.4%

新加坡

5.6%

欧美市场为服务外包的主要发包方，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延伸

业务流程外包
（B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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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北京服务外包收入45.66亿美元，同比下降6.9%，欧美市场占市场总额达77.2%；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实现收入31.8
亿美元，同比增长3.1%，在服务外包占比较上年提升6.7个百分点；

• 博彦科技、软通动力等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合作等方式抢占供应链地位，布局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兴业务；
• 中软国际、瞬联科技、文思海辉、互联企信等企业入选2017年全球IT外包百强企业榜单。



4 项

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 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 基于大数据新一代移动出行平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行业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井喷式增长，全球科技影响力不断提升

1061.2%

3 年

• 2017年行业实际利用外商投资131.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1.2%，占全市比重达54.2%；

• 百度连续三年入选MIT“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代表中国

科技企业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势力之一；

• 在2017年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中，DuerOS对话式人工

智能系统、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于

大数据新一代移动出行平台等四项科技成果来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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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加大前沿技术储备
• 企业资本出海、技术出海并举，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
• 百度、滴滴、用友等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加快与国际前沿技术、顶尖人才接轨。

• 在新加坡成立联合实验室并推出系统优化工具

• 收购硅谷公司xPerception，布局人工智能

• 搜狐畅游与越南最大网游运营商VNG公司合作

• 在新加坡建立研发中心和区域中心

• 与欧非地区移动出行企业Taxify、中东北非地

区移动出行网络平台Careem达成战略合作

• 摩拜入驻新加坡、英国、意大利、德国

• ofo入驻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 收购网上服饰零售商Farfetch股权，

创建全国奢侈品网购首选平台

• 金山办公软件英文版于越南首发

• 与泰国最大的网游运营商Asiasoft展开合作

• 小米、360等企业对以色列展开
大规模投资

• 与HERE成立合资公司——北京图新瀚和

科技有限公司

• 与老挝天眼公司、老挝国家测绘局合作

的老挝导航电子地图正式上线

• 加快在孟加拉农业信息化领域的布局合作

• 加速推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工程
• 在亚太、美洲、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区逐步实现本地化服务

• 百度、滴滴在硅谷设
立研发机构

• 投资Zenlayer，实现全球化

的安全云业务

05 国 际 化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产业国际合作
• 我市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合作力度，在北斗导航、基础软件、网络游戏、社交软件、共享经济、跨境电商

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 小米、百度、360等企业通过证券投资等方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取相关技术和资本收益。

北斗
导航

网络
游戏

社交
软件

共享
经济

跨境
电商

应用
软件

北斗导航：稳步推进北斗系统

“走出去”，促进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服务全球。该系统逐步走进
阿拉伯国家联盟、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应用软件：亚信等电信服务商抢

占印度、欧洲市场，用友、金山
等服务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市场，
打响国家自主品牌。

网络游戏：东南亚成为中国网游

的输出重地。金山、搜狐畅游、
昆仑万维、智明星通等公司布局
东南亚游戏市场。

社交软件：网络社交平台加速国

际化布局。其中，百度向越南推
出“百度贴吧”；茄子快传在印
度用户超2.5亿，并稳居印度尼
西亚工具榜第一。

共享经济：新兴企业纷纷走出国

门，滴滴通过投资加快全球化布
局，共享单车企业拓展海外业务，
正成为海内外沟通的桥梁。

跨境电商：京东等电商企业积极

探索适合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的新
业务模式，布局远东地区跨境电
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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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为全国软件技术创新主阵地
• 2017年北京软件著作权登记量为125015件，同比增长49.7%，占全国16.8%，位居前三甲（广东、北京、上海）；
• 2017年行业专利申请量为14546件，其中发明专利12232件；行业专利授权量为6558件，其中发明专利4244件；
• 截止2017年，行业有效发明专利数34326件，每家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10.1件，万人有效专利数451.3件；
• 天融信、数字认证等8家北京软件领域企业参与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2232

888 1426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专利

2017年 2016年

专利申请量

4244

888

1426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专利

8097 8666
18156 22055 24905

30036
39125

41721 48650

64532
82490

12501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09.5%

27.8%

49.7%

软件著作权登记量（件） 增长率 单位：件

14138

839
2522

3787

839

2522

专利授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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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2
318.5

386.0 

436.9
531.4

686.5

872.6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科研活动经费（单位：亿元）

• 北京软件企业共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8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79家，主要分布在海淀区；
• 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突破，已设立4个创新中心；新增823家企业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 2017年北京软件企业内部科研活动经费投入为872.6亿元，同比增长27.1%；研发投入强度为10.8%；
• 2017年行业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为748.5亿元，同比增长10.2%。

技术创新载体和科研活动经费成为产业创新“双保障”

国家级：1家 市级：9家

市级：15家

市级：7家

市级：1家

市级：7家
市级：12家

国家级：7家 市级：119家

市级：9家

注：研发投入强度为内部科研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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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0 

4.6 

6.2 6.3 

7.9 

10.4 
11.0 

8.6 

改革开放40年来企业入市速度明显加快
• 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掀起了数轮创业潮，尤其商事制度改革后行业创业热情持续高涨；
• 2017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达3155家，日均新增企业8.6家。

891
1096

1681

2270 2303

2867

3794

4022 

3155

1978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新增企业数量（家）

日均新增数量（家）

1978-2017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业图谱

06 双 创 效 应



初创企业向“高能级”发展
• 2017年新增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量为647.2亿元，同比增长1.5%；户均注册资本为2051.2万元，同比增长29.4%；
• 注册资本5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459家，较2016年的占比提高0.8个百分点。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276.2
1518.3 1585.0

2051.2户
均
注
册
资
本

（万元）

5000万元及以上 2000-5000万元 500-2000万元

50-500万元 小于50万元

2016年

2017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365.9 576.0 637.5 647.2

注册资本
(亿元)

新增企业

注册资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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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引领京津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
• 2014-2017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493家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1496家，其中2017年376家；
• 2017年天津武清区、静海区和滨海新区，河北石家庄、秦皇岛、唐山等地成为北京设立分支机构集中地；
• 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成为分支机构的首选行业。

27%

73%

天津

河北

399家

分公司142家
子公司257家

1097家

分公司924家
子公司173家

28 46 41 27

36
64 80

77

140

318
254

21222

34

57

6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津分公司 津子公司 冀分公司 冀子公司

2014-2017年北京软件信息服务业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情况（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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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对津冀产业资本辐射力度持续加大
• 2017年，行业对津冀两地出资额为94.7亿元，是2016年的4.4倍，占对京外投资的27.7%，较2016年提高22.7个百分点；
• 其中对津冀两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出资总额为28.6亿元，占比为30.1%。

514,585 

27,781 

26,871 

10,000 

8,490 

14,042 

L

M

I

E

G

其

他
E 建筑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天津
34.5，36%河北

60.2，64%

单位：万元

12,750 

14,564 

15,800 

34,300 

51,362 

216,150 

其

他

I

J

F

L

M

J 金融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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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三地技术协同创新持续走向深化
• 在联合创新主体上，2011-2017年北京软件企业参与三地联合创新的企业主体数量达1619家；
• 在联合专利创新成果上，2011-2017年北京软件企业三地联合专利创新总量为1002件，其中申请量为522件，授权量为480件；
• 在联合软著创新成果上， 2011-2017年京津冀三地联合软件著作权登记量为285件，其中2017年为81件，同比增长37.3%。

0707 产 业 协 同

522 件

京津冀三地联合创新成果北京代表企业

中油瑞飞
180件

超闪
软件

侏罗纪
软件

285 件480 件

联合专利
申请量

联合专利
授权量

联合软著
登记量

联合创新成果

联合创新主体

联合专利申请 联合专利授权

中油瑞飞
31件

中油瑞飞
20件

国网信通
22件

筑业
软件

神州
泰岳

中电
飞华

小米移动
6件

国电通
12件

大恒
图像

新奥泛能
3件

中电
飞华

华普
创智

国电通
4件

小米
移动

联合软著登记

天融信
4件

三地曼
4件

千代福
4件

理正软件
4件

苍穹
数码

144 141

232
260

207

359

276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单位：家）



• 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京津冀北斗一体化、京津冀工业云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政府引导，北京创新研发、津
冀创新产业和应用的协同格局加速形成；企业以战略合作为先导加快推进项目布局。

京津冀产业协同向纵深推进

京津冀

政

府

协

同

• 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应用感知体验中心、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处
理中心建成启用，环京大数据基础设施支撑带初具规模；

• 京津冀北斗一体化协同发展，发布《京津冀协同推进北斗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年）》；召开“京津冀协同推
进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工作研讨会”；

• 三地统一采购“京津冀工业云”服务达1530万元，推动629家企业上
云，节约成本达1.4亿元。

产

业

协

同

产

业

协

同

• 天津：百度设立百度（滨海）创新中心，奇虎360累计设立40余家企
业，软通动力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 河北：京东布局智能物流、结算、云计算和大数据四大中心；阿里云
张北数据中心一号、二号园区正式启用；易华录、神州数码全面推进
智慧城市等建设；腾讯、百度、京东、奇虎360、东华软件等积极参
与雄安新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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