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1 of 15

[Table_MainInfo]
市场快速上涨，关注云计算和网络安全

―― 计算机行业周报

分析师： 徐中华 SAC NO： S1150518070003 2021年 1月 25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情走势

1月 17 日至 1月 22 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05%，上证指数上

涨 1.13%，深证成指上涨 3.97%，创业板指上涨 8.68%，申万计

算机行业上涨 3.15%，其中计算机设备板块下跌 0.71%，计算机

应用板块上涨 3.94%。

 行业动态

Omdia 观察：网络自动化推动运营商 SDN 投资持续到 2024 年

2020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到1656亿 GB 同比增长

35.7%

IDC 日本：2020 年日本 IT 市场同比下降 6.3%

2021 年全球 MCU 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

Omdia 分析：采用 ARM 架构后，苹果将对 Mac 拥有更多控制权

 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神州数码: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高伟达：关于 2020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思创医惠：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投资策略

1月 17 日至 1月 22 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05%，上证指数上

涨 1.13%，深证成指上涨 3.97%，创业板指上涨 8.68%，申万计

算机行业上涨 3.15%，其中计算机设备板块下跌 0.71%，计算机

应用板块上涨 3.94%。本周重点推荐关注云计算和网络安全板

块，股票池推荐关注用友网络（600588）、石基信息（002153）、

启明星辰（002439）和山石网科(688030)。

风险提示：行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业绩存在不确定性等。

行

业

研

究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

业

周

报

[Table_Author]证券分析师

徐中华

010-68104898
xuzh@bhzq.com

[Table_Contactor]

[Table_IndInvest]子行业评级

软件 买入

硬件 买入

[Table_StkSuggest]重点品种推荐

用友网络 增持

石基信息 增持

启明星辰 增持

山石网科 增持

[Table_IndQuotePic]最近一季度行业相对走势

[Table_Doc]相关研究报告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2 of 15

目 录
1.行情走势.......................................................................................................................................................................... 4
2.行业动态.......................................................................................................................................................................... 5

Omdia 观察：网络自动化推动运营商 SDN投资持续到 2024年 .............................................................. 5
2020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到 1656亿 GB 同比增长 35.7%................................................. 6
IDC日本：2020年日本 IT市场同比下降 6.3%............................................................................................ 6
2021年全球MCU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 7
Omdia 分析：采用 ARM架构后，苹果将对Mac拥有更多控制权............................................................ 9

3. A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10
神州数码: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10
高伟达：关于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11
思创医惠：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11

4.投资策略........................................................................................................................................................................ 12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3 of 15

表 目 录

表 1:周行业指数涨跌幅.............................................................................................................................................4
表 2:计算机行业个股涨跌幅榜.................................................................................................................................4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4 of 15

1.行情走势

1月 17日至 1月 22日，沪深 300指数上涨 2.05%，上证指数上涨 1.13%，深证

成指上涨 3.97%，创业板指上涨 8.68%，申万计算机行业上涨 3.15%，其中计算

机设备板块下跌 0.71%，计算机应用板块上涨 3.94%。

个股方面中科创达、蓝盾股份和拓尔思涨幅居前；高伟达、佳发教育和博睿数据

跌幅居前。

表 1:周行业指数涨跌幅

板块名称 周涨跌幅（%）

沪深300 2.05%
上证指数 1.13%
深证成指 3.97%
创业板指 8.68%
SW计算机 3.15%

SW计算机设备 -0.71%
SW计算机应用 3.94%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表 2:计算机行业个股涨跌幅榜

涨跌幅前5
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5

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1 300496.SZ 中科创达 21.87 1 300465.SZ 高伟达 -19.49
2 300297.SZ 蓝盾股份 19.81 2 300559.SZ 佳发教育 -11.20
3 300229.SZ 拓尔思 19.14 3 688229.SH 博睿数据 -9.77
4 002920.SZ 德赛西威 18.97 4 300010.SZ 豆神教育 -9.28
5 688111.SH 金山办公 18.51 5 002530.SZ 金财互联 -8.83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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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动态

Omdia观察：网络自动化推动运营商 SDN投资持续到 2024

年

【C114】来自市场研究公司Omdia的最新报告称，运营商正持续部署运营商 SDN

（carrier SDN）来通过网络自动化的提高实现优化运营效率和提升客户体验。在

过去两年中，确保这种自动化提供统一的“端到端”管理已经变得至关重要。2021

年，运营商将寻找合作伙伴，通过 carrier SDN集成更多自动化，以减少部署、

监控和运营网络基础设施所需的人员和资源。

经过近十年的技术创新、概念验证和商用实施，carrier SDN的好处是众所周知的。

carrier SDN的目标是使尽可能多的网络元素和流程实现自动化，从而通过资源优

化来实现节省成本。2020年 8月，通过对全球所有地区 74家不同规模的运营商

进行调查后 Omdia发现，50%的受访者已经部署了或计划在 2020年底之前部署

carrier SDN。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计划在 2021年部署 SDN。这些采用数据和

预测推动了 Omdia的 carrier SDN预测，该预测将从 2021 年开始每年两更新一

次。

Omdia表示，carrier SDN领域在 2019年成为主流，尽管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增长在 2020年有所放缓，但是到 2024年底，该市场仍有望达到 240亿美元。

carrier SDN硬件（路由器和交换机、WDM设备、视频 CDN 和其他设备）收入

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34 亿美元到 2024 年增至 108 亿美元。在软件方面，SDN

软件（编排、控制器和网络应用）将从 2019 年的 14 亿美元到 2024 年增至 78

亿美元。服务市场将从 2019 年的 28亿美元到 2024年增至 54亿美元。

Omdia运营商网络软件首席分析师 Stephanie Gibbons表示，在整个预测期内，

运营商将继续努力应对软件定义网络的复杂性。然而，行业已充分意识到，必须

对运营网网络软件进行投资，否则就会在云服务提供商和巨头企业通过 5G创新

服务赚钱时被甩在后面。这一预测的其他驱动因素（包括基础设施支持）包括：

基于云的服务交付：随着网络平台集成更多基于云的技术，以及公有云提供商在

电信领域的足迹不断扩大，运营商必须持续进行 SDN 集成，以提高整个网络堆

栈的网络自动化程度。更多的自动化将推动网络资源优化（即节约成本）和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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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交付（即创收）——尤其是基于云的服务交付。

端到端网络和服务管理：为了成功实现网络自动化，运营商必须采用端到端的方

法，这种方法应考虑如何跨多个域自动执行服务和网络流。能够提供洞察、自动

化标准蓝图和住宅服务的供应商，将很容易赢得需要网络和服务编排的运营商合

同。

运营商认为，carrier SDN 将在 5G 领域产生收入。SDN的投资重点将是支持多

云服务和增强网络自动化。尽管如此，随着运营商持续（或开始）进行商用部署，

在 SDN 部署方面仍然存在各种障碍和驱动因素。最大的障碍仍然是部署没有达

到电信级性能，并且将软件集成到现有网络中依然非常复杂。。

资料来源：http://www.c114.com.cn/market/5366/a1151303.html

2020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到 1656亿GB 同比

增长 35.7%

【C114】工信部发布的《2020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和“宅家”新生活模式等影响，我国移动互联网应用需求激增，线上消费

异常活跃，短视频、直播等大流量应用场景拉动移动互联网流量迅猛增长。

2020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到 1656亿 GB，比上年增长 35.7%。全年

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DOU）达 10.35GB/户·月，比上年增长 32%；12月当

月 DOU 高达 11.92GB/户·月。其中，手机上网流量达到 1568 亿 GB，比上年

增长 29.6%，在总流量中占 94.7%。

资料来源：

http://www.c114.com.cn/market/38/a1151262.html

IDC日本：2020年日本 IT市场同比下降 6.3%

【199IT】IDC 日本宣布了日本 IT 市场预测更新。2020年日本 IT 市场预计将比

上一年下降 6.3%，降至 17,1162亿日元。

尽管国内经济受到 COVID-19 蔓延的严重影响，但制造业的供应链动荡现在已经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of 15

消退。受 COVID-19极大影响的是食品和饮料/住宿/运输业。通过采取经济措施，

日本政府旨在平衡经济活动和预防感染。但是，有迹象表明感染会再次传播，并

且公众广泛使用有效的疫苗和治疗剂之前，这种情况仍然无法预测。

按产品划分，软件和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受到订阅模式以及远程办公带来的

协作工具需求等，受 COVID-19 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对服务器的需求正

在恢复。

按行业划分，除教育领域外，COVID-19的影响导致其他所有行业都出现负增长。

影响特别严重的行业领域包括制造、分销、运输、个性化服务和建设。IDC日本

认为，对金融、医疗和政府机构的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由于部署

了与 GIGA学校兼容的 PC以及可以加速学校无线 LAN环境的发展，该行业预计

将尽早恢复。

2021年日本 IT市场将复苏，同比增长 2.9%，但预计 IT支出将在 2022年以后才

能恢复到 COVID-19 之前的水平。2019年至 2024年的年平均增长率（CAGR）

估计为 1.2%，预计 2024年日本 IT市场的规模为 193601亿日元。

资料来源：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86061.html

2021年全球 MCU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

【前瞻产业研究院】随着社会和技术不断与发展，市场对产品的技术水平需求进

一步的提高，MCU 产品正处于技术不断突破、提高性能、降低功耗和大小的阶

段中。物联网等领域的兴起，引导着 MCU行业未来产品市场结构方向。

受益于物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联网节点数量增长、汽车电子的渗透率提升以及工

业 4.0对自动化设备的旺盛需求等各产业升级因素影响，近五年全球 MCU 出货

数量和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根据 IC Insights的数据显示，全球 MCU产品出

货量从 2015年的 22058百万个增长至 2020年的 36065百万个，其市场规模从

2015 年的 15945 百万美元增长至 2020 年 20692 百万美元，MCU 平均单价从

2015年的 0.72美元提升至 2020年的 0.78美元。

随着物联网终端需求推进，未来汽车驾驶信息系统、油门控制系统、自动泊车、

先进巡航控制、防撞系统等 ADAS系统对 32位 MCU芯片需求量将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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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开发环境不断提升，8位与 32位 MCU价差正逐步缩小。此外，由于

32位 MCU 芯片工作频率大多在 100-350MHz 之间，低功耗成为 32位 MCU 芯

片核心竞争力。

根据 IC Insights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 MCU行业下游市场主要分为汽车

电子、工控/医疗、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其中汽车电子是最大的下游应用市场，占

比达到了 33%。据此推测，车载和工控领域将是 MCU行业未来在全球市场中开

拓的主要目标市场。

全球MCU应用以汽车电子、工控/医疗为主，高规格 32位 MCU占据主导地位。

从 MCU终端应用市场分布来看，根据 IC Insights数据，2019年全球 MCU下游

应用(以销售额计算)主要分布在汽车电子(33%)、工控/医疗(25%)、计算机(23%)

和消费电子(11%)四大领域。

同时，随着汽车电子、工控/医疗等领域对 MCU计算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先进

制程工艺带动 32位 MCU成本下降，MCU产品规格持续向 16/32位迭代。

从 MCU行业竞争格局观察，全球主要供应商仍以国外厂家为主，行业集中度相

对较高，国内 MCU 芯片厂商仅在中低端市场具备较强竞争力。全球 MCU 厂商

主要为瑞萨电子(日本)、恩智浦(荷兰)、得捷电子(美国)、英飞凌(德国)、微芯科

技(美国)、三星电子(韩国)、意法半导体(意法)、赛普拉斯(美国)。

根据 IC Insights公布的全球 MUC芯片企业竞争情况分析，各大厂商为争夺市场

份额，积极布局强劲增长的物联网应用领域，并在 MCU 厂商之间发生数起大规

模并购事件。例如，瑞萨电子(NXP)在 2015 年以 118亿美元收购飞思卡尔，完

成了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布局;微芯科技(Microchip)在 2016年完成对 Atmel的收购

等。

2020年上半年，受到全球 IC行业下行周期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等因素影响，全球

MCU 市场增速有所放缓。相对于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而言，亚洲国家在

工业化升级方面有着更大的提升空间。

以中国为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工业自动化有迫切的需

求。因此根据以往数据进行推算，预计 2026年全球 MCU市场规模将从 2020年

的 207亿美元增长至 285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10122-bd9c019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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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ia分析：采用 ARM架构后，苹果将对Mac拥有更多控

制权

【C114】来自市场研究公司 Omdia的最新报告表示，苹果发布了其最新的 Mac

和 MacBook系列产品，这些产品采用了类似其手机和平板电脑芯片的基于 ARM

架构的苹果自主设计芯片。苹果承诺，新芯片将为 MacBook 提供有史以来最好

的电池续航时间，并支持所有 iOS和 iPadOS应用程序和游戏在Mac上直接使用。

此举发生在苹果将 Mac系列从 PowerPC转向英特尔处理器的 15年之后。

在面临 PC市场持续逐渐衰退的情况下，苹果的 Mac业务保持了出色的表现。在

过去五年中，苹果Mac业务的年收入一直稳定在230亿至260亿美元之间。Omdia

首席分析师 Daniel Gleeson 认为，苹果放弃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举动，不仅会提

升苹果在Mac产品上的利润空间，也会使苹果在Mac架构以及如何轻松地将Mac

整合到更广泛的苹果生态系统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在苹果收购了英特尔modem

业务之后，将 Mac 切换至能耗更低的 ARM架构，也可以被看作为 MacBook推

出大规模集成 5G技术的预热动作。

不过，Daniel Gleeson指出，主要的影响将体现在内容生态系统中。苹果正在为

现有Mac应用程序提供支持，从而移植到新系统上，鉴于苹果在执行这些转换方

面比任何公司的经验都更丰富，Omdia认为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重大问题。而且，

把 iOS应用程序和游戏引入 Mac，将可以弥补 Mac在游戏领域的明显短板。虽

然大多数大型游戏都可以在 Mac上操作，但苹果难以吸引 PC游戏的长尾效应，

许多游戏玩家选择使用Windows虚机软件（如 Parallels）来玩游戏。

虽然典型的手机游戏不会立即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相融合或与玩家们的体验期

望相吻合，但更广泛的潜在市场将吸引众多游戏开发者扩大支持范围，并进一步

模糊手机游戏和传统游戏之间的界限。苹果希望将更多的 iOS 内容带到 Mac 上

可以吸引更多游戏用户，而 Mac内置支持也将提高 iPad和 iPhone游戏的质量。

例如，不难想象，可以添加对能够同时在 Mac、iPad和 iPhone上运行的外部游

戏控制器的支持。

资料来源：http://www.c114.com.cn/market/5366/a1150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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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神州数码: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0 年 4月 21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同意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并同意

就上述授信和其他事项授权董事长和相关业务负责人决定，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等额 500亿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

押担保等；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 500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该担保事项按照控股子公司的审议程序决定，控股子公司应在其履行审议程序后

及时通知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近期就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

与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项签署了《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

民币 3.86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近期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支行与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6.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近期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关村支行与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9.8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融资

贷款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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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期就烟台牡丹智慧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的贸

易事项签署了《担保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6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高伟达：关于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9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年 11月 25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号——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要求，现将公司 2020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最新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及银行账户已开立完毕，认购

资金已划转完成，尚未购买公司股票。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

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思创医惠：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思创医惠”）于 2021 年 01

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瑞思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广

州理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理德”）33%股权转让给广州亿德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德科技”)，股权转让价格为 426.20万

元；将持有的广州理德 15%股权转让给张海军，股权转让价格为 193.8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州理德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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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策略

1月 17日至 1月 22日，沪深 300指数上涨 2.05%，上证指数上涨 1.13%，深证

成指上涨 3.97%，创业板指上涨 8.68%，申万计算机行业上涨 3.15%，其中计算

机设备板块下跌 0.71%，计算机应用板块上涨 3.94%。本周重点推荐关注云计算

和网络安全板块，股票池推荐关注用友网络（600588）、石基信息（002153）、

启明星辰（002439）和山石网科(688030)。

风险提示：行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业绩存在不确定性等。



计算机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3 of 15

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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