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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沈阳东北大厦的会
议室里，展开了一场关于辽宁软
件产业发展状况的激烈讨论。
参会的有参与过辽宁软件产业
政策制定的人，也有关心辽宁软
件产业发展的人。

唇枪舌剑后，大家得出了两
个结论：第一，辽宁是全国软件
业发展伊始的领军者；第二，辽
宁软件产业没有抓住移动互联
网发展的机遇期。

随后，记者带着以上两个
结 论 ，采 访 了 辽 宁 软 件 行 业

“ 头 部 企 业 ”的 管 理 者 ，东 软
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和大连华
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军。他们却给出了
截 然 不 同 的 结 论 ：辽 宁 曾 是
领 军 者 ，但 并 没 有 错 过 机 遇
期 。 因 为 辽 宁 软 件 产 业 的

“ 赛 道 ”一 直 在“B 端 ”，简 而
言之就是服务于企业用户。

观点迥异的“隔空对话”，并
不理想的产业现状，恰好出现在

产业发展 20 周年的历史节点
上，像是对辽宁软件业的一次

“灵魂拷问”。
今昔对比鲜明。
曾经，这里是全国软件业前

沿，创造出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史
上的多次领先，为全国培育出了
大量的软件人才，这里连续9年
居全国软件外包收入首位。

如今，南京、杭州等起步晚
于沈阳、大连的兄弟城市纷纷后
来居上，成为中国软件名城，而

“老大哥”却似乎进入了“缓步
期”。

质疑声随之而来，辽宁还是
不是软件产业扎根的沃土？辽
宁软件业应何去何从？

事实是对质疑最好的回应。
秋日里，沈阳国际软件园

内，十几家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
居首位的企业集聚一处，用业绩
争奇斗艳，仿佛在诉说，辽宁依
然是一个适合发展软件产业的
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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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敢说，辽宁曾是中国软件
产业发展的前沿？

辽宁是全国率先制定并印发省级
软件产业政策的省份。

“当时，辽宁是在举全省之力发
展软件产业。”不少辽宁软件产业初
创者在回忆起 2000 年参与制定《关
于印发辽宁省加速发展软件产业实
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时感慨：“2000年，是中国软件产
业发展的关键之年，因为那年国务院
出台了一个文件，也被俗称为‘18 号
文’。这个文件正式把软件定义为一
个产业，并且要大力培育发展它。辽
宁作为工业重镇，迅速地捕捉到了这
一机遇，也确实具备条件，成了全国
第一批政策落地的省份，在全国率先
出台了省级软件产业政策。《实施意

见》一经发出，上海、广东等地纷纷来
辽宁交流学习。”

辽宁软件业，起步即与世界一流
企业并肩。

从发展伊始，辽宁软件业就以国
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体制和技术
双创新为动力。

“当时国内的软件基本是不花钱
的，市场不太规范，大家都在用盗版，
拷贝一下就行了。国内的企业信息化
水平也比较低，市场比较小。因此，面
向国际，是为活下来进行的选择。那
会儿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国际市场
的盈利，养国内市场的研发。”东软集
团董事长刘积仁在回忆企业初创期
时，充满感慨。

国际化站位不仅打开了辽宁软件
业的市场，同时也为产业奠定了较高

的起点，为日后辽宁与日本、韩国等展
开紧密合作培育了先机。

在全国率先通过资金杠杆撬动软
件产业发展。

早在 2000 年，辽宁就设立了省
级软件发展种子资金，该项资金主
要用于对沈阳、大连软件园区内新
创办企业的资助。同时，在《实施方
案》中还明确，省、市政府设立的科
技企业贷款担保资金中 1/3 额度将
用于软件企业，并在全国率先启动

“动漫产业发展基金”、评选“十大优
秀软件产品”等。

当时，对处于星火状态的软件产业
而言，一切都是新的，企业认定、退税方
式等方面的政策还都处于空白状态。

怎么办？
没有制度就创新制度，辽宁愿意

“蹚蹚路”。
继 2000 年 8 月《实 施 意 见》出

台 后 ，2001 年 2 月 ，我 省 6 个 部 门
联 合 成 立 了 辽 宁 省 软 件 企 业 认 定
办公室，制定了《辽宁省软件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开展
软 件 企 业 认 定 和 软 件 产 品 登 记 工
作，落实退税政策，并在全国开创
了 嵌 入 式 软 件 退 税 的 先 河 。 辽 宁
软 件 协 会 在 全 国 率 先 开 展“ 双 软
认 定 ”，引 入 了 CMMI 等 国 际 先 进
认 证 标 准 。 20 年 来 ，辽 宁 已 累 计
认 定 软 件 企 业 3000 家 ，登 记 软 件
产品 1.2 万个。

阳光雨露充足，企业森林繁茂。
东软成为全国首家上市软件企业，东
软、华信、文思海辉——全国软件外
包行业前三甲均位于辽宁。

全国的前沿？ 国际化站位奠定了高起点

曾全国领跑，现步伐趋缓，辽宁软件路在哪里——

立足优势 锚定方向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文并摄

关注辽宁软件产业 (上)

软件，一个日新月异的产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消
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深圳、杭州、
南京等城市的名字冲进了软件产
业的前列，沈阳、大连等辽宁城市
似乎进入了发展的“缓步期”。于
是，不少人认为，那是因为辽宁错
过了消费互联网这个“C端”。

是错过了，还是根本就不适合呢？
刘军认为，不论是企业还是地

区，都必须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辽宁的产业性格，注定不会走电子
商务这条路。其实，就算再给辽宁
一次机会，仍然会是同样的结果。
所以这不是能否抓住“C 端”的问
题，而是辽宁是否适合的问题。

辽宁是老工业基地，辽宁人才
多出身于这个领域，这就是发展的优
势和本钱。软件必须与硬件相结合，
辽宁最需要赋能的是工业，发展了这
么多年，很多工业元素已经融进了辽
宁人的血脉，形成了独特的产业性
格。那么，我们就开拓‘B端’业务，
提供产业服务不是很好吗？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这部分工
作需要的时间更长，需要更加坚持和
更多的产业积淀，因此辽宁在这方面
的优势也就越来越不易被替代。

30岁，对于软件企业来说，算
是“长寿”了。30年，没被打死，也
没有转行，东软的秘诀是坚持。

刘积仁表示，在软件这个领
域，企业生存是很不容易的，要生
存这么久还要发展，更是难上加
难。东软始终是一个长期主义
者，我们坚持做软件服务，做“B
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我们

也曾面对各种诱惑，但是我们不
投机，始终坚守自己的方向，所有
的投入都和未来的需求有一个好
的结合。

忆往昔，刘积仁笑着说：“那个
时候，消费互联网真的很火，总是有
人劝我去做，自己也有些眼热，但是
冷静下来想一想，我没有自信在还
没有做好一个熟悉的领域时再一
次做出其他新的选择。选择不是
一种思想，而是能力与资源的准
备。如果我们那时选择了‘C 端’
业务，东软可能早就成为泡沫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大的互联网企
业都很好、很赚钱，没有看到的是
更多的企业已经不存在了。”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活法，别
人的路走不远，自己的路也不能一
直不变。坚持方向并不等于不变
通、不灵活，路是在行进过程中探
索出来的。

随着市场脉搏跃动，东软集团
构建了大汽车板块、大健康板块、
智慧城市板块，东软控股也构建了
教育板块等东软系集群，可能未来
还会有更多板块，但必须基于东软
的优势，结合市场需求。这是刘积
仁一直坚守的信念。

沈阳国际软件园董事长赵久
宏表示，若将软件行业比作一个
人，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又专一又多
情的人。对于已经选定的方向要
集中力量久久为功，而对于不断变
化的市场，则要随机应变。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制造业
的浪潮席卷而来，“潜伏”多年的辽
宁软件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错过了“C端”？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今年初，大连华信与 SAP 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的新闻成为业界热搜，而
这只是辽宁软件行业牵手国际巨头、
走向国际舞台的缩影。

在软件界提及辽宁，人们总是会
首先想到外包服务。辽宁连续9年位
居全国软件外包收入首位，国际化的
发展理念一直贯穿辽宁软件产业的血
脉并延续至今。

但近年来有人对辽宁软件业的这
一发展方向颇有微词，理由是“外包服
务对自主研发的要求不高，稍显低端”。

外包等同于低端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

两个角度梳理。
外包奠定了辽宁软件国际化发展

的基础，也为辽宁企业打下了高品质、
高技术、高规范的发展根基。

“辽宁软件最初的高速发展，是因
为我们抓住了国际化的机遇。”大连华
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军表示，当时从全球看，美国和日本的
软件发展是最前沿的。新技术对传统
产业模式、商业模式的升级，迅速席卷
全球。他们有巨大的外包需求，而当
时的中国对于软件的定义还比较模
糊，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外包业务是
中国企业发展的机遇和市场。辽宁的
区域优势和人才优势决定了，这里是
日本选择外包供应商的最佳区域。于
是，像东软、华信这样的企业迅速发展
起来。

与高手“过招”岂可失之交臂。刘
军认为，在与国际巨头的合作中，辽宁

软件企业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不仅
让企业具备了世界一流的管理规范、
工作流程、质量保障，同时，也逐步形
成自身的研发能力，从产业链后端走
到前端，甚至在个别方面引领世界。

外包只是一种服务模式，与“高低”
无关，真正分高低的是技术和产品。

在回顾创业史时，刘积仁表示是
自己的博士论文，让东软有了“第一桶
金”。

“我第一次卖软件给日本企业，
那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他们
的决策者问我在美国做什么研究，
我说‘面向对象’技术。他听不懂，
就请我到日本现场给他们的团队讲，

告诉他们这个技术有什么样的重要
意义。我说，可以用我们的技术帮助
他们以软件构建芯片、开关等任何电
子器件的硬件，并用这些软件构建一
个硬件的系统，通过仿真技术来模拟
一个硬件系统的运行，从而测试软
件与硬件系统的匹配度。这是他们
极其需要却无法实现的。你觉得这
件事情低端吗？”

在刘积仁看来，外包，只是字面翻
译，这件事没有高低端的区别。他举
例说，你要盖个摩天大楼，首先得找位
设计师，这样你就把设计的任务外包
给设计师了，因为你不会。你的公司
有法律事务、财务事务要处理，你在外

部找律师、会计师，这也是外包。那
么，他们是高端还是低端？

虽然外包不分高端和低端，但是
接包方是有高端和低端差别的。

在青山环绕的大连华信总部，
5000 多名员工在从事与外包相关的
工作，其中大部分的技术都来自于自
主研发。每年，该企业投入研发的费
用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10。目前，
华信服务的日本企业占据了该行业日
企排名30强的一半。

刘军笑着说：“那些国际巨头会
随 便 找 一 个 只 会 编 码 的 企 业 合 作
吗？外包只是一种服务方式，关键是
你给客户提供什么服务和创造什么
样的价值。是他们做不了的，还是不
愿意做的？是否只是因为你的价格
更低才让你做的，还是他们没有能力
才找你做的？对于企业来说，在一个
行业中的竞争能力，及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能力，才是决定企业是否高端的
关键。”

在大连华信的订单中，大部分都
是客户提出要求，华信给出解决方案，
客户越是国际化越是高端，要求也会
升级，那么就倒逼企业必须不断提升
自 己 大 规 模 开 发
和 自 主 研 发 的 能
力。“现在南方企
业 也 开 始 注 重 这
些，而我们在 20 年
前 就 上 了 这 堂
课。”刘军的眼中
透着自信。

外包是低端？ 真正分高低的是技术和产品

沈阳国际软件园软件企业操作平台。

软件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东软集团医疗装备生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