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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电

子行业相关要点及解读   
AI+推动端侧升级换代新需求，自主可控巩固科
技硬实力 
  
2025 年 3 月 5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强调提振内需、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认
为消费升级、技术进步、AI+有望推动端侧升级换代，同时自主可控将巩固
中国科技硬实力。 

支撑评级的要点 

 内需提振和 AI 赋能，消费电子增长或迎双击。《报告》指出 2025 年重
点任务之一是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具体措施包括财政政策引导、扩
大内需，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 亿元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春节
期间国补政策已经有力带动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销售，我们认为 2025 年
这一政策或将持续。此外《报告》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持续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手机
和电脑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我们认为 AI 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有望赋能
消费电子终端产品，并催生下游新需求。 

 绿色经济转型，智能网联汽车迎发展良机。《报告》指出 2024 年生态环
境质量有新改善，2025 年要进一步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报告》还指出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
道，2025 年 2 月 10 日比亚迪在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宣布全系车型将搭载
“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包括 10 万以下、10~20 万、20 万元以上的
所有车型。行业认为比亚迪“天神之眼”的问世将推动高阶智驾系统的
普及和“智驾平权”的实现。我们认为 2025 年将是智驾车型普及的一年。 

 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沃土，具身智能成重点突破方向之一。《报告》指出需要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支持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的发展，其中具
身智能被专门提及作为未来的重要产业之一。宇树机器人研发负责人王兴兴
认为 2025 年人形机器人会达到一个新的量级。浙江、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
已经提出要积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重点培育人形机器人产业。 

 算力供应是 AI 技术的底层支撑，自主可控方能“防患于未然”。《报告》
指出要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阿里巴巴已经宣布未来 3 年投入将超过 3,800 亿元，用于建设云和 AI 硬
件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国内 AI 领域资本开支有望保持较快增长。根据芯
智讯报道，美国商务部未来或限制更多 AI 芯片进入中国，影响英伟达
H20/B20 及一些传统芯片。我们认为以华为昇腾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及
其供应链有望获得更光明发展前景。此外中国芯片产业也在积极借助开
源的 RISC-V 打破海外架构垄断。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云侧 AI】寒武纪、海光信息、盛科通信、深南电路。【端
侧 AI】恒玄科技、瑞芯微、全志科技、翱捷科技、芯原股份。【存储】
兆易创新、德明利、联芸科技。【消费电子】歌尔股份、蓝思科技、水
晶光电、领益智造。【智能驾驶】地平线机器人、韦尔股份、思特威、
龙迅股份、纳芯微。【具身智能】兆威机电、奥比中光、奥迪威。【自
主可控】中芯国际、北方华创、中微公司、拓荆科技。 

评级面临的主要风险 

 全球经济波动。关税政策变化。科技进步放缓。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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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提振和 AI 赋能，消费电子增长或迎双击 

消费电子补贴政策效果显著，2025 年或将延续。 

《报告》指出 2025 年重点任务之一是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具体内容包括：通过财政政策等措施

引导，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 亿元以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2025 年 1 月 20 日起，手机等数码产品国补政策在各地陆续实施，全国市场迎来一波“换机热”。

发改委数据显示，春节期间（1 月 28 日~2 月 4 日）全国手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2%，销量突破 450

万台，占消费品以旧换新总销售额的 45%。IDC 数据显示，国补政策有力带动市场销售，1 月全国

手机和平板电脑销量同比增长 20.1%和 16.7%。 

AI 赋能消费电子，AI 手机、AI PC 渗透率有望快速提升。 

《报告》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

发展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等新一代智能终端。 

根据 Canalys 预测，2025 年全球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到约 4 亿部，渗透率达到约 32%。根据 Gartner

预测，2025 年 AI PC 渗透率将提升至 43%，而 AI 笔记本渗透率将达到 51%。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商务部长点赞 DeepSeek，称其凭借低成本高性能的开源模式，降低了全球技术

的使用门槛。我们认为 AI 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有望赋能消费电子终端产品，并催生下游新需求。 

 

绿色经济转型，智能网联汽车迎发展良机 

绿色经济加速新能源汽车渗透，AI 落地助力智能网联汽车 

《报告》指出 2024 年生态环境质量有新改善，2025 年要进一步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根据中汽协数据，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约 1,286 万辆，YoY+36.1%，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约 40.9%，YoY+9.5pcts。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进一

步提升。 

《报告》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

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

道，2025 年 2 月 10 日比亚迪在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宣布全系车型将搭载“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

统，包括 10 万以下、10~20 万、20 万元以上的所有车型。行业认为比亚迪“天神之眼”的问世将推

动高阶智驾系统的普及和“智驾平权”的实现。 

 

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沃土，具身智能成为重点突破方向之一 

具身智能成为《报告》重要亮点之一。 

《报告》指出需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支持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的发展，其中具身智

能被专门提及作为未来的重要产业之一。 

蛇年春晚上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出圈。作为人形机器人研发负责人，王兴兴在 2025 年 2 月 17 日

参与了民营经济座谈会。王兴兴表示 2025 年底前整个 AI 人形机器人会达到一个新的量级。浙江、

北京等地已经提出要积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重点培育人形机器人产业。根据 IT 之家报道，2025

年 3 月 3 日《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 年）》印发，该计划

目标到 2027 年实现在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AI 芯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融合技术、多模态感知

技术、高精度运动控制技术、灵巧操作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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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宇树科技 Unitree G1 机器人展示单脚回旋踢动作 

 

资料来源：快科技，新浪财经，中银证券 

 

算力为纲，自主可控当仁不让 

算力供应是 AI 技术的底层支撑，自主可控方能“防患于未然”。 

《报告》指出要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从需求端来看，2025 年国内互联网调增资本开支在望。根据第一财经报道，2 月 24 日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泳铭宣布：未来三年阿里将投入超过 3,800 亿元，用于建设云和 AI 硬件基础设施，总投资额

超过去十年总和。我们认为，国内 AI 领域资本开支有望保持高速增长，带动 AI 产业链加速成长。 

从供给端来看，制裁升级下国产算力有望获得更多机会，阿里玄铁领衔，中国 RISC-V 生态加速繁

荣。根据芯智讯信息，日本瑞穗证券认为美国商务部或限制更多 AI 芯片进入中国，影响包括英伟达

H20/B20 及一些传统芯片，我们认为以华为昇腾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及其供应链有望获得更光明

发展前景。此外，中国芯片产业想要在高性能市场获得突破，打破国外芯片厂商对于 X86 和 Arm 的

垄断，亦有望借助开源的 RISC-V，在打造自有知识产权的高性能 RISC-V IP 的同时，还借助 RISC-V

与 AI 的天然契合性来进行推动。 

 

图表 2. 阿里资本支出 

 

资料来源：Bloomberg，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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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玄铁 930 服务器级 CPU 

 

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中银证券 

 

DeepSeek 正在驱动大模型降本，而 DeepSeek-R1 的轻量化版本未来有望部署至手机、IoT 等设备，

进而替代部分云端推理需求。我们认为这种“端侧智能化”的趋势可能会重塑算力分配格局，进而

推动端侧边缘计算芯片市场的增长。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 

【云侧 AI】：寒武纪、海光信息、盛科通信、深南电路。 

【端侧 AI】：恒玄科技、瑞芯微、全志科技、翱捷科技、芯原股份。 

【存储】：兆易创新、德明利、联芸科技。 

【消费电子】：歌尔股份、蓝思科技、水晶光电、领益智造。 

【智能驾驶】：地平线机器人、韦尔股份、思特威、龙迅股份、纳芯微。 

【具身智能】：兆威机电、奥比中光、奥迪威。 

【自主可控】：中芯国际、北方华创、中微公司、拓荆科技。 

 

风险提示 

全球经济波动。关税政策变化。科技进步放缓。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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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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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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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 

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证券分析师从相信

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证券分析师或中银国际集团的任何成员及其董事、

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

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集团任何成员不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

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讨论的信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阁下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仅反

映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本报告时的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中银国际集团成员可发布其它与本

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有可能采取与本报告观点不同的投资策略。为

免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银国际集团成员的立场。 

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中银国际集团本身网站

以外的资料，中银国际集团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提供这些地址或超

级链接（包括连接到中银国际集团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

参考，连结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份。阁下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提前通知。

本报告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保证任何投资或策略适用于阁下个别情况。本

报告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 

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保障。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预测只是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本报告所载日期的判断，

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能出现上升或下跌。 

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得有关投资

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可能未必适合阁下。

如上所述，阁下须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包括买卖本报告涉及的任何证券，寻求阁下相

关投资顾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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