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世界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2021年 预计2023年

• 2020年，全球GDP负增长（-3.6%），但数字经济同比增速为3%

• 2021年，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8.1万亿美

元，占GDP比重约45%，中国占全球18%

• 预计2023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乐观大于60%）

• 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

重为39.8%（2005年占比为14.2%）

• 2005到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从2.6万亿元增长了15

倍，复合增长率达19.8%

• 数字经济的整体投入产出比为2.8

4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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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基建（融合基础设施）推动业务数字化

——基于生态链的产业重构

p “用户满意”呼唤设施全生命周期数字设计（SaaS化）

——基于GIS、BIM的三维设计

p 建筑业数字化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后发优势

p 行业数据越来越多，决策依赖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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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 现  在

关注合同要求（甲方、乙方） 关注客户商业成功（伙伴）

关注业务流程
（生产链、工程流）

关注社会责任，以人为本
（绿色、低碳、可持续）关注工程经济

关注全寿命周期
（生态链、数据流）

关注为员工提供平台、服务、竞争力关注员工的考核、管理

客户端

业务端

社会端

员工端



”

数字化是方向、是手段、是机遇，更是战略！

基于数字化，开展战略重构、业务重构、组织重构、人才

重构、文化重构，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

华设集团正加快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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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关注规模——追求效益、现金流

p 从提升能力——增强竞争力

p 从股东与员工的零和——股东-员工-客户的共赢机制

p 从当期绩效——长期主义

p 从市场驱动——数据驱动

p 从企业自身——以客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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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公司定位重构：以规划设计为入口的创新企业平台，从关注项目市场，走向

产品线、公司化是十分重要的成长模式

p 业务模式：关注产业数字化市场机遇（数字交通、数字城市、数字建筑），

并走向全过程咨询、PPP、EPC、F+EPC+O、“设计+研发+产业化”

p 生产模式：关注设计行业数字转型，基于BIM实现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以数据链为主线，实现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造、养护、运行管理等全要素、

全周期数字化。工程数据就像血液，要让它流淌起来产生价值。

工程流

（CAD）

数据流

（BIM）

数字化
转变

地勘报告规划资料 设计方案 计算分析 工程图纸

地质数据

施工建设

GIS模型 GIS+地质模
型

GIS+地质+
方案模型

GIS+地质+方
案+计算模型

GIS+地质+方
案+计算+设计

参数模型

GIS+地质+方案
+计算+设计参
数数+施工模型

方案数据 计算数据 工程设计数据 建设管理数据 养护管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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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BIM/AI设计产品线

BIM轻量建模

激光点云

InSAR监控

档案知识图谱

数据采集服务

工地智能感知

IOT数据集成

劳务用工管理

安全监测系统

数字孪生大屏

生产执行系统

移动终端APP

工厂智能决策

构件跟踪溯源

数字孪生大屏

竣工验收模型设计信息模型

征地拆迁管理

工程业务管理

BIM+GIS引擎

移动终端APP

数字孪生大屏

地物单体化

 城市轻量建模

地下管网建模

IoT数据接入

数据采集服务

道路工程BIM

桥梁工程BIM

隧道工程BIM

智能选线设计

智能造价报价

快速方案

路线设计

桥梁设计

隧道设计

管线设计

沿线调查

数模与场地

3DGIS

电子沙盘

数字地勘

车载LiDAR

机载LiDAR

点云AI识别

倾斜摄影建模

地质信息共享

环境信息模型



9大产业公司

华设集团
产业孵化母体

江苏狄诺尼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SaaS平台服务 数字设计与建造软件

南京华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智慧服务区运营

江苏省新通智能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智慧设施EPC 智慧公交

南京中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路政智慧巡检

华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检测 数字化运营养护

华设盐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装配式智能建造 数字孪生工厂

华设设计集团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港口监测 大数据分析

华佑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

近3年，数智业务合同额

年均增速超过90% 中路未来（北京）交通技术研究院

智慧咨询 软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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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勘察设计人才，要一步提升效率，增强多专业协作能力，提升行业竞争力

未来创新业务人才，要既懂行业，又懂新技术、资本市场和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型人才

未来专业管理人才，管理精细化平台化的要求，需要更加专业化又了解业务的管理人才

高素质多元人才，还需要行业大师、社会活动家、营销专家、金融专家等人才



•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 关注战略对齐

• 关注长期绩效

• 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

质量是一种信仰过    去

市场是一种信仰曾    经

创新是一种信仰今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