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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计 算 机 软 件 研 制 开 发 工 作 放 到 重 要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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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西科 学院 南 宁 市大 岭路 2 号 5 300 03)

1 计算 机软 件的重要性

计 算机 软件 是人 类 知识 的结 晶
。

作 为知识 密集 型
、

智 能 密 集 型
、

技 术密 集 型和 劳动 密集

型 的产 品
,

已独 立于 计算 机 硬件 之外
,

具 有极 高 的 附加价 值
。

1
.

1 硬 件 脱 离软 件不 能 发 挥作 用 计 算机 的硬 件 和软 件 的关 系就象 人 的 躯 体 和 大 脑 的关 系

一 样
,

没有 大脑 的活 动
,

人 就是 傻瓜
、

植 物人 ; 没有 软件
,

硬 件 也就 是 一堆 废物 了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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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 件 产值 比例 在不 断 上升 在 国外
,

计算 机软 件 的产 值与 硬件 的 产值 之 比 由数 年 前 的 2

:
8 到 3

: 7 到 4
: 6

,

现在 大约 是 5
:

5
。

目前 全 世界 计 算机 行 业 的产 值大 约 是 1 。。o 亿美 元
,

软 件产 值 占 500 亿美 元
。

并 且
,

软件 与硬 件 产值 之 比 有进 一 步 增大 的趋 势
。

在我 国
,

软件 产

值与硬 件产 值之 比 目前处 于 2
:

8 的阶段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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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 件 利润 在大 幅度 提 高 就世 界范 围来 看
,

计 算机 硬 件 的利 润在 减 少
,

而软 件 的利 润 在

大 幅度 地增 加
。

目前 国外 的情 况是
,

如 果计 算机 行业 总 的 利润 为 10 。%
,

则软 件 占其 中 的 70 %
,

计 算 机 占 15 %
,

其 它外 部 设备 占 15 %
.

1
.

4 大 批计 算机 闲置 的 原 因 据 统 计
,

我 国计算 机 的 利用 率 只有 15 % 左 右
,

大批 计 算机 闲置

或 利用 率 很低 的最 主 要 的原 因是 没有 适 用 的应用 软件 系 统
。

1
.

5 研制 自己 的软 件势 在 必行 现 在 我 国使 用 的系 统软 件
、

工 具软 件LJ 乎 10 。肠是外 国研制

的
,

这 些 软件 在 中 国被保 护 后
,

就 不能 象现 在这 样无 偿 地进 行 复制 了
。

我 们 势必要研制 自己

的系统 软 件
、

支 撑软 件
、

工 具 软件
。

2 我国软件产 业发 展缓 慢的原因

2
.

1 软 件 产权 未 受 保护 虽 然 国外 早就 将 软件 的版权列 入 保 护 之 列
,

谁使 用谁 就要 付 出 费

用
,

我 国也在 最 近公 布 了软件 产 权保 护条 例
,

但在 实 际上
,

在 我 国软 件的版 权还未 真 正得 到

保护
。

使 用盗 版 软件
,

比 比 皆是
,

明知故 犯 者
,

沾 沾 自喜
,

甚 至很 多使 用者 糊里糊 涂
,

不 知

道 自己使 用 的是 盗 版软 件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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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 研 制 难度 很 大

(1 ) 工作 量大 研 制 一个 企业 的计算 机管 理 系统 软件
,

程序 量少 则 几万 行
,

多 的可 达几

十 万行 以 上
。

而这些 工 作仅 仅 占软 件 研制 工作 量 的 20 肠~ 30 写
,

还 有大 量 的调研
、

设 计
、

程
序修 改

、

文 档 编写
、

系统 维 护 等工 作
,

甚 至人 事关 系 的协 调 处理 等
,

它 们占去 了 软件 研 制人

一 一

5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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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7。 % ~ 80%的时 向和精 力
.

(2) 知识
、

技术 更新 快 从 我们 广西 7 0年代编 写一些 计 算软 件开 始
,

先使 用 A L GO L 60
,

后 用 BA SI C
,

再就 是 P a sc al
、

D BA sE I
、

D BA SE ,
、

FO X B A SE
、

C
、

O R A CL E
、

IN F OR M ix

等
,

程 序设计 语言 每两
、

三年 就要更 换
。

由此可 见
,

软件行业 知识
、

技 术更 新 的速 度之快
。

也

就是 说
,

软件技 术人 员 的知识需 不断地更 新
,

这样就 加大 了软 件研 制 的的难 度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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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 研制 者经济 效 益低 研制 计算 机软件 是一 种强脑 力 劳动
,

也是 一 种强 体力 劳动
。

由

于各 种原 因
,

目前的软件 研制开 发对 于个 人 的经济效 益是很低 的
,

这就使 得软 件 技术人 员不

安 心软件 研制 开发工 作
,

他们纷 纷去外 资企业
、

经 商
、

卖 硬件
、

出国
,

使 软件 技术 人员大 量

流 失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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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 件 商品 化工 作 差
( ” 通 用性 差 我 们研 制的软 件大多是 根据 某个用 户 的需求 来做的

,

只适用 于这一个 用

户
,

很 少 能够 不加修改 地用 于其他 用 户
。

再有
,

我们企业 的管理 未规 范 化
、

标准化
,

使得 我

们研制 的应 用软 件很 难 有通 用性
。

(2 ) 商 品 化 程度 低 我 们 的软件是 一个 研制者 对一个 用户
,

不 能通用 ; 一般地 说
,

程序

的包 装也 差
,

不象 是 一个 商 品的样 子 ; 并且
,

还没 有把软 件当成 一种 硬 的商 品那样
,

进 行有

效 的宣 传
。

(3 ) 重复 开发 本 来 软件技 术人 员就 很缺 乏
,

但在实 际上还 有很 多人 把精力 消耗在 做低

水平 的重复 的工作方 面
。

3 发 展软件产业 的有 利 条件

3
.

1 开 发费 用可大 可 小 不是 组装 性质 的
,

而 是从 根本上 研究开 发 计算机硬 件 、 要有较 雄厚

的基础
,

巨 额 的设 备 投资
,

开 销是 非常大 的
。

而 软件 的研 究开发
,

费 用可大可 小
。

有钱 就多

投入 一些
,

搞大 的软 件 ; 没 钱就 少 投入 一些
,

搞 小 的软件 ; 软件 开发 投资额 比 较灵活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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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 用跟在 别人 后面 走 在 目前 的情 况下
,

硬件 的研 究开发 一定 是跟 在别人 的后面 走
。

而

软件 的研 究开发 则不 一 定
,

我 们可 以 踩在 别人 的肩膀 上直接 在最 前沿 竞争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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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 改 标 准所 花 费的 代价小 计 算机 行业 的发 展 是 很快 的
,

两
、

三 年 机型 就作一次更 新
。

如参 与硬 件研制 开发 的竞 争
,

当标 准更 改时
,

所 需 花费 的代价 是很大 的
。

而更 改标准对 于软

件来 说
,

所花 费的代 价是 很 小 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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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 人搜 长动 脑不 动手 中国人脑 筋好 使
,

这 在 国外也 被承认 的
,

在 美国学 习 的中国人

成绩 常常 排在班 上 的前几 名
。

可 中 国人 动手 的 能力往 往不 如外 国人
.

而软件 研制开发主 要是

脑 力 的劳 动
,

非常适 合 我 们中国 人 去干
。

4 应采取的 措施

4
.

1 做好 宣传工 作 宣 传计 算机 的重 要作 用
,

特 别是对 各级 领导进 行 宣传
,

举办 各种形式 的

入 门
、

普及培训 班
,

提 高领导 干部 对 计算 机应 用 的认识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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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软 件技术 人才 的开 发 要 对计算 机软 件技 术人 员加 强思 想 教育
,

提 倡敬业 精神
,

号

召 我 们的技术 人员为 我 国
、

我 区 计算 机软 件事 业 的发展做 出贡献
。

同 时
,

对 我们为 数并不 多

的软件 技术 人才要倍 加 爱 护
,

在 可 能的情 况下 提高 他 们的待遇
,

对 做 出贡献 的人 员要给他 们

相应 的荣誉
,

在职 称等 方 面要考 虑 到他 们的晋 升 间题
。

计算 机软件 知识 更新 快
,

两
、

三年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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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目全新 了
,

不 继续 地努 力学 习 是 不行 的 ; 软件 人员要 不 断更新 知识
,

领导 部 门应 提供 必要

的条件
,

以 利于软 件 工作 者技 术水 平 的提 高
。

4
.

3 大幅度提高软 件 研制 的收 费 标准 我 们的软 件研 制收 费标 准过 低
,

这 与软件 研制 人员所

付出的劳动不相 符合
,

也 与这 些软 件 应用 于生 产新 产生 的经 济效益 不 相符合
。

电子 部在 约 10

年前制订过 一个 软 件 收费标 准
,

一个人 年 可打入 成本 30 0。元人 民币
。

这个数 额太 低 了
,

算算

工资
、

奖金
、

机 时
、

水 电
、

其 它消耗 等
,

至 少 应改 为 4 万元 人 民 币
。

如果 是在美 国
,

这个 数

倾 比 4 万 美元还 要高 得 多
.

希 望尽 早 有新 的软 件研 制收 费 标准 出 台
.

4
.

4 加 强软件 产权 的保 护 我 国 在 今年 7 月底 公布 了软 件产权 保 护 的有关规 定
,

我 区也 应作

出相应 的规 定
,

并 在计 算机 领 域和 社会 上对 软件 产权 的保 护做 认真 的
、

广 泛 的
、

深 入 的宣传
。

4
.

5 提高软件 商品 化 的水平 要 想别人 出好 价钱 买我 们 的瓜
,

首先 我 们要种 出质 量好 的瓜
,

“

王 婆卖瓜自卖 自夸 ” ,

仅靠 吹 牛是 不行 的
。

软 件研 制要 注意 通 用性
、

可扩 充性
,

重 视外观 的

包装
,

重视文 档工 作
,

对 有 应 用前 景 的软 件要 像硬 件商 品 一样做 好 宣传工作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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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 视软 件的 升 级和 集成 工 作 对过 去研 制 的软 件 不要 由于 过 时了而轻 易丢掉
,

该扩 充功

能的扩 充功能
,

在新 的支 撑 环境 下 进行 改写
,

这 与重 新研 制 的工作 量相 比
,

是 事半 而功倍 的
。

研制一个 较大 型 的应 用软 件 系统
,

不一定 每 一件 事情都 要 自己重 新做
,

可 以 借用别 人成 果 的

就要借 用
,

该 花钱 去 买 的软 件就 不 要吝惜
.

把 这些 现成 的软 件加 工
、

集成起 来
,

组 成 自己 的

大系统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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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寻找 软件 出 口 途 径 全 世 界软 件产值 500 亿美 元
,

国 外软 件市 场大得 很
。

但 我 们 国家一

年软件 的 出 口 仅有 几 百 万美 元
,

我 区基 本 为零
。

而 印度 1993 年 下半年 至 1994 年上 半年 软件

出口 可 达 5 亿美 元
,

大 约是 我 国的 10 。倍
。

在 西方世 界 中经济 相对 落后 的爱 尔兰
,

19 87 年制

订 了推 动软 件 产业 的 发展 计划
,

结果 其软 件产业从 198 7 年 的 2
.

5 亿 美元激 增到 19 91 年 的 25

亿美元
,

且大 部 分 出 口
,

占据 了其 全部 出 口 额 的 8%
。

印度 和爱 尔兰 的软件 产业 启 发 了我 们
,

要重视 国外软 件 市 场
,

寻 找软 件 出 口 的途 径
。

4
.

8 在 软件 行 业试 行 股 份制 为 了更 好地 调 动技术 人员 的工 作积极 性
,

把科研 成 果 尽快 推 向

市场
,

根据软件 研 制 工作 的性 质
,

可在软 件行 业试 验推行 股份 制
。

如 亏本
,

国家
、

集体
、

个

人一起 亏 ; 如盈 利
,

国 家
、

集体
、

个 人一 起盈 利
。

二 十一 世纪 即 将 来 临
,

世界 留给我 们的机 会不 多 了
。

有关 专家 指 出
,

软 件 产业 也 许是 我

们跻身 世界 经 济强 国的最 后 一线 机 会
。

当前
,

无 论是 国际形 势
,

还 是 中 国 自身所 具 有 的条 件
,

发展我 们 的软件 产 业 都处 在 一个 绝 好 的时机
。

如果 我们再 次 与机遇 擦 肩而 过
,

那 么
,

富 国之

门也许永远 向我 们 中 国人 关 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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