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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各行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基础核心软件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在工程建造领
域，ＢＩＭ建模软件是实现智能建造的重要支撑。但是，当前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面临严重的“卡
脖子”风险。为促进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本研究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研发经营和核心技术四个维度识别出
２８个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形式开展因素影响程度的评定调查，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
影响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本研究通过与行业专家的多轮深度访谈，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解
读，为发展我国自主可控的ＢＩＭ建模软件提供路径规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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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ＢＩＭ技术作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受到全球建筑业的广泛关注。２０２０年，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１３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智
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将积

极应用自主可控的 ＢＩＭ技术确立为提升我国建筑
业信息化水平的重点任务［１］。ＢＩＭ技术的应用离
不开各类 ＢＩＭ软件［２］。其中，ＢＩＭ建模软件（例如
ＡｕｔｏｄｅｓｋＲｅｖｉｔ、ＰＫＰＭＢＩＭ等）用于创建工程建造项
目的数字化信息模型，为完成后续一系列基于 ＢＩＭ
技术的工程分析与管理任务提供信息基础。在工

程建造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各参与方基于 ＢＩＭ模型
形成的统一信息平台进行有效地沟通，强化上下游

协同工作［３］。

当前，我国建筑业使用的 ＢＩＭ建模软件既有国
产软件也有国外软件。但是，相较于国外软件，国

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存在整体实力较弱、核心技术缺失

等诸多问题，市场份额被国外软件占据，这直接导

致我国建筑业面临技术“卡脖子”的风险。考虑到

工程建造项目全生命周期蕴含着大量数据，长期依

赖国外ＢＩＭ软件使得关键数据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面向国家总体发展要求以及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我国对高水平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的需求越来越
迫切。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厘清影响国产 ＢＩＭ建模
软件发展的各类因素以及因素间的系统性构成，从

而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助力国产 ＢＩＭ软件的
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应用企业角度研究了

ＢＩＭ软件的发展，如 ＪｏｎｇｓｕｎｇＷｏｎ和 ＧｈａｎｇＬｅｅ［４］

认为“对需求的满足度”、“协同性”、“易用性”是软

件改进的重点；ＬｏｎｎｙＳｉｍｏｎｉａｎ和 ＴｈｏｍａｓＫｏｒ
ｍａｎ［５］指出“工程数据安全及信息权限”应当被重点
关注；黄亚江［６］则着重考虑“软件费用”、“过程服

务”以及“软件适用性”。这些研究为ＢＩＭ建模软件
研发提供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大多仅从单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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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论述，结论相对较为片面。另外，我国学者针

对软件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论述，如江勇［７］

认为“核心技术”、“产业链合作”、”政府引导”等对

软件发展有重大影响；倪光南［８］指出“市场、软件协

同、人才和投资”是软件发展中的关注重点。但该

类研究并非针对 ＢＩＭ建模软件，且多为定性研究，
也缺乏因素间的评级与层次关系。综上，当前缺乏

系统论述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表２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影响因素

因素 主要来源文献 因素 主要来源文献

法律规定ｘ１ ［７，１６，２１，２２，２８］ 企业盈利能力ｘ１５ ［１１，１３，２２，］

标准规范ｘ２ ［７，１３，１８～２１，２８］ 研发设备配置ｘ１６ ［１０，１３，２２］

政策支持ｘ３ ［１３１５］ 骨干企业ｘ１７ ［９～１１，１３，２９］

软件相关规定ｘ４ ［１０，１１，１３］ 开发操作系统ｘ１８ ［１８，２３］

同类产品竞争ｘ５ ［１４，１５，２９］ 开发环境ｘ１９ ［１８，２３］

盗版情况ｘ６ ［１３１６］ 版本更新维护ｘ２０ ［１１，１２，１６，２４～２６，２８］

市场需求ｘ７ ［８，１０，１４，２６，２９］ 软件协同ｘ２１ ［８，９，１１，１２，１７～２１，２４，２８］

资金配置ｘ８ ［８，１４，１５，２７］ 数据库ｘ２２ ［７，９，１３，１５，１７］

人才配置ｘ９ ［７～９，１３～１５，１７，２３，２７］ 图形引擎ｘ２３ ［７，９，１３，１５，１７，１８，２０，２９］

产学研合作程度ｘ１０ ［７，１０，１１，１５，１７］ 软件代码量ｘ２４ ［１９，２０，２３，２５］

资金投入风险ｘ１１ ［８，１４］ 应用效益ｘ２５ ［１８，２２，２５～２７］

产品转化周期风险ｘ１２ ［９，１０，２２］ 性能优越性ｘ２６ ［１２，１６，１８，２４～２６］

人员变动风险ｘ１３ ［７，９，１１，２７］ 稳定性Ｘ２７ ［１２，１６，１９，２４，２７］

研发技术风险ｘ１４ ［１１，２２］ 功能丰富性ｘ２８ ［１２，１６，２２，２５，２６，２８］

本文立足于现有软件产业研究的相关成果，以

系统论的观点将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的发展看作各
种影响因素下的复杂结果，旨在通过文献分析、专

家论证识别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进
而开展问卷调研，基于主成分分析提取关键因素，

最终结合专家访谈解读关键因素，为国产 ＢＩＭ建模
软件发展路径规划提供方向。

１　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识别

基于中国知网、Ｓｃｏｐｕｓ等数据库，本研究通过检
索“软件发展”、“软件国产化”、“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等关键词，筛选出２３篇高相关度的学术论文，
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研发经营和核心技术４个维
度初步归纳出影响软件发展的潜在因素。为了进

一步识别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明
确因素所指代的含义，本研究在文献检索的基础

上，充分结合７位专家的意见（专家信息如表１），对
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论证、修订与完善，根据少数

服从多数原则，确定了２８个影响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

件发展的因素（见表２）。

表１　论证专家基本信息

单位 职位

专家１ 施工单位 副总工程师

专家２ 软件研发单位 ＢＩＭ产品经理

专家３ 施工单位 技术总监

专家４ 设计单位 信息总监

专家５ 软件研发单位 ＢＩＭ市场经理

专家６ 软件研发单位 ＢＩＭ技术总监

专家７ 高等院校 教授

２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关键因素识别

２１　模型介绍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旨在利用降维思想，把多个无序、分散的指标
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性的指标，以较少的指标反映

原数据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的信息互不重叠［３０］。

该方法广泛应用于多变量分析场景，能在保证初始

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所含信息完整性
的前提下，简化影响因素体系，更有利于揭示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的特征和内在规律，因
此适用于本研究的分析工作。

主成分分析的计算步骤如下：

（１）每个数据减去均值后除以标准差，得到标
准化后的序列；

（２）在标准化处理变量数据的基础上，计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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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选择主成分，计算主成分荷载，进行综合分

析。主成分荷载计算公式为

ｌｉ 槡＝μｉ（ｉ＝１，２，…，ｎ） （５）
２２　问卷设计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邀请具有丰富

ＢＩＭ建模软件研发和使用经验的行业专家，就２８个
因素对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影响程度进行评
定，评分采用从０（无影响）至４（影响重大）的五分
制。问卷调研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开始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结束，通过腾讯问卷平台共收回来自全国２９个省份
８１家单位的２４９份数据。然后，通过三个原则剔除
问题问卷：１．答题时间短于１００ｓ（平均用时的１／２）；
２．答题结果不完整；３．答题结果呈现强规律性。同
时，考虑到人员知识和经验对因素评定的影响，本

研究只筛选出工作经验在５年以上的人员问卷用作
分析。最终筛选出１５０份问卷进行下一步分析，这
些问卷对应受访人员的具体工作年限分布见表３。

表３　问卷受访人员工作年限情况

５～１２年 １３～２０年 ２０年以上
１０２人 ４０人 ８人

２３　数据显著性分析
根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本研究进行数据信

度和效度的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方法判定，若ＫＭＯ统计量大于０７
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ｐ＜００５，则表
明样本数据效度良好，适用于主成分分析［３１］。本研

究数据效度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ＫＭＯ统计量
为０８７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中显著性为００００，该结果说
明采集到的问卷数据适合主成分分析的降维处理。

表４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ＫＭＯ取样适切性量数 ０８７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２１５２７６８

自由度 ３７８

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２４　主成分分析与建模
利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分析各因素间的相关程度，

输出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

率，进而提取主成分，结果如表５所示。前６个主成
分解释的总方差达到７１５９９％（多因素前提下，方
差累计贡献率达到７０％～８０％，则认为提取合理），
保留了原有因素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以用这６个
主成分代替原有的２８个影响因素进行后续研究。

表５　主成分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计方差贡献

率（％）

Ｆ１ １１０２０４ ３６４４１ ３６４４１

Ｆ２ ２４５１ １４６１２ ５１０５３

Ｆ３ １６４０ ７２９１ ５８３４４

Ｆ４ １５７７ ６８５７ ６５２０１

Ｆ５ １３０５ ３３４４ ６８５４５

Ｆ６ １０８０ ３０５４ ７１５９９

对因子荷载进行旋转可以使提取出的主成分

更具代表性、界定更加清晰［３２］。本研究采用最大方

差法，经旋转６次迭代后因子收敛，具体因子荷载如
表６所示。

从荷载情况得出，ｘ８～ｘ１５在第一主成分上荷载
较高，且多针对企业研发经营合作方面，因此将第

一主成分定义为 Ｆ１研发经营；ｘ１～ｘ４可归列到第
二主成分Ｆ２政策环境；第三主成分上 ｘ２１～ｘ２４多涉
及软件底层核心，因此将第三主成分定义为Ｆ３基础
核心；ｘ５～ｘ７、ｘ１６可归列到第四主成分 Ｆ４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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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第五主成分上ｘ１８～ｘ２０多涉及软件研发工具，因
此将第五主成分定义为 Ｆ５研发工具；ｘ２５～ｘ２８、ｘ１７
可归列到第六主成分 Ｆ６软件表现。具体结果见
表７。

表６　旋转成分矩阵

因素
主成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ｘ８ ０７８３ ０１８８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８

ｘ９ ０７４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５３ ０３０５ ０１５７ ００４１

ｘ１０ ０７４１ ０２７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１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８

ｘ１１ ０７０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９

ｘ１２ ０６７０ ０１３８ ０３０２ ０１９０ ０２３２ －０１０６

ｘ１３ ０５７０ ０２６０ ０１９７ ０２９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６

ｘ１４ ０４８９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２ ０４２０ ０３７４ ００４３

ｘ１５ ０４８５ ０１６２ ０４２０ ０２７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４

ｘ１ ０２０４ ０８５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ｘ２ ０２６３ ０８０２ ０２５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４

ｘ３ ０２７４ ０７５７ ０１３７ ０２８８ ０１８３ ００５９

ｘ４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７ ０３３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０

ｘ２１ ０３１５ ０１８８ ０６２８ ０１３９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０

ｘ２２ ０２４６ ０３３９ ０６６２ ０１０３ ０２９９ －００７０

ｘ２３ ０３５０ ０２６９ ０６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２１９ －００８８

ｘ２４ ０１３４ ０３４３ ０４５８ ０２９８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０

ｘ５ ００９３ ０３０９ ０３２９ ０７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

ｘ６ ０２３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１ ０６８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３

ｘ７ ０４１１ ０１８９ －００３９ ０６４５ ０２９９ －００４４

ｘ１６ ０３８９ ０１３８ ０４２２ ０５５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１

ｘ１８ ０２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７ ０８３４ －００５８

ｘ１９ ０３５３ ００６９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５ ０７４６ －０１２９

ｘ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３０２ ０４０８ ０３８５ ０４９６ －００３５

ｘ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０ ０７１８

ｘ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２２０ ０７０８

ｘ２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６７９

ｘ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１５６ －０２８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０ ０６４０

ｘ１７ －０１０３ －０２３８ ０３６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９０ ０６３７

表７　主成分因素组成

主成分 影响因素 主成分命名

Ｆ１
ｘ８、ｘ９、ｘ１０、ｘ１１
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４、ｘ１５

研发经营

Ｆ２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政策环境

Ｆ３ ｘ２１、ｘ２２、ｘ２３、ｘ２４ 基础核心

Ｆ４ ｘ５、ｘ６、ｘ７、ｘ１６ 市场环境

Ｆ５ ｘ１８、ｘ１９、ｘ２０ 研发工具

Ｆ６ ｘ１７、ｘ２５、ｘ２６、ｘ２７ｘ２８ 软件表现

２５　确定各因素权重
２５１　因素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根据公式（５）利用表５和表６中的数据，得到
各因素在６个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ｌｋｉ（ｋ＝１，２，
…，６；ｉ＝１，２，…，２８）并建立各主成分线性组合公
式，如Ｆ１＝ｌ

１
１ｘ１＋ｌ

１
２ｘ２＋…＋ｌ

１
２８ｘ２８。

２５２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方差贡献率可以看成是不同主成分的权重，由

于原有因素体系可以由主成分Ｆ１～Ｆ６代替，因此影
响因素模型可以看成是以这６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为权重，对因素在这６个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做加权平均，得到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
综合模型：

Ｆ＝
λ１

λ１＋λ２＋…＋λ６
Ｆ１＋

λ２
λ１＋λ２＋…＋λ６

Ｆ２…

＋
λ６

λ１＋λ２＋…＋λ６
Ｆ６

２５３　因素权重的归一化
由于所有因素的权重之和应为１，因此因素权

重需要在综合模型中因素系数的基础上进行归一

化处理，最终各因素权重排名如表８所示。

表８　因素权重排名

排名 因素 权重 排名 因素 权重

１ ｘ９ ００４８ １５ ｘ４ ００３８

２ ｘ１０ ００４７ １６ ｘ２１ ００３６

３ ｘ１１ ００４６ １７ ｘ１９ ００３６

４ ｘ８ ００４５ １８ ｘ１３ ００３６

５ ｘ３ ００４５ １９ ｘ１６ ００３４

６ ｘ１２ ００４４ ２０ ｘ１５ ００３１

７ ｘ１ ００４４ ２１ ｘ２６ ００３１

８ ｘ５ ００４３ ２２ ｘ２８ ００３１

９ ｘ２ ００４１ ２３ ｘ２５ ００２８

１０ ｘ７ ００４１ ２４ ｘ２７ ００２６

１１ ｘ１４ ００４１ ２５ ｘ１８ ００２３

１２ ｘ６ ００４０ ２６ ｘ２０ ００１８

１３ ｘ２２ ００３９ ２７ ｘ１７ ００１７

１４ ｘ２３ ００３８ ２８ ｘ２４ ００１４

２６　关键因素提取
对比表８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影响因素权

重排名和表６主成分旋转后的因素荷载，可以看出
两种数据分析结果在整体上保持结论的一致性。

本研究根据各因素的权重排名情况，剔除权重小于

００３的６个因素，进而在剩余２２个因素基础上，根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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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６中的荷载大小筛选关键因素及主成分重新分
类、命名。考虑到 ＢＩＭ建模软件的工程属性，本研
究结合３位专家意见剔除Ｆ５（研发工具）等 ＩＴ软件
共有的影响因素，筛选出影响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
展的１４个关键因素。根据因素释义及内涵，可分为
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研发经营及核心技术四个维

度，与因素初步识别的维度保持一致。

如表 ９所示，研发经营的方差贡献率达到
３６４４１％，表明此类因素对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
的影响最大。政策环境以１４６１２％位居第二，第三
位的核心技术包含基础核心与软件表现两方面，方

差贡献率达到１０３４５％，而市场环境则以６８５７％
的贡献率位列第四。

表９　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维度 方差贡献率（％） 因素 荷载值

研发经营 ３６４４１ 资金配置Ｘ８ ０７８３

人才配置Ｘ９ ０７４３

产学研合作程度Ｘ１０ ０７４１

政策环境 １４６１２ 法律规定Ｘ１ ０８５２

标准规范Ｘ２ ０８０２

政策支持Ｘ３ ０７５７

核心技术 １０３４５ 数据库Ｘ２２ ０６６２

图形引擎Ｘ２３ ０６０８

软件协同Ｘ２１ ０６２８

性能优越性Ｘ２６ ０７０８

功能丰富性Ｘ２８ ０６９７

市场环境 ６８５７ 同类产品竞争Ｘ５ ０７５０

盗版情况Ｘ６ ０６８４

市场需求Ｘ７ ０６４５

３　结果讨论

在识别出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关键影响
因素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与至少具有 １０年 ＢＩＭ
建模软件研发与应用经验的２３位行业专家分别进
行４５～６０分钟的多轮深度访谈，对关键影响因素进
行进一步解读。

３１　研发经营维度
资金配置和人才配置对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发

展的影响较为突出。中小型软件企业承受更大的

资金压力，亟需启动资金开辟市场、支持软件商业

化以及后续研发工作。而大型软件企业具备更丰

富的融资渠道、更充实的资源储备，在资金配置方

面的顾虑较小，且大型软件企业更容易承担软件技

术攻坚任务，因此其更关注人才的层次、规模及结

构。此外，ＢＩＭ建模软件的研发需求和实际复杂应
用场景紧密结合，再加上当前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亟
需解决的核心技术缺失的重大技术难题，使得产学

研合作在ＢＩＭ软件发展中的角色越发重要。

３２　政策环境维度
法律规定成为政策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这表

明诸如软件许可、企业认证、知识产权等法规是国

产ＢＩＭ建模软件发展的重要基础。随后是相关扶
持政策，例如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投融资政策等，鼓

励研发生产要素投入，加大对软件研发、应用、服务

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标准规范是 ＢＩＭ建模软件
发展所面对的又一关键问题，包括 ＢＩＭ建模软件研
发标准、应用体系标准及交付标准等。这些标准是

工程知识、技术应用模式等综合而成的结晶。在受

访专家中，有１１位表示，当前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标
准缺失，导致软件研发缺少基础数据标准、应用与

交付缺少标准流程模式，软件研发与推广难度不断

增大。因此，亟需通过各种举措加快软件技术框

架、应用模式等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行业深度

研究。

３３　核心技术维度
核心技术维度包含软件基础核心和软件表现

两方面。其中，基础核心作为第三主成分，方差贡

献率为７２９１％，超过软件表现的３０５４％。因此，
基础核心相关因素的荷载值虽然低于软件表现相

关因素，但数据库、图形引擎等基础性共性技术仍

旧是核心技术维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换句话说，

只有在底层基础数据模型、核心引擎等方面实现自

主可控，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在全
产业链上的竞争力。另外，在专业设计等应用场景

下需要使用多个软件才能完整地解决问题，要求软

件间形成畅通的数据交换机制，对 ＢＩＭ建模软件的
数据集成与交换能力、可拓展性等，即软件协同方

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软件表现方面，复杂模型的

处理能力等性能表现和功能丰富性的重要性突出。

相对于功能丰富性，用户更看重 ＢＩＭ建模软件的性
能优越性。同时，有６位受访专家表示，用户希望
ＢＩＭ建模软件能够丰富与其工作场景有高关联度的
针对性功能。例如，结构设计领域的用户希望软件

针对结构设计拓展功能丰富性，实现专业场景下深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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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功能、计算精度等的提升。

３４　市场环境维度
同类产品竞争成为市场环境维度中的关键因

素，这表明随着当前市场份额被国外 ＢＩＭ建模软件
占据，用户习惯、工程数据依存等问题使用户难以

对其使用的软件进行大规模替换，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
件的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后发劣势。同时，盗版软件

恶化了竞争环境，影响相关软件研发企业的利润保

障。此外，有９位受访专家表示市场需求是 ＢＩＭ建
模软件研发的导向。软件企业需通过积极布局深

度市场调研，以应用为牵引，打造符合市场需求、面

向未来的高水平ＢＩＭ建模软件。

４　结语

本研究较为完整地识别出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
发展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的降维与权重分析，系

统论证了关键因素，即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研发经

营及核心技术４个维度的１４个因素，并通过专家访
谈进行了关键因素解读。研究结果为发展我国自

主可控的ＢＩＭ建模软件提供了路径规划方向。
基于分析结果，本研究针对国产 ＢＩＭ建模软件

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１）制定科学的研发部署，规划合理的资源配
置，确保能够进行可持续的研发活动；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改善人才层次结构，健全人才激励措施，打

造国产ＢＩＭ建模软件产业人才队伍。
（２）做好顶层设计，加大资源投入与政策支持

力度；建立公平竞争的商业市场体系，健全有序规

范的法律标准，并加强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３）加快ＢＩＭ建模软件接口、协议、数据等重点
标准体系建设与应用；积极布局图形引擎等核心技

术攻坚，提升软件性能，丰富软件功能，加强不同软

件间的协同。

（４）推动产学研用合作深度，建立软件合作生
态。以企业为主导，邀请高校科研院所等积极参

与；以需求驱动技术落地，发挥工程应用牵引的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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