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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三季度概览

2024年1-8月软件业保持增长态势，前五省市的软件业收入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据工信部，2024年1-8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以下简称“软件

业”）为85,492亿元，同比增长11.2%，利润总额为10,226亿元，同比增长

9.8%，整体保持平稳增长。在细分领域方面，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为57,790亿元，

同比增长12.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34亿元，同比增长

11.5%；软件产品收入19,115亿元，同比增长8.2%，保持稳定增长；嵌入式系

统软件收入7,314亿元，同比增长9.7%；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1,273亿元，

同比增长7.0%。在省市方面，软件业务收入前5名省市为北京市、广东省、江

苏省、山东省、上海市，分别为18,984亿元、15,158亿元、9,584亿元、9,474

亿元、7,856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3.4%、12.2%、8.7%、12.1%、12.0%，

前五省市合计软件业务收入为61,057亿元，占全国比重为71.4%，较上年同期

提高1.3个百分点，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软件企业主要分布在省会和发达城市，并加速布局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软件行

业协会9月发布的《中国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4））》显示，中国软

件前百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且主要集中在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分别占比为40%、31%、20%。同时，百度、阿里、腾

讯、华为等头部软件企业加速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自身产

品和服务，推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专业大模型等产品和服务，赢得市

场的广泛认可。
数据来源：工信部，来觅数据整理

2019-2024年8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情况

注：工信部定义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包括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嵌入式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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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行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印发单位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2024-09-30 国务院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鼓励网络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加强网络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建设，支持网络数据相
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开展网络数据安全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促进网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
业发展

2024-09-20 工信部
《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指南》

提出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重点，围绕石油、化工、航空、船舶、钢铁、汽车、
医药、轨道交通等关系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工业操作系
统更新换代。明确到2027年完成约200万套工业软件和80万台套工业操作系统更新换代任务

2024-09-13 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进一步促进经济稳健向
好、进中提质的若干政策措施》

提出对首版次高端软件，按照年度实际销售总额的3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0万元。落实首版
次高端软件保险补偿政策，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争取国家级、省级保费补贴

2024-08-27 重庆市经济信息委
《加快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年）》

提出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需求，重点发展工业设计、软件信息、服务型制造
等领域，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全面推进工业软件、汽车软件、人
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24-08-17 广州市工信局
《关于促进汽车产业加快发展的
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

提出支持汽车软件开发，支持整车与零部件、系统及软件开发等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开展软硬件
协同攻关，促进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算法与芯片设计、硬件平台协同适配，支持首版次车用软件
产品研发，对符合条件的相关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奖励

2024-08-16 宁波市工信局
《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若干意见实
施细则》

提出支持“三首”产品开发，对认定为国内、省内软件首版次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的分
档奖励，并提出制定出台或适时修订完善集成电路、软件等重点领域专项政策和科技、人才、金
融等要素保障专项政策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来觅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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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时间线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整理

7月12日 融资 8月3日 IPO

网络安全初创公司Wiz拒绝谷歌母公司Alphabet230亿美元的收

购要约，选择继续推进其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Wiz总部位

于纽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初创软件公司之一，提供基于云的网

络安全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Fireworks AI宣布获得5,200万美元B轮

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英伟达、AMD、NongoDB等机

构参与。Fireworks AI提供的工具使企业可微调和定制人

工智能模型以满足特定需求，并允许企业使用其平台访问

超100个模型

7月12日 产业

华为发布面向开发者的试用版本HarmonyOS NEXT

Developer Beta2。该版本在Beta1的基础上，增强了

ArKUI（方舟开发框架）的基础能力，新增手势拦截能力，

丰富了多种组件的生命周期管理

8月8日 产业

麒麟软件发布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AI版）和银河麒麟智算操

作系统。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AI版）支持AI搜索、图片生成、

AI问答、文生代码等。银河麒麟智算操作系统则面向智算中心应

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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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时间线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整理

8月8日 产业 8月30日 产业

龙蜥社区推出Anolis OS 23官方正式版。该版本采用Linux

ANCK 6.6 内核，全面兼容国内外主流CPU架构，适配AI容器服

务生态，在操作系统层面首次原生支持AI算力调用和应用

统信软件发布中国首款操作系统级端侧模型UOS LM，标

志着国产操作系统在AI技术融合与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了一

步。UOS LM端侧模型搭载本地向量数据库，拓展更多系

统级功能调用

8月13日 产业

西门子工业软件宣布正式发布Simcenter Prescan 2403

版本。西门子Simcenter Prescan是汽车自动驾驶开发和

测试先进的基于物理模型的仿真平台，新版本包括，基于

深度学习的超采用技术，将物理相机提升至4K分辨率，

实现280 FPS的高帧率，显著减少仿真时间

9月19日 融资

立芯软件宣布完成超2亿元B轮融资，融资方包括浦东科创集团、

国投创业、中金资本等机构。本轮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迭代

和市场推广，旨在打造数字设计可信赖工具，助力搭建中国自主

化芯片研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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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图谱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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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投融动态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2024Q3中国计算机软件投融情况（融资金额&融资案例数）

2024Q3中国计算机软件融资轮次分布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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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案例占比 融资金额占比

计算机软件领域三季度融资案例数与融资金额均有上升。据来觅PEVC数据，

2024年三季度计算机软件领域合计发生融资案例127起，环比上升17.6%，同

比增加46.0%；涉及已披露融资金额175.6亿元，环比上升192.1%，同比上升

289.4%。2024年三季度计算机软件领域融资金额较二季度上升幅度较大主要

原因在于三季度大额融资案例较多，三季度5亿元及以上融资案例合计有10起，

而二季度仅3起。

三季度商业生产力软件融资案例数与融资金额均领先。在融资案例数方面，

2024年三季度商业生产力软件获投次数最多，共40起，其中AI大模型共24起；

其次为工业软件、基础软件，均为17起。在融资金额方面，2024年三季度商业

生产力软件融资金额最多，共108.7亿元，主要是受百川智能50亿元A轮融资、

月之暗面超3亿美元B+轮融资、智谱AI数十亿元E轮融资的影响，若不包含这3

起大额案例，商业生产力软件融资金额为27.3亿元。

计算机软件三季度融资金额的轮次有所后移。在融资轮次方面，计算机软件领

域的早期融资案例（种子轮至A轮）占比由2024年二季度的62.0%小幅下降至

2024年三季度的57.5%，整体看仍以早期轮次为主。在融资金额方面，计算机

软件领域的早期融资金额占比由2024年二季度的53.6%小幅下降至2024年三季

度的38.5%，中后期（B轮至Pre-IPO轮）融资金额占比由2024年二季度的

40.9%略微上升至2024年三季度的49.2%。从融资金额看，2024年三季度计算

机软件领域的融资轮次有所后移。



来觅研究院 11/23

Q3投融动态

计算机软件2024年前三季度融资案例数与融资金额均有提升。据来觅PEVC数

据，2024年前三季度计算机软件领域合计发生融资案例364起，同比上升

19.0%；涉及已披露融资金额共397.2亿元，同比上升144.9%，融资金额上升

幅度较大主要是受百川智能50亿元A轮融资、月之暗面超3亿美元B+轮融资、

智谱AI数十亿元E轮融资等多起大额融资案例的影响，2024年前三季度共有7起

超10亿元的融资案例，而2023年前三季度无10亿元及以上融资案例。

三季度计算机软件行业整体以早期投融资为主。在融资金额区间分布看，2024

年三季度在1亿元及以下的比例最高，合计占比为79.2%，较二季度小幅下降；

其中500万元至1千万元（含1千万）与5千万至1亿元（含1亿）的融资案例最

多，合计46起，较二季度略有下降。整体看，2024年三季度计算机软件领域的

投融资以较早期为主。

三季度计算机软件前五地区融资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融资案例方面，据来

觅PEVC数据，2024年三季度计算机软件融资案例数前五的地域是北京、广东、

上海、浙江和江苏，合计104起，占比达81.9%，集中度较2024年二季度上升

6.9个百分点，前五地区保持较高的集中度。融资金额方面，2024年三季度融

资金额前五的地域是北京、江苏、上海、重庆和浙江，合计167.5亿元，占比达

95.4%，集中度较二季度进一步提升。其中，重庆进入前五行列主要是受特斯

联12.27亿元D++轮融资的影响。

2023-2024Q3中国计算机软件投融情况（亿元，起）

2024Q2-2024Q3中国计算机软件投资事件融资区间分布（起）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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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投资者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投资机构 Q3投资次数 所投细分赛道

深创投 6 基础软件、商业生产力软件、工业软件等

北京国管 5 基础软件、商业生产力软件、工业软件等

合肥创新投资 3 汽车软件

北汽产业投资 3 基础软件、商业生产力软件、汽车软件

阿里创投 2 商业生产力软件

达晨财智 2 商业生产力软件、信息安全软件

广发信德 2 基础软件

水木清华校友
种子基金

2 商业生产力软件

投控东海 2 支撑软件、商业生产力软件

中金资本 2 商业生产力软件、工业软件

启明创投 2 商业生产力软件、企业管理软件

启迪之星 2 支撑软件、商业生产力软件

投资机构 Q3投资次数 所投细分赛道

德清县政府产
业基金

2 汽车软件

红点中国 2 商业生产力软件

鼎晖投资 2 商业生产力软件

复兴资本 2 支撑软件、其他通用应用软件

苏高新金控 2 工业软件

联通创投 2 工业软件

中金公司 2 工业软件、其他行业应用软件

国投创业 2 基础软件、工业软件

普超资本 2 基础软件

银泰集团 2 基础软件

湖北高投 2 基础软件

从活跃投资者分布来看，2024年三季度共有157家机构投资计算机软件相关项目，投资次数2次及以上的机构共有23家，其中3次及以上的机构有4家。细分领域方面，商

业生产力软件、工业软件、汽车软件最受青睐，分别获得49次、35次、24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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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关键投融资事件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项目企业 来觅行业 来觅赛道 地域 融资日期 融资金额 融资轮次 投资方

潞晨科技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9-26 数亿人民币 A++ 轮 石溪资本、北京国管等

宏景智驾 自动驾驶软件 汽车软件 浙江省 2024-09-20 数亿人民币 C1 轮 Prosperity7 Ventures、中泰仁和等

立芯软件 芯片设计 工业软件 上海市 2024-09-19 超2亿人民币 B 轮 深创投、中金资本等

VAST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上海市 2024-09-19 数亿人民币 Pre-A 轮 达晨财智、春华资本等

智谱AI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9-05 数十亿人民币 E 轮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等

特斯联 物联网 操作系统 重庆市 2024-08-30 12.27亿人民币 D++ 轮 中意生态园集团、华山投资等

纷享销客 营销获客 企业管理软件 北京市 2024-08-12 7500万美元 战略融资 钟鼎资本、启明创投等

零一万物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8-07 数亿美元 战略融资 未披露

月之暗面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8-05 超3亿美元 B+ 轮 腾讯、高榕资本等

LiblibAI 商业生产力软件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7-29 数亿人民币 A 轮 明势资本等

百川智能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7-25 50亿人民币 A 轮 阿里创投、中金资本等

元石科技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7-18 3200万美元 Pre-A 轮 经纬创投、红点中国等

蚌壳智能 算法服务商 AI软件 北京市 2024-07-18 1.2亿人民币 A 轮 天阳科技

壹沓科技 商业生产力软件 商业生产力软件 上海市 2024-07-13 数亿美元 B+ 轮 鼎晖投资、新尚资本

苏州浩海 医疗信息化 医疗软件 江苏省 2024-07-13 近1亿人民币 C 轮 Ventech China、蜂巧资本等



行业趋势

工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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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分类概况

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的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大，行业壁垒高。工业软件是专用于工业领

域的软件，旨在提高工业企业研发、制造、生产管理水平和工业装备性能，是

现代工业的“灵魂”。按产品生命周期阶段或环节，工业软件主要分为研发设

计类软件、生产制造类软件、运维服务类软件和经营管理类软件。工业软件主

要特点如下：（1）研发周期长：工业软件的研发难度大、体系设计复杂，研发

周期较长、研发迭代速度慢。一般大型工业软件的研发周期需要3-5年的时间，

被市场认可需要10年时间；（2）研发投入高：超高的研发投入构成较高的行

业壁垒，此前美国CAE厂商ANSYS每年的研发投入约为20亿元，头部工业软件

厂商短期内难以被超越；（3）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极高：工业软件对于工业

产品的创新发展、确保产业安全起着关键作用，在功能、性能效率、可靠性、

安全性、兼容性等方面均有极高的要求。

工业软件被认为是工业制造的“大脑及神经”，覆盖了工业领域研发设计、业

务管理、产品制造、生产调度、过程控制等全环节，是推动我国智能制造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工业软件的发展已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制造

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工业软件在过去几年的贸易战中被外方用作断供、

“卡脖子”的具体手段，影响了国内大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生存与发展。因此，

在世界范围产业格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工业软件自主创新已成为提高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性任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来觅数据整理

类型 主要包括软件 特点

研发设计类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辅助分析（CAE）、产
品数据管理（ PD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等

支持工业企业进行产品研发
创新

生产制造类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分布式数控（DNC）、
集散控制系统（DCS）、数据采集与监控控制系统
（SCADA）、生产计划排产（APS）等

支持对设备和自动化产线的
管控、数据采集和安全运行

运维服务类
资产性能管理（APM）、维护维修运行管理
（MRO）、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PHM）等

用于设备的维护和管理

经营管理类
企业资源计划（ERP）、财务管理（PM）、供应
链管理（SCM）、企业资产管理（EAM）等

用于企业的资源计划和供应
链管理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公开资料，来觅数据整理

工业软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发设计软件 生产控制软件

经营管理软件 嵌入式软件

数据反馈

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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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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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

国内工业软件产品类别齐全但发展不均衡。据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发

布的《中国工业软件白皮书2020》显示，国内工业软件产品类别齐全但各类产

品发展进度不均衡：（1）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95%该类软件依赖进口，技

术壁垒最高，国产的研发设计类产品多用于工业机理简单、系统功能单一、行

业复杂度较低的领域；（2）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该类国产软件占据50%的

国内市场，在部分领域具备一定实力，但在高端市场中仍处于劣势；（3）经营

管理类工业软件：该类国产软件占据70%的国内市场，在中低端领域国产软件

占优势，但高端市场仍以SAP、Oracle为主；（4）运维服务工业软件：70%

该类软件依赖进口，主要原因在于国产运维服务工业软件仍缺少成熟的工程应

用，缺乏完善的数据和经验积累。

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仍由海外厂商主导。对于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而言，部分

国内厂商已有一定的产品和客户积累，但关键技术仍依赖海外。其中，CAD是

主要的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之一，据IDC显示，2023年达索系统（法国）、西

门子（德国）、欧特克（美国）仍占据国内CAD前三市场份额，相较2022年，

达索系统、西门子、欧特克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3.5%、15.3%、12.5%，市场

份额持续下降，而国内厂商中望软件的市场份额则保持提升。可见，CAD的主

要市场份额仍由海外厂商占据，但国内厂商“稳中有进”。

2023年中国设计研发类工业软件—— CAD主要厂商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来觅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IDC，来觅数据整理

2019年国产工业软件细分领域占国内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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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

国内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增速高于全球水平。据工信部显示，全球工业软件产业

规模自2012年以来保持上升态势，由2012年的2,850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

5,02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3%。中国工业软件产业规模由2012年的

729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2,82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1%，约为全球增速

的2.5倍。

预计未来，中国工业软件产业规模仍将继续保持增长，主要的驱动因素如下：

（1）制造业升级需求：工业软件可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缩短

研发周期，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工具。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逐步转型

中，其对工业软件的需求也随之提升；（2）政策支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支持工业软件的发展，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等，持续推动

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3）国产替代：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各国对自

主可控技术的需求均不断增加，国产工业软件的替代空间巨大；（4）技术融合

创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工业软件的性能

和功能，拓展了其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据来觅PEVC数据统计，2024年1-9月，国内工业软件领域已有53起融资案例，

其中A轮及以前案例合计约占49%。同时，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广东的

融资案例较多，合计占比约84.5%，可见工业软件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

发达地区。

数据来源：来觅数据

数据来源：工信部，来觅数据整理

2012-2023年中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亿元）

2024年1-9月中国工业软件领域主要投融事件

融资方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云道智造 2024-03-05 C 轮 7亿人民币 科力创投、深投控资本等

芯控智能 2024-03-18 B 轮 近1亿人民币 曦域资本、蚂蚁集团

昇启科技 2024-04-10 天使+ 轮 未披露 华山资本

设序科技 2024-05-06 A+ 轮 近1亿人民币 涌铧投资、联想创投等

立芯软件 2024-09-19 B 轮 超2亿人民币 深创投、中金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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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序科技

上海设序科技有限公司

设序科技成立于2020年8月，是一家提供工业「AI生成式设计与方案」产品的科技公司。设序科

技使用AI技术，基于自研的AIGE（Engineering）数据结构，以提高工业设计、仿真、工艺及制

造等环节的效率与质量。设序科技已推出核心产品“闪设”，这是一款工业智能生成式设计软件，

目前已经赋能多种工业装备与零部件3D&2D设计工作。

企业介绍

成立时间： 2020-08-13

行业赛道： 工业软件、AI工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1508号2幢2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1508号2幢3层

设序科技的创始人兼CEO是吴泳荣，毕业于同济大学先进制造专业，曾任职于美国通用汽车、蔚

来汽车，具有10余年汽车制造行业经验。现阶段，设序科技的团队规模达百余人，其科研技术团

队成员主要来自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与蔚来汽车、阿里、上汽、Autodesk等知

名厂商，并具备强工业背景及最新前沿AI研发能力。

核心团队

至今总融资次数 5 次，已披露总融资金额超 1.2亿人民币

A +轮，2024-05-06，近1亿人民币

投资方：涌铧投资、联想创投、Ameba Mars Limited等

种子轮，2020-09-21，未披露

投资方：哈工智能

A轮，2022-02-23，未披露

投资方：字节跳动、海纳亚洲、联想创投、高榕资本等

天使轮，2021-01-19，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险峰长青、联想创投、高榕资本

Pre-A轮，2021-07-05，数千万人民币

投资方：海纳亚洲、险峰长青、联想创投、高榕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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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序科技

展望

尽管传统制造行业工业设计领域已取得显著发展，但仍存在待解决的痛点：（1）设计周期长：传统工业设计流程需要较长时间完成，从概念设计到最终产品的实现可能

需要数月至数年时间；（2）成本高昂：设计过程中的原型制作、测试、修改成本较高，尤其对于复杂或高精度的产品。同时，频繁的修改和迭代，也会导致材料和人力

资源的浪费；（3）协作困难：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地域、跨时区的团队协作日益重要，传统的设计流程难以实现远距离协作；（4）用户需求变化快：用户的需求和偏

好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传统设计流程难以快速响应此类变化。

整体看，国内工业软件长期处于“卡脖子”的状态，但AI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国内厂商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新机遇。设序科技的创始人兼CEO吴泳荣认为，在成熟

场景下AI产品可在几分钟内生成上百张草图，设计环节提升10倍以上效率，大幅缩短交付周期。基于此，设序科技推出智能生成式设计产品“闪设”，这也是市场上首

款AI+CAD的工业研发设计类软件。设序科技认为该产品有以下优势：（1）该产品是一个云端架构，资源共享有利于协作；（2）该产品底层模态可拓展，构建的是一

个有利于协作的生态。随着更多模态的拓展，该产品将可从工业设计需求延伸至仿真、工艺制造等多个方面。此外，现阶段设序科技已拥有15billion的token数据，这些

数据主要来自私有场景，公开或开源数据无法获取，因此可在业内形成较高的壁垒。随着各企业对智能化、降本增效的需求不断提升，更多企业在传统的流程环节中融

入AI工具的意愿也会不断提升，设序科技有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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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启科技

昇启水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昇启科技成立于2021年11月，是一家专注于高级别自动驾驶仿真工业软件的企业，以类脑学习

和大模型技术赋能自动驾驶，助力客户完成自动驾驶大脑的AI转型升级。为满足自动驾驶仿真多

元化需求，昇启科技发布和规划了四款相关产品，即自动驾驶仿真平台、地图编辑平台、场景库

编辑平台、AI训练平台。

企业介绍

成立时间： 2021-11-16

行业赛道： 工业软件、AI工业、自动驾驶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二路万科云城六期一栋云中城A812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甲36号3层

昇启科技的创始人兼CEO是孙琪，法国中央理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博士后，拥

有十余年自动驾驶研发经验，拥有已发表的论文18篇、授权发明专利7项，曾获中国汽车工业学

会行业二等奖、ITSC最佳论文奖2项，曾参与3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项国家自然基金重

大/重点项目。昇启科技的核心团队成员来自清华、北航、浙大等知名高校，拥有多年自动驾驶研

究经验。

核心团队

至今总融资次数 2 次，已披露总融资金额超 1,000万人民币

天使+轮，2024-04-10，未披露

投资方：华山资本

天使轮，2023-04-25，近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奇绩创坛、启迪之星、常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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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启科技

展望

2023年11月，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展准入试

点，对取得准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在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至今，比亚迪、宝马、智己、奔驰等多家车厂先后获得高速或城区L3级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整体

看，以城市NOA为代表的高阶智驾功能正快速落地，而L3及以上的自动驾驶系统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实际道路测试成本高、耗时长、用例覆盖率低等。而虚拟仿

真测试可有效缩短汽车研发相关技术和产品开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是实现高阶自动驾驶落地应用的关键一环，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必须经过大量虚拟仿真测试

及实际道路测试方可商用化。

昇启科技CEO孙琪认为，要成功实现自动驾驶，需要有效整合算力、数据和算法这三个核心要素，其中，对于创业公司而言，数据的获取是较大的挑战。而昇启科技通

过其仿真工具和AI能力，帮助主机厂客户建立数据链，包括数据采集、上传、处理、增强，以及支持AI算法训练、模型优化和部署等环节。昇启科技不直接与量产供应

商（博世、华为等）竞争，而是主要服务于有自动驾驶研发需求的客户，提供必要仿真技术和数据处理的工具和服务。未来，昇启科技将继续拓展自动驾驶大模型开发

云平台功能，研发软硬件一体的自动驾驶测试产品，并拓展业务边界，努力成为国内自动驾驶工业软件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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