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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辽宁赛睿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沈阳赛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信华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辽宁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数智科技（辽宁）有限公司、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维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辽宁泰

利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倩、王迪、宫炫、黄晓东、杨帅、祁山、吴开宇、许铎、宋思曼、谢允、

秦健、尹宏、姜日敏、李研、于金刚、冯艳爽、王爱平、赵岩、李国义、金德明。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

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 7-3 号数字人才基地 211 室），

联系电话：024-23447421。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 7-3 号数字人才基地 211 室），

联系电话：024-2344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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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的对象、要素、机构及实施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36475 软件产品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向用户提供的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或设备中嵌入的软件或在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应用服

务等技术服务时提供的计算机软件。

[来源：GB/T 36475—2018，3.1.1]

3.2

首版次软件产品 first edition of software product

研发主体通过自主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其功能或性能有重大突破，在相关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

或者打破市场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尚未取得重大市场业绩，首次销售的同产品名称、同一版本

号的软件产品。

注：凡企业研制开发仅限于自用的软件产品，或用户单位委托开发的软件产品，不属于“首版次软件产品”。

3.3

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 first edition of software product evaluation

依据本文件，对首版次软件产品的符合性评估。

4 评估类别

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类别包括:
a）工业软件:工业操作系统、研发设计类、生产控制类、业务管理类等

b）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通用办公软件、开发支撑软件等

c）新兴技术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

d）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信息安全软件、信创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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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要求

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要求框架主要包括研发主体、技术水平、知识产权、产品认证、研发推广等

要素，内容见图1。

图1 首版次软件产品要求框架

6.评估要素

6.1 研发主体

6.1.1 在辽宁省内依法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6.1.2 经营管理规范，依法纳税，资产、征信及经营状况良好。

6.1.3 具有软件开发能力，拥有稳定研发团队，具备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

等开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具等）和人才支撑。

6.1.4 信誉良好，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知识产权侵权、严重环境

违法等行为。

6.2 技术水平

6.2.1 产品功能或性能有重大突破，打破市场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等，在所属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

势。

6.2.2 产品取得省部级以上获奖证明或被列为省部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示范项目等。

6.2.3 产品在研发过程中，鼓励形成有关行业、团体、地方或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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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知识产权

6.3.1 产品应为自主开发或主导合作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6.3.2 对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研发主体须为著作权人第一作者，申报首版次软件产品时间与获

得登记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2 年。

6.3.3 对取得相关发明专利的，申报首版次软件产品时间与获得授权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6.3.4 产品软件著作权证书原则上版本号为 V1.0，不是 1.0 版本需提供实现重大突破的证明材料。

6.4 产品质量

6.4.1 产品须取得《软件产品评估证书》，并在五年有效期内。

6.4.2 产品应性能稳定、安全可靠，具有第三方测试报告或相关标准或用户应用证明。

6.4.3 对许可证管理范围的产品，应取得产品生产许可证；对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应通过强制性产品

认证。

6.5 研发推广

6.5.1 产品应具有一定的研发投入，研发周期内产品的研发费用应在 100万元以上。

6.5.2 产品已经交付且实现市场化，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7 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第三方软件行业社会组织；

b) 具有专职人员及办事机构；

c) 拥有软件行业专家库；

d) 具备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和软件产品评估经验。

8 评估实施

8.1 评估流程

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工作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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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流程图

8.2 评估申请

首版次软件软件产品评估一般应由研发主体自行申请评估，也可由相关部门委托评估，申报材料

见附录A。

8.3 形式审查

评估机构按照本文件第5、6章的要求，对研发主体所提交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充分性、一致性进

行形式审查，经审查合格后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8.4 专家评审

评估机构组织专家按照本文件第5、6章的要求，对申报材料逐项据实评审。若对申报材料有异议，

可进行现场评估。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8.5 评估结论

评估机构依据专家评审意见，给出最终评估结论。对于符合本文件第5、6章所有要求的首版次软

件产品，评估结论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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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材料见表 A

表A.1 首版次软件产品评估申报材料

序号 评估要素 提交材料

1 研发主体

申报单位营业执照；

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申报单位依法纳税和信用记录良好的证明材料；

申报单位研发能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软件企业评估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申报单位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知识产权侵权、严重环境违法

承诺书。

2 技术水平

申报产品知识产权证书、软件产品评估证书、查新报告、成果鉴定、相关学术成果

等；

申报产品省部级以上获奖证明或被列为省部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示范项目证明材料；

申报产品形成的行业、团体、地方或国家标准证明材料。

3 知识产权

申报产品软件著作权证书、专利证书；

申报产品软件著作权证书版本号不是1.0版本，需提供实现重大突破的证明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产品获奖、查新报告、成果鉴定，以及入围省部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示

范项目等）。

4 产品质量

申报产品《软件产品评估证书》且在五年有效期内；

申报产品第三方测试报告或相关标准或用户应用证明；

申报产品属于许可证管理范围，提供产品生产许可证；

申报产品属于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5 研发推广

申报产品研发费用（研发周期内）专项审计报告及按研发项目名称归集的明细账；

申报产品近两年内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及与申报产品名称、版本号相符的销售合

同、销售发票、记账凭证、回款单、回款记账凭证等。

6 其他 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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