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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抢滩布局 V2X，车路协同成热点方向 

 
一周行情回顾 

 本周（2019/01/14-2019/01/18）沪深 300 指数上升 2.37%，创业板指上
升 0.63%；通信申万指数下跌 2.13%，其中通信设备指数下跌 2.38%，通
信运营指数下跌 0.53%。 

 行业内上市公司本周涨幅前五分别是：*ST 凡谷（+15.95%），鼎信通讯
（+ 11.72%），*ST 大唐（+ 9.04%），大富科技（+ 6.26%），鹏博士
（+ 5.78%）。 

本周行业观点 

 V2X 是自动驾驶的的重要基石，巨头抢滩布局，车路协同成热点方向。目

前自动驾驶行业处于以单车智能为主的 L2~L3 阶段，我们认为，L4 以上的

自动驾驶还需与道路智能、网络智能、法律法规及社会接纳度等因素相结

合。2018 下半年以来，华为、阿里、腾讯等科技企业纷纷推出其在车路协

同领域的战略规划。我们认为，车路协同能够有效弥补单车智能的感知盲

点，让自动驾驶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有组织的高效协同合作。在自动

驾驶感知、决策层面技术痛点无法短时间突破背景下，行业正由单车智能

走向协同智能，车路协同将推动产业加速成熟。我们预计 L4+的大规模商

用在 2025 年以后，行业处于高速发展初期，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道路及网络

智能的基础设施环境。 

 2018 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跃升至 430 个，关注具备资源优势的 IDC

厂商。根据 Synergy Research 数据，2018 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已达

到 430 个。从绝对增量上来看，2018 年新增超大规模数据中心 40 个，对

比上年的 90 个有较大下滑；从在建数量来看，目前全球有 132 个数据中心

处于规划/建设阶段，去年同期仅为 69 个。我们认为，全球大规模数据中心

建设周期远未结束，但建设速度或相对放缓。我国云计算市场处发展初

期，IDC 增速远高于全球水平，未来发展确定性较高。我们认为，一线城

市 IDC 属于高附加值的稀缺性资源，关注拥有一线城市牌照，具备核心资

源的第三方 IDC 厂商。 

 工信部发布 eMTC 频率使用征求意见稿，网络融合优势互补催熟 IoT 发

展。1 月 16 日，工信部发布 eMTC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了对 eMTC 基站

射频技术要求、基站设置和干扰协调管理要求等制度。eMTC 与 NB-IoT 相

比具备高速率、移动性、定位性及 LTE 网络复用性等优势。我们认为，物

联网下游应用细分场景众多，对网络性能要求各不相同，NB-IoT 难以满足

所有场景需求。2018 年以来，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大力推动

LoRa 部署。本次工信部的征求意见稿亦是 eMTC 未来商用的重要信号；物

联网时代，NB-IoT、eMTC、LoRa 等网络融合发展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效

果，加速产业成熟度提升。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车联网优质厂商高新兴；IDC 龙头光环新网；5G 产业链主设备商中

兴通讯，光通信龙头光迅科技、中际旭创。 

风险提示 

 车联网商用进程不及预期；企业上云进度不及预期；5G 商用进展不及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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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巨头抢滩布局 V2X，车路协同成热点方向 

1.1 V2X 是自动驾驶重要基石，5G 商用将加速 V2X 技术落地 

V2X 是自动驾驶的的重要基石，行业正处 L2~L3 的单车智能阶段，预计
L4+大规模商用在 2025 年后。目前行业正处在 L2~L3 阶段，以单车智能
及辅助驾驶为主，尚无法完全脱离人类主导。从技术角度来看，弱人工智
能阶段，自动驾驶对复杂多变的道路交通、生命体意识行为的判断仍较为
低效和困难。我们认为，L4 以上的自动驾驶无法仅凭单车智能实现，还需
要与道路智能、网络智能、法律法规、安全保证以及社会接纳度等因素相
结合；V2X 是自动驾驶加速剂，能够有效补充单车智能的信息盲点、加速
反应效率。我们预计 L4+的大规模商用在 2025 年以后，行业处于高速发
展初期，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道路及网络智能的基础设施环境。 

5G 将加速 V2X 技术落地，提供低延时高可靠网络基础。5G 相比 4G 有
很大的优势；更低时延（<1ms）、更高吞吐量（>10Gbps）、更多连接
（>1000k）、更好移动性（>500km/h）、更好的可靠性（>99.9%）。这
些优势表现在车联网上就是完美贴合了车联网的业务要求，比如智能汽车
的每个部件都会产生数据，一辆车每秒产生的数据可达 1GB，这就需要在
一秒内将 1GB 数据同步传输到云端，以便实时掌握车辆运行状态，需要瞬
间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及时做出决策。5G 性能上的优越性使得 V2X 成
为了可能。 

图表 1：5G V2X 业务场景对通信的要求 

业务场景 通信延时（ms) 
数据速率

(Mbits/s) 

通信距离

（m） 

通信可靠性

（%） 

车辆编队 10-25 0.012-65 80-350 17.88 

扩展传感器 3-100 10-53 360-700 50 

先进驾驶 3-100 10-1000 50-1000 8.94 

远程驾驶 5 上行 25，下行 1 无限制 30 
 

来源：3GPP，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智能汽车的视角，我们自上而下将车联网产业链分为四个层级： 

决策层+高精度地图和定位+传感器/雷达/摄像头+处理器组成自动驾驶模块； 

自动驾驶模块、车载终端、通信网络构成智能汽车； 

智能汽车和 V2X 平台（多车智能）； 

汽车衍生服务包括共享出行、送货服务和 OTA，V2X 平台衍生出大数据应
用与线上服务。 



行业周报 

- 3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2：车联网产业链玩家举例（全球龙头） 

 
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分析师整理，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车”的角度看，现阶段 T-BOX/OBD 前后装是建设重点。Telematics 系
统主要包含四部分主机、车载 T-BOX、手机 APP 及后台系统，其中 T-
BOX 是连接主机、手机 APP、后台系统和执行层的中间环节。Telematics
早已出现多年，但是渗透率一直不高，我们认为 V2X 的出现是一个引爆点，
预计渗透率会在 5G 建设前后爆发，2020 年新能源电动车前后装渗透率达
到 100%，汽油车 30%。 

图表 3：T-BOX 市场规模逐渐爬升，2020 年渗透率达到 30% 

 
来源：分析师预计，国金证券研究所 

1.2 巨头纷纷布局，车路协同成热点方向 

政府加大政策指引力度，路侧改造进程加速。2017 年我国《“十三五”现
代综合交通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智慧交通建设，提升道路信息化水平。
2018 年工信部《车联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目标到 2020 年，实现 LTE-
V2X 在部分高速公路和城市主要道路的覆盖，开展 5G-V2X 示范应用，构
建车路协同环境，实现“人-车-路-云”高度协同。2017 年北京设立了首条
车联网专用车道，2019 年发布的智能网联车发展规划亦主要针对智能道路
环境改造。 

2018 下半年以来，国内科技企业纷纷推出其在车路协同领域的战略规划。
我们认为，车路协同能够有效弥补单车智能的感知盲点（如雨天雷达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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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地图无法及时更新等），能够让自动驾驶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
有组织的高效协同合作。在自动驾驶感知、决策层面技术痛点无法短时间
突破背景下，行业正由单车智能走向协同智能，车路协同将推动产业加速
成熟。 

阿里云推出智能高速公路解决方案，发力车路协同生态构建。阿里于 2018
年杭州云栖大会宣布升级汽车战略：由车向路延展，利用车路协同技术打
造全新的“智能高速公路”，战略由 AliOS 联合阿里系生态，并与交通部
公路院、国家电网、中国联通、英特尔、一汽、大唐电信等合作，共同落
地“智能高速公路”建设。阿里在车路协同领域仍以构建生态的方式，将
前端的安全预防、感知与预警、出行信息等生态应用向合作伙伴开放，阿
里云专注于城市中台建设及云平台管理等底层技术。 

图表 4：阿里云智能高速公路解决方案 

 
来源：阿里巴巴，国金证券研究所 

百度 Apollo 发布车路协同开源方案。2018 年 9 月，百度开放 Apollo 在车
路协同领域的技术和服务，在 Apollo 开放平台现有的四层技术框架的基础
上，增添或升级车路协同相关模块。在硬件层，Apollo 增加路侧参考硬件，
用来完成自动驾驶车辆与路侧的信息传输与解析。在软件层，能够完成
Apollo 系统车端对车路协同 V2X 相关信息的融合处理；在云服务层，开源
路侧的感知预测等算法，同时升级仿真服务能力，扩充在车路协同环境下
的仿真场景。百度测算，车路协同能够帮助解决 54%单车智能在路测中遇
到的问题，减少 62%的单车智能接管数。 

图表 5：百度开源 Apollo 车路协同方案 

 

来源：百度，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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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推出 C-V2X 智慧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方位使能高速公路的智能化网
联化建设。2018 年华为 C-V2X 智慧车路协同展示了 OBU、RSU 和云端
的端到端解决方案；7 月，发布了全球首款支持 Uu+PC5 并发的 RSU 路
侧产品，是其车联网领域推出的首个商用产品。在无锡物联网大会中，华
为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在无锡实现了超 240 个路口的城市级部署，展示超过
30 个实车用例。 

车路协同的构建除了单车智能之外，还包括 5G 通信传输网络、高精度定
位网络、高精度驾驶地图、路侧设备&电子化标志、新技术集成应用与交
通运行控制中心等环节的配合，产业发展正走向融合。阿里针对智能高速
公路建设成立了“2038 超级联盟”，旨在与产业链各玩家共同推动业务、
技术及标准落地。我们认为，产业应用及商业模式发展是长期演进的过程，
以互联网及科技企业为核心的产业联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行业内部正在
形成多方参与、竞争合作的复杂生态体系。 

19 年起步，网络端是中期车联网最大投资机会。网络端的建设，主要包括
路测单元 RSU、符合车联网网络标准的通信基站和边缘数据中心，预计随
着 LTE-V 2019 年开始建设。当前国内企业包括大唐、华为、东软、星云
互联、千方科技、车网互联、万集科技等均可提供支持 LTE-V2X 的 OBU
和 RSU 通信终端产品；华为已经推出 LTE-V2X 基站，上海诺基亚贝尔也
将提供 LTE＋MEC 的基站产品，支持 V2I 类应用。 

我们认为，伴随政策及资本加持，道路侧智能化改造有望加速落地。时间
线上，LTE-V 的落地还需要一定过程，当前重点建设智能交通网络对网络
性能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大，我国基于交通安全的需求又日益强烈，因此
智能交通会先于车联网网络框架的建设。当前电子车牌正处于从试点到普
及的进程中，未来几年内将快速普及。我们预计，2022 年电子车牌总市场
规模将快速增长至 542 亿元，其中电子车牌 72 亿元、读写单元 200 亿元，
其他配套 270 亿元。 

图表 6：电子车牌 2018 年起步，到 2022 年推广完成 

 
来源：分析师预测，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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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周行业热点回顾 

2.1 2018 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跃升至 430 个，关注具备资源优势的 IDC
厂商 

Synergy Research Group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超大规模运营
商的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同比增长了 11%，总数达到 430 个。亚太地区
(APAC)和欧洲/中东/非洲地区(EMEA)在新建数据中心数量方面表现突出，
美国仍是云和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主流市场，拥有全球 40%的数据中心。继
美国之后，中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占据着 30%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尚未消退，2020 年我国 IDC 市场规模有望超 1200 亿。
对比 2017 年数据，从绝对增量上来看，2018 年新增超大规模数据中心 40
个，对比上年的 90 个有较大下滑；但从在建数量来看，目前全球有 132
个数据中心处于规划/建设阶段，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 69 个。从地域占
比来看，美国下滑 4pp，主要受到亚太及欧洲地区快速增长的挤兑。我们
认为，受益于云计算飞速发展，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周期远未结束，
但建设速度或产生相对放缓。我国云计算市场处发展初期，IDC 增速远高
于全球水平，未来发展确定性较高。我们预计，到 2020 年我国 IDC 市场
规模有望超 1200 亿元。 

图表 7：2018 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跃升至 430 个  图表 8：2020 年我国 IDC市场规模有望超 1200亿 

 

 

 

来源：Synergy Research，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DC 圈，分析师预测，国金证券研究所 

数据中心逐渐向大规模、集约化、低能耗发展。从全球市场发展趋势来看，
数据中心呈现出数量减体量增的发展趋势。Gartner 统计，截至 2017 年底
全球数据中心共 44.4 万个，预计 2020 年将减少至 42.2 万个；而机架数量
将由 493 万增至 499 万。此外，针对数据中心建设密度及能耗指标，2018
年我国一线城市陆续推出相应政策进行限制。18 年起北京市中心城区禁止
新建或扩建，全市禁止新建 PUE 超 1.4 的数据中心；上海市到 2020 年新
增机架数控制在 6 万架以内，PUE 在 1.3 以下。我们认为，云计算推动下
未来我国数据中心将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过去老旧的微、小型数据中
心将逐渐被淘汰；同时在政策推动下，数据能耗将持续下滑，推动企业
Opex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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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全球数据中心数量递减，规模增加 

 
来源：Gartner，国金证券研究所 

一线城市供不应求，关注具备资源优势的第三方 IDC 厂商。我国 IDC 市场
下游需求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及云计算企业，以万国数据 2017
年客户结构为例，互联网及云计算占比达到 79.1%。经济发达、客户聚集
且信息化水平高的一线城市目前 IDC 需求旺盛。但受限于土地资源及能耗
指标，以及政策监管趋严，行业整体呈现供不应求状态。据 Synergy 
Research 统计，2017Q3 全球 20 大城市占了 59%的 IDC 收入。我们认为，
一线城市 IDC 属于高附加值的稀缺性资源，伴随资源及政策监管趋紧，布
局核心地区的厂商议价能力将持续走强；同时未来建设范围将以北上广深
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关注拥有一线城市牌照，资源能力强劲的第三方
IDC 厂商光环新网、宝信软件等。 

2.2 工信部发布 eMTC 频率使用征求意见稿，网络融合优势互补催熟 IoT 发展 

1 月 16 日消息，工信部发布《关于增强机器类通信（eMTC）系统频率使
用有关事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了对 eMTC 基站射频技术
要求、基站设置和干扰协调管理要求等制度。 

eMTC 与 NB-IoT 性能优势互补，国内已具备商用条件。目前我国 LPWAN
以运营商主推的 NB-IoT 为主，从性能上来看，eMTC 与 NB-IoT 相比具备
几点优势： 

1）高速率，eMTC 支持上下行最大 1Mbps 的峰值速率，能够支撑低速视
频、语音等应用场景； 

2）移动性，NB-IoT 仅支持重选，适用于水表、井盖等静态场景。eMTC
支持移动性，可实现无缝切换，更适用于可穿戴设备等场景； 

3）定位性，基于 TDD 的 eMTC 能够在无 GPS 芯片情况下进行位置跟踪，
对于物流等场景有较好适用性； 

4）LTE 网络复用性，eMTC 可基于现有 LTE 网络直接升级部署，目前我
国三大运营商已建成全国覆盖的 LTE 网络，eMTC 较 NB-IoT 能够更快速
实现网络商用。 

我们认为，物联网下游应用细分场景众多，对网络性能要求各不相同，
NB-IoT 难以满足所有场景需求。2018 年以来，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
纷纷大力推动 LoRa 部署；本次工信部的征求意见稿亦是 eMTC 未来商用
的重要信号；物联网时代，NB-IoT、eMTC、LoRa 等网络融合发展能够产
生较好的协同效果，加速产业成熟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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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NB-IoT 及 eMTC 性能对比 

 
NB-IoT eMTC 

频段 FDD FDD,TDD 

部署 LTE 带内，LTE 保护带，独立 LTE 带内，独立 

双工 HD HD/FD 

天线个数 1/2(RxD) 1/2(RxD) 

载波带宽 200KHz 1.4MHz 

上行覆盖 增益：20+dB 增益：15+dB 

下行覆盖 164dB 156dB 

峰值速率 
UL: 250Kbps(MT)/200Kbps(ST) 
DL: 250Kbps 

UL: 1Mbps(FD)/375Kbps(HD) 
DL: 1Mbps(FD)/300Kbps(HD) 

移动性 低速，小区重选 低中高速，小区切换 

时延 秒级 100ms 级 

语音 不支持 支持 

短信 支持 支持 

芯片成本 目标<$1 目标$1-2 

模组成本 目标$2-5 略高于 NB-IoT 

标准引入版本 R13,2016 R13,2016 
 

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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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信板块走势回顾 

本周（2019/01/14-2019/01/18）沪深 300 指数上升 2.37%，创业板指上升
0.63%；通信申万指数下跌 2.13%，其中通信设备指数下跌 2.38%，通信运营
指数下跌 0.53%。 

图表 11：通信板块走势图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申万一级行业上周排名前三：食品饮料（+5.64%），采掘（+4.35%），

钢铁（+4.27%），通信行业（-2.13%）排名第 28。 

图表 12：申万一级行业周涨跌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概念板块中，上周排名前三：云计算指数（ -0.02%），人工智能指数（ -

0.68%），量子通信指数（-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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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通信行业概念板块周涨跌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通信行业个股周涨跌幅排行榜 

周涨幅榜 周跌幅榜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 周涨幅（%）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 周跌幅（%） 

002194.SZ *ST 凡谷 7.85 15.95 600462.SH *ST九有 2.75 -18.4 

603421.SH 鼎信通讯 25.45 11.72 300620.SZ 光库科技 37.75 -15.87 

600198.SH *ST 大唐 12.28 7.60 300711.SZ 广哈通信 19.31 -13.99 

300134.SZ 大富科技 10.87 6.26 002446.SZ 盛路通信 8.02 -12.25 

600804.SH 鹏博士 8.79 5.78 000586.SZ 汇源通信 10.83 -11.59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股价日期 2019/01/18 

 

 

4.风险提示 

 车联网商用进程不及预期； 

 企业上云进度不及预期； 

 5G 商用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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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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