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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大会展望：智慧物联、自主可控方面的进展可能是两大看点 

2019 年 9 月 18-20 日华为将在上海举办第四届 HUAWEI CONNECT。此次发布

会预计将围绕“云+AI+5G+IoT”，可能的看点：第一，智慧物联领域，有望挖掘

更多的应用场景，以及公布新的基于 AI 和云的物联设备。第二，自主可控领域，

关注新品的发布，以及更多的自主可控领域企业逐渐适配带来的生态完善。 

 华为的“全连接”：C端到B端全覆盖，背后是核心能力的支撑 

华为实现“全连接”的两种能力：1）C 端和 B 端海量终端入口，具备实现万物物

联的基础。华为 2019 年 2 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 15.8%，居

全球第二位；2019 年第一季度国内可穿戴设备市场份额为 18.5%，排第二位。

车联网有望成为万物物联的又一个重要入口，而华为具备芯片等端上能力、传输

能力、云计算以及解决方案等关键能力。 

2）物联网背后的能力：5G、云、AI 和芯片等核心科技的支撑。第一， 5G 时

提升了通信能力，华为在 5G 产业链具备较强实力。第二，华为云市场份额不断

提升，2019 年一季度占国内云计算市场份额为 5.2%，为万物物联奠定基础。第

三，全栈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及核心科技能力。 

 核心科技的布局：国产替代大潮下鲲鹏生态有望持续发力 

布局核心科技，多领域芯片持续落地。手机领域的麒麟 980、990 处理器，5G

领域巴龙 5000 基带芯片以及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服务器领域鲲鹏

920(Kunpeng 920，AI 领域的华为推出昇腾 910 和昇腾 310 芯片。 

围绕自主可控，鲲鹏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鲲鹏 920 在性能等方面都达到较

高水平，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里程碑。另一方面，与华为泰山服务器等环节逐渐形

成良好生态为国产替代提供更多切实可行选项。 

鲲鹏体系可能将在国产替代大潮中迎来机遇。第一，华为在国产替代市场中具有

较为重要的地位，有利于鲲鹏生态的不断推广。第二，鲲鹏生态逐渐完善。华为

鲲鹏 920 芯片与泰山服务器已经与中国软件等大量自主可控领域科技企业合作，

逐步实现和鲲鹏生态的适配。 

相关项目已有落地。厦门、深圳、上海、重庆以及成都相继宣布了鲲鹏生态的合

作内容，超过 80 家合作方的应用往华为鲲鹏云服务上移植，具体项目包括南方

电网深圳供电局软硬件全国产化项目等等。 

 投资建议 

华为全连接大会召开在即，建议关注以下两个方向：1. 和智能物联网相关的公

司可能迎来利好，推荐四维图新、中科创达、海康威视。2. 参与华为产业链或

鲲鹏体系的上市公司可能迎来利好，推荐润和软件、用友网络、 北信源、中国

软件、太极股份。 

 风险提示 

鲲鹏体系生态建设不及预期，在国产替代中的渗透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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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已开启，核心科技价值凸显 

                                            —华为 2019 年全连接大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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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会展望：智慧物联、自主可控可能是两大看点 

根据华为官网，2019 年 9 月 18-20 日华为将在上海举办第四届 HUAWEI CONNECT，

分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最新实践。过去三年华为的全连接大会围绕云、AI 等主题，发布了一

系列战略以及昇腾 910 和 310 等产品。 

表 1：过去三年华为全连接大会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时间 主题 核心战略及主要产品 

2016 
塑造云时

代 

核心战略：上不做应用，下不碰数据；以客户为中心，聚焦 ICT 基础设施，提供

创新的云技术；成为客户优选的伙伴；积极参与云生态建设。中国的企业走向海

外，国际的企业走向中国，需要一张全球化的云，统一的 API，统一的架构，统一

的生态，华为与全球的运营商和其他关键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企业打造一张面向

全球的云化网络，让企业更多的获取云的价值 

发布产品：发布基于 FusionCloud 的 31 款云服务、FusionStorage 6.0 云存储与

FusionStage PaaS 平台，发布 SDN 统一控制器 Agile Controller 3.0 以及敏捷网

络创新方案 CloudCampus 与 CloudVPN，发布新一代全闪存系统 OceanStor 

Dorado V3 

2017 云领未来 

核心战略：成立 Cloud BU，长期战略投入公有云，打造未来的云联盟，依靠技术、

安全、服务和分享的基因，帮助用户做好数据变现。搭建开放合作的全球共享平

台，联接智能、数据、万物，紧密的聚合合作伙伴，开发丰富的应用，实现简单

快速创新 

发布产品：华为云企业智能（EI）服务正式发布（基础平台服务、通用服务、场

景解决方案、异构计算平台），推出 IoT 云服务，发布了“IoT解决方案伙伴计划”，

发布面向 AI、公有云等场景的新一代智能云硬件平台 Atlas 

2018 

全栈全场

景，实现

普惠 AI 

核心战略：发布 AI 战略（打造全栈方案、解决方案增强、投资基础研究、内部效

率提升以及投资开发生态和人才培养）和全栈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华为打造从芯

片到框架，再到边缘、终端的全栈 AI 架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以不同的产

品形态、技术体系调用华为的 AI 服务，自由选择所需技术组合，达成一体化自动

化，多层次精确部署 AI 模型。 

发布产品：全球首个覆盖全场景人工智能的华为昇腾 910 和 310 两款芯片以及基

于华为 Ascend（昇腾）系列芯片的产品和云服务，发布 Atlas 智能计算平台，计

划在未来三年支持 100 万人工智能开发者和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TechWeb，民生证券研究院 

此次发布会预计将围绕“云+AI+5G+IoT”，发布相关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可能

的看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智慧物联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再到各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华

为的物联网生态圈不断趋于完善。此次大会有望在更多的应用场景（车联网、城市智慧管理等）

以及基于 AI 和云的物联设备上带来更多尝试。 

第二，自主可控的鲲鹏生态有望进一步丰富。一方面，继“鲲鹏 920”、泰山服务器后，华

为有再次公布新品的可能。另一方面，自主可控产业链的切入在于生态的培育，目前已有多个

国内自主可控领域企业与鲲鹏生态适配，此次大会有望在合作生态上进一步完善，进而让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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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在国产替代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华为的“全连接”：C 端到 B 端全覆盖，核心能力支撑 

1. C 端、B 端全面布局，物联网入口端具有明显优势 

对于华为的“全连接”，主要由于华为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在 C 端和 B 端拥有大量的物联

网终端入口，具备实现物联的基础；二是在云、5G、AI 等领域具备较强能力，特别是通过对

一系列芯片的布局，形成了从核心到应用的完整生态。 

C 端：以手机为主，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设备不断渗透，拥有海量物联网入口。根据

Gartner 数据，华为 2019 年 2 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 15.8%，较去年同期

的 13.3%有所提升，市场份额上已在全球居第 2 位。另一方面，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不断

渗透，市场份额的领先也让华为能够有更多物联网入口。 

B 端：华为凭借云计算、服务器、通信设备等资源的长期布局，目前已经深入到政府、公

安、交通、电力、金融、制造、教育、医疗、能源、零售等多个行业，潜在空间大。 

图 1：2019 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图 2：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IDC，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DC，民生证券研究院 

车联网有望成为万物物联的又一个重要入口，而华为具备传输等关键能力。2019 年 4 月

上海车展上，华为正式提出进军汽车领域，具体业务布局包括云服务、智能网联、智能驾驶、

智能互联、智能能源五大方向。 华为将自身主要定义为 Tier 1，同时收获了大量合作：与车

机厂商、车企、应用开发厂商(如 QQ 音乐、四维图新等)达成合作。我们认为华为在 5G 时代

的车联网领域有如下能力： 

第一，端上能力，即华为的智能驾驶芯片和车联网终端设备。昇腾 310、昇腾 910 芯片

可用于智能驾驶，巴龙 5000 则是全球首个支持 V2X 的多模芯片，可用于车联网、自动驾驶，

同时鸿蒙操作系统也将车联网作为主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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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输能力。5G 时代车联网将快速发展，但车与车、车与路之间的通信还要靠车载

模块，华为于今年 4 月份公布了全球首款专为汽车行业设计的 5G 通信硬件——MH5000，基

于 Balong 5000 芯片，具备单芯多模、高速率、上下行链路解耦、支持 SA 和 NSA 双模组网、

支持 C-V2X 等特性，让车载终端具备高速率、低延时的 5G 移动通信能力和车路协同通信能

力。 

第三，云计算能力。车联网普及后产生大量数据，需要及时处理，这对云端的计算能力提

出考验。在华为云的基础上，华为提出云自动驾驶云服务 Octopus，基于华为云，提供自动驾

驶数据、训练以及仿真三大子服务，助力车企开发者快速开发自动驾驶产品。 

第四，解决方案能力。HUAWEI HiCar 是华为提供的人-车-家全场景智慧互联解决方案，

通过向手机和车机端提供标准化的开发控件，将移动设备和汽车连接起来，把手机的应用和服

务延展到汽车。同时，HiCar 能够接入华为在 AI 等方面能力，让手机与车机实现更深度的结

合。 

图 3：华为的车联网布局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 物联网背后的能力：5G、云、AI 和芯片等核心能力的支撑 

物联网背后的能力：5G、云、AI 和芯片。第一，如果通信能力没有或者通信能力差，那

么万物物联没法实现。第二，物联网时代大量终端产生大量数据，且需要存储、分析和处理（具

有实时性），背后没有强大的云计算资源是难以支撑的。第三，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且达到

一定能力，保证物联网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由于芯片等核心技术涉及到自主可控，因此我们将

放在下一个大部分单独论述。 

5G：通信能力明显提升，华为在 5G 产业链具备较强实力。以车联网为例：更加契合车

联网的需求：速率、时延、连接数和移动能力都与车联网需求相配。具体来看，速率上提升了

100 倍左右，时延降低了 30-50 倍左右，连接数提升了 100 倍左右，移动性提升超过 1 倍。 

在 5G 领域，华为实现了接入网、传输网、核心网系列产品的覆盖，包含大量细分产品，

•全球首款为汽
车设计的5G通
信硬件MH5000 

•自动驾驶云服
务Octopus 

•昇腾310、昇腾
910芯片 

•巴龙5000 

•HUAWEI HiCar 

解决方
案能力 

端上能
力 

传输能
力 

云计算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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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确保在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 

图 4：4G 与 5G 的基本特点对比 
 

图 5：5G 领域华为在研发、合作、技术等领域领先 

 

 

 

资料来源：天极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云计算：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为万物物联奠定基础。早在 2010 年，华为就提出了云计算

策略。但直至 2017 年，华为才大举进入云计算市场，因此华为市场份额 2018 年还较小，但

是增长迅速。根据 IDC 公布的国内云计算市场份额，2018 年华为云占国内云计算市场份额仅

为 0.9%，但 2019 年一季度就提升到了 5.2%。 

AI：全栈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及核心科技能力。从技术上看，包括芯片、芯片使能、训练

和推理框架和应用使能在内的全堆栈方案，从场景来看，包括公有云、私有云、各种边缘计算、

物联网行业终端以及消费类终端等全场景的部署环境。 

图 6：华为的全栈、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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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到2013年，华为投资5G技术研究超6亿美金；
2017年-2018年，华为投资5G产品开发近14亿美金 

研发投入领先 

•截止2019年1月，华为全球5G商用合作伙伴最多，高达
50+；华为已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
发往世界各地 

商业合作领先 

•行业唯一能够提供包括商用5G CPE的5G端到端产品与解
决方案的厂商，技术成熟度比同行至少领先12个月到18
个月 

端到端技术成熟 

全栈 

Ascend： AI
芯片 

CANN：芯片算
子库等开发工

具 

MindSpore，
统一训练和推

理框架 

应用使能：提
供全流程服务

等方案 

全场景 

面向内部 

电信运营商：
SoftCOM AI 

消费者：HiAI 

企业、政府、
全社会：云EI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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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雷锋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三、核心技术的布局：国产替代大潮下鲲鹏生态有望持续发力 

1. 布局核心科技，多领域芯片持续落地 

华为在芯片领域主要在手机、5G、AI、服务器几个领域。1）手机领域，华为连续推出麒

麟 980、990 处理器，性能上不输同期的骁龙处理器。2）5G 领域，华为推出巴龙 5000 基带

芯片以及全球首款 5G 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3）服务器领域，2019 年 1 月华为宣布推出

ARM-based 处理器——鲲鹏 920(Kunpeng 920)。4）AI 领域，华为推出昇腾 910、昇腾 310

芯片，用于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边缘计算等低功耗的领域。 

表 2：华为主要芯片功能及应用领域、架构基础总结 

芯片名称 应用领域 技术优势 基于架构 

麒麟 990

处理器 
手机芯片 

麒麟 990 5G 是全球首款旗舰 5G SoC 芯片，采用业界最先进

的 7nm+ EUV 工艺制程，首次将 5G Modem 集成到 SoC 上；

板级面积相比业界其他方案小 36%，在一颗指甲大小的芯片上

集成了 103 亿晶体管； 

华为自研达

芬奇架构

NPU 

巴龙 5000 
5G 基带芯

片 

世界上首款单芯片多模 5G 基带芯片，同时还支持 2G、3G、

4G、5G 合一的单芯片解决方案。与高通同为台积电 7nm 工

艺，不落后。基于 5G NR+LTE 模式下最快可以实现 7.5Gbps，

理论峰值上稍强于高通 

- 

华为天罡 
5G 基站核

心芯片 

全球首款 5G 基站核心芯片，尺寸缩小 55%，重量减小 23%，

功耗节省达 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 4G 基站节省一半时间。

支持超宽频谱，可以支持 200 兆频宽，可以让全球 90%的站

点在不改造市电的情况下实现 5G。 

- 

华为鲲鹏

920 

服务器芯

片 

基于 ARMv8 指令集研发的高性能服务器处理器，同样是 7nm

工艺，最多 64 核心，支持 8 通道 DDR4 内存及 PCIe 4.0 协议，

相比竞品内存带宽提升了 46%，网络带宽提升 4 倍 

ARM 架构 

昇腾 910、

昇腾 310 
AI 芯片 

昇腾 910 是目前全球已发布的单芯片计算密度最大的 AI 芯

片之一，用于智能驾驶等 AI 场景；昇腾 310 是华为发布的第

二款芯片是面向边缘计算产品最强算力的 AI 芯片之一，用于

数据中心的训练和推理 

华为自研达

芬奇架构

NPU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网易智能，民生证券研究院 

2. 围绕自主可控，鲲鹏具有重要意义 

鲲鹏处理器是华为在 2019 年 1 月向业界发布自主可控的、高性能数据中心处理器。鲲鹏

920 有 64 个内核，工作频率高达 2.6 GHz；支持 8 通道 DDR4，以及一对 100G RoCE 端口；

内存带宽超出业界主流 46%。在典型主频下，芯片的 SPECint Benchmark 评分超过 930 分，

超出业界标杆 25%，能效比优于业界标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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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鲲鹏 920 的性能展示 

 

 

资料来源：华为官方公众号，民生证券研究院 

尽管鲲鹏 920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性能较为优异的服务器芯片，但是与 2019 年 4 月英特

尔发布的二代 Xeon Scalable（Xeon Platium 9200/8200）对比来看，在性能上还是有一定差

距，未来有一定的发展和赶超空间。 

表 3：英特尔二代 Xeon Scalable 芯片与华为鲲鹏 920 芯片对比 

 
英特尔 华为 

最新服务器芯片产品 
二代 Xeon Scalable（Xeon Platium 

9200/8200） 
鲲鹏 920 

核心数 
Xeon Platium 9200/8200 下四款产

品，分别能达到 32、32、48 及 56 
可以支持 32/48/64 个内核 

工作频率 睿频高达 4.0GHz 主频可达 2.6GHz 

工艺 14nm 7nm 

整体性能及生态 单核性能强，生态完善 

往往用更多核核心数量去提升性能，导致

芯片面积偏大，再加上出货量相对较少，

导致整体成本偏高。同时，由于整体市场

占比长期低于英特尔，因此生态也不及英

特尔完善 

资料来源：与非网、快科技，民生证券研究院 

鲲鹏 920 的意义重大：第一，性能等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为国产替代提供更多切实可行选项，与华为泰山服务器等环节逐渐形成良好生态，对国

内自主可控形成强有力支撑。 

3. 鲲鹏体系可能将在国产替代大潮中迎来机遇 

客观来说，ARM 服务器想要弯道超车仍需时间。根据集邦咨询半导体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服务器用处理器中，X86 架构处理器占整体服务器市场约 96%，ARM 架构的服务器在生态上

明显处于劣势，不容易短期内在商用端对英特尔、AMD 等 X86 服务器形成赶超。 

•基于7nm工艺制程打造，由华为自主设计 

工艺 

•内建64个内核，主频2.6GH，配对8通道DDR4内存，相比竞品内存带
宽提升了46%、总I/O带宽提升66%，网络带宽提升4倍 

内核、频率、内存及带宽 

•鲲鹏920得分超过930分，比行业基准高出近25%，同时功耗降低30%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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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产替代大潮下，华为的 ARM 架构的服务器可能将有一定机遇。第一，华为服务器

出货量排名前列，在国内国产替代市场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从 2018 年国内 X86 服务器

出货量来看，华为在国内排在第二位。自身在国产替代中的重要地位，为鲲鹏的普及推进奠定

重要基础。 

图 8：2018 年全年国内 X86 服务器市场份额（按出货量） 

 

 

资料来源：IDC，民生证券研究院 

第二，鲲鹏体系自主可控生态不断完善。华为鲲鹏 920 芯片与泰山服务器所涉及的是国

产替代的核心领域，再加上已经与众多国内的科技企业有合作，未来生态有望不断完善。在自

主可控紧迫性不断提升，产替代、特别是国产办公替代不断加速的情况下，华为的鲲鹏体系有

望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表 4：与华为有合作的计算机板块上市公司 

公司 合作内容 

润和软件 

研发外包：与华为的合作始于 2010 年，是华为体系内少数的以咨询服务、软件产

品、解决方案等为主营业务的技术合作伙伴，在软件研发外包体系内，润和与华为

的战略匹配度名列前茅。2018 年，凭借专业的技术交付能力在华为的评比和考核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芯片、AI 等领域：深度参与了华为海思系列芯片的研发，同时华为是润和 HiHope

最重要的生态合作伙伴 

用友网络 

双方将基于用友企业云服务和华为 GaussDB 数据库打造国产化解决方案。根据协

议，华为将提供基于鲲鹏的数据库产品，并协同用友完成大型企业数字化平台 NC 

Cloud 等产品对 GaussDB 的适配 

北信源 

获邀加入华为安全商业联盟；与成都鼎桥通信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双方优

势产品、解决方案进行集成研发，鼎桥是华为旗下通信设备、操作系统平台解决方

案供应商 

东方国信 

在鲲鹏产业方面，尽快落实 TaiShan 服务器与大数据应用集成测试，改造东方国信

大数据应用系统支持华为 TaiShan 服务器；在大数据分析应用方面，进一步深化智

慧城市领域合作；在数据库领域，重点深入研究大数据与数据库的产品技术及解决

方案 

东方通 
已经完成了应用服务器中间件 TongWeb 等产品与鲲鹏云兼容适配认证，成为“华为

云鲲鹏凌云计划”生态伙伴 

神州信息 华为四家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实现了神州信息核心业务系统、数据平台和支付平台

24.5% 

17.9% 

17.3% 

10.3% 

9.2% 

9.2% 

2.7% 
2.2% 

6.7% 浪潮 

华为 

戴尔易安信 

新华三 

联想 

曙光 

ODM厂商 

宝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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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品，与华为内置鲲鹏芯片的 TaiShan 服务器和 GaussDB 数据库充分适配，

打通了关键业务应用向新型基础软硬件环境迁移的实践路径，同时实现了微服务架

构与华为云的深度融合 

中国软件 华为 GaussDB 数据库与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完成兼容性互认证测试 

长亮科技 
华为&长亮金融云核心银行联合解决方案，构建在私有云之上的银行核心业务系统，

可助力金融机构快速实现互联网金融业务转型 

太极股份 

与华为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主要聚焦政府、金融、制造、能源等行业，将推动双

方共同打造开放兼容的产业生态体系，孵化有竞争力的行业解决方案，支撑各行各

业的 ICT 产业数字化转型 

四维图新 

今年 4 月上海车展上达成合作。四维图新目前有芯片、车联网相关产品，华为在 Tier 

1 领域的能力有望帮助四维图新加快销售 

高精度地图时代大量数据需要存储和更新，华为的云计算资源有望产生协同效应 

车联网、车路协同等其他服务 

中科创达 
与华为有智能计算平台、边缘计算等领域等多种业务合作，并为了共同丰富 NB-IoT

开发者生态，联合华为 LiteOS 发起全球 NB-IoT 开发板众筹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相关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第三，相关项目已有落地。厦门、深圳、上海、重庆以及成都相继宣布了鲲鹏生态的合

作内容，超过 80 家合作方的应用往华为鲲鹏云服务上移植，具体项目包括南方电网深圳供电

局软硬件全国产化项目等等。 

表 5：华为鲲鹏体系目前主要的合作项目 

合作项目 具体内容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软

硬件全国产化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中国电力行业首次部署应用华为鲲鹏、昇腾处理器生

态系统，涵盖处理器、服务器和存储等，并自研应用迁移平台，逐步实现该

局 IDC（信息数据中心）软硬件资源国产化的成功测试 

成都市政府与华为公司

签订《华为鲲鹏生态基地

项目合作协议》 

成都与华为公司签订鲲鹏生态基地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成都将与华为

共建鲲鹏转化平台、鲲鹏行业解决方案孵化平台等，推动软件开发商的操作

系统、数据库、中间件、行业软件应用等向鲲鹏迁移 

资料来源：新华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四、投资建议 

华为全连接大会召开在即，将有以下几个方向可能受到利好：  

1. 和智能物联网相关的公司可能迎来利好，重点公司如下： 

四维图新：与华为在车联网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中科创达：与华为有智能计算平台、边缘计算等领域等多种业务合作。 

海康威视：视频监控领域龙头，以视频为核心，打造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 

2. 参与华为产业链或鲲鹏体系的上市公司可能迎来利好，重点公司如下： 

润和软件：华为多年的合作伙伴，在软件研发外包体系内与华为的战略匹配度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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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逐步完成自身产品与华为 GaussDB 数据库的适配，完善鲲鹏生态。 

北信源：与华为的多个合作落地，包括获邀加入华为安全商业联盟；与成都鼎桥通信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等。 

中国软件：华为 GaussDB 数据库与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完成兼容性互认证测试。 

太极股份：与华为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推动鲲鹏产业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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