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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行业要闻及简评：1）汽车数据安全景气度高升，快速发展导向明确。我

国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发展迅速，但在汽车数据安全领域仍处于初期阶段。

在需求明显提升、重磅监管政策出台的大背景下，汽车数据安全市场将迎

来巨大的增长空间。2）华为中国生态大会 2021 在深圳召开，鸿蒙操作系

统 2021 年在智能终端领域应用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预计搭载该系统的设

备数量将达 3 亿台，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两端的生态建设也将提速。 

 重点公司公告：1）东方国信公告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2）盈建科公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一周行情回顾：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0.03%，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6%，行业跑输大盘 0.49pct。年初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

指数累计下跌 9.31%，沪深 300 指数累计下跌 1.48%，计算机行业指数累

计跑输 7.83pct。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整体 P/E（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48.25。计算机行业 266 只 A股成份股中，70 只股

价上涨，0 只持平，195 只下跌，1 只持续停牌。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计算机行业目前正处在市场底部，反弹迹象已经开

始显现。从一季度的持仓情况看，持续下滑之后维持在较低位置，不足 3%。

从行情走势来看，计算机指数已经开始回稳，重点板块如工业软件、大安

全（含新创）、云计算等板块表现相对较好，随着政策环境和行业基本面

的持续向好，行业指数将有望触底回升。建议关注政策导向明确、需求旺

盛的细分子板块。当前，政府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是产业数字化，尤其是

第二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的融合，工业软件、终端产品智能化（尤其是汽

车）也都是重要方向。同时，我们看到，2021 年的网络安全产业也在继

续向好，新兴安全领域，如工控安全、汽车数据安全、云安全和数据安全

都将是业界关注的重点。强烈推荐广联达和中科创达，推荐深信服、安恒

信息、科大讯飞、盈建科、中科曙光，关注中控技术。 

 风险提示：1）供应链风险上升。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较高，计算机行业

对全球尤其是美国的 IT产业链的依赖依然严重，被“卡脖子”的风险依然

较高。2）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国产软硬件、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

和智能汽车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如果后

续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发展可能面临困难。3）企业或者政府支出不

及预期。由于全球疫情蔓延，我国经济增长压力依然较大，企业资本支出

或者政府财政支出可能依然谨慎，而我国计算机行业多以 To B 或者 To G

为主，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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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要闻及简评 

1、汽车数据安全受监管和业界关注，市场潜力开始释放 

5 月 20日，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召开，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在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周鸿祎指出，当下，国内的智能网

联汽车制造水平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但是汽车联网后的安全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行业需要一套智能网联汽车的

安全解决方案。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对整个行业的数据采集和应用划定了相应的红线和标准，将有效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形成信息安全

和技术进步协同发展的趋势。（新浪科技 5/20） 

简评：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热门赛道，据国家发改委预计，2025年中国的智能汽车渗透率将达到 80%，数

量将达到 2800万辆；2030年渗透率将达到 95%，约为 3800万辆。汽车产业在与 IT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下，对于安全的

需求已不仅限于道路交通安全，而在汽车数据安全防护领域的需求大幅提高。近年来，汽车信息安全事故不断发生，根据

Upstream Security2020年发布的《汽车网络安全报告》显示，2016年至 2019年，全球汽车网络安全事件数量增加了 605%。

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问题将成为车联网发展中的重点关注内容。 

汽车逐渐向“以软件为中心”的方向转型，运行所产生的数据量大幅增长，安全防护的发展潜力巨大。汽车在智能化、网联

化的过程中，定位由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智能终端，核心部件逐渐由曾经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转变为由芯片、软件以

及数据组成的“汽车大脑”。这些转变需要汽车使用的代码数量激增，并且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车联

网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安全威胁的攻击面也大幅提高，新场景下对于网络安全的需求也随之提升。并且汽车为满足智能化

需求，车身上的传感器数量和种类大大提高，收集、存储数据的种类和数量呈指数级增长，面临的数据泄露、被勒索以及滥

用的风险也将大大提高。网络安全厂商将在智能网联汽车市场的安全防护市场迎来巨大的增量空间。 

政府对于智能网联汽车的网络安全的规划仍在逐步细化，陆续出台相关的政策推进产业发展。2021年 5月，国家网信办发

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是《网络安全法》在汽车领域的落实进一

步细化，对整个行业的数据采集和应用划定了相应的红线和标准。《规定》将成为未来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底层的数据隐私安

全基础，为后续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设立了基本规则，并将有效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健康发展，形成信息安全和技术进

步协同发展的趋势。 

汽车数据安全需求增长快，并且在政策层面的重视程度高。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网络安全，尤其是数据

安全将是重点落地的方向之一。目前，我国多家网络安全厂商，如奇安信、安恒信息等，纷纷在车联网安全领域进行布局，

将助力车联网安全市场的落地。 

2、华为中国生态大会 2021在深圳会展中心召开，鸿蒙操作系统将得到实质性拓展 

5 月 17-18 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举办 “2021华为中国生态大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会议主题为“因聚而

生 有能有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大会上表示，2021 年鸿蒙操作系统源代码全面开源，覆盖手机、平板、车机、智慧屏

及各类 IoT设备。华为预计，2021年底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设备数量将达 3亿台，其中华为 1+8设备预计到年底整体规模

会超过 2亿台，面向第三方合作伙伴的各类终端设备数量超过 1亿台。（新浪科技5/19） 

简评：鸿蒙操作系统是华为打造的面向未来、面向物联网，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可以用于衣食住行为主的消费互

联网，也可以用于 B 端的产业互联网场景。目前为止，鸿蒙操作系统生态已经发展了 1000多个智能硬件合作伙伴，50多

个模组和芯片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包括家居、出行、教育、办公、运动健康、政企、影音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伙伴。2021

年，鸿蒙操作系统有望在智能终端体系取得实质性进步，加上鸿蒙操作系统源代码将全面开源，鸿蒙生态建设提速。在移动

端，鸿蒙将在近期推出新版本，适配的应用数量将显著提升，如果开源能够有效推进，适配的步伐将明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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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点公司公告 

【东方国信】公司公告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发行以 2021年 4月 20日为定价基准日，认购价

格为 7.88元/股，向特定的 10家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01,522,842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4.96 元。（公司

公告 5/21） 

【盈建科】公司公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确定 2021年 5月 19日为首次授予日，以 38.8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94名激励对象授予 60.10万

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公告 5/20） 

三、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计算机行业指数下跌 0.03%，沪深 300指数上涨 0.46%，行业跑输大盘 0.49pct。年初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

机行业指数累计下跌 9.31%，沪深300指数累计下跌 1.48%，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跑输 7.83pct。 

图表1 年初以来计算机行业指数相对表现 
 
图表2 上周计算机及各行业指数涨跌幅表现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计算机行业整体 P/E（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48.25。计算机行业 266只 A 股成份股中，

70只股价上涨，0只持平，195只下跌，1只持续停牌。 

图表3 上周计算机行业涨跌幅排名前 10位个股 

涨幅前 10 位的 跌幅前十位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序号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1 佳创视讯 26.19 116.49 1 荣科科技 -26.67 37.35 

2 天阳科技 26.11 109.72 2 豆神教育 -21.9 38.49 

3 雄帝科技 22.12 34.92 3 *ST赛为 -20.14 22.01 

4 今天国际 20.66 25.55 4 *ST聚龙 -17.96 33.98 

5 中国长城 17.55 28.69 5 ST顺利 -16.96 15.19 

6 麦迪科技 14.69 68.27 6 亚联发展 -15.77 71.72 

7 中科创达 13.6 11.02 7 ST网力 -12.71 3.53 

8 熙菱信息 12.69 35.42 8 海联金汇 -11.55 22.77 

9 德赛西威 12.13 3.96 9 高伟达 -11.46 32.6 

10 朗科科技 9.7 72.43 10 拉卡拉 -10.97 19.64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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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资建议 

行业观点：我们认为，计算机行业目前正处在行情底部，反弹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从一季度的持仓情况看，持续下滑之后维

持在较低位置，不足 3%。从行情走势来看，计算机指数已经开始回稳，重点板块如工业软件、大安全（含新创）、云计算等

板块表现较好，随着政策环境和行业基本面的持续向好，行业指数将有望触底回升。 

投资策略：建议关注政策导向明确、需求旺盛的细分子板块。当前，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是产业数字化，尤其是第二产业与

电子信息产业的融合，工业软件、终端产品智能化（尤其是汽车）都是重要方向。同时，我们看到，今年的网络安全产业也

在继续向好，新兴安全领域，如工控安全、车联网安全、云安全和数据安全都将是业界关注的重点。 

投资标的：强烈推荐广联达和中科创达，推荐深信服、安恒信息、科大讯飞、盈建科、中科曙光，关注中控技术。 

五、 风险提示 

1）供应链风险上升。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较高，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将持续，全球 IT行业产业链更为破碎的风险加

大。计算机行业对全球尤其是美国的 IT产业链的依赖依然严重，被“卡脖子”的风险依然较高。 

2）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国产软硬件、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和智能汽车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

和扶持，如果后续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发展可能面临困难。 

3）企业或者政府支出不及预期。由于全球疫情蔓延，我国经济增长压力依然较大，企业资本支出或者政府财政支出可能依

然谨慎，而我国计算机行业多以 To B 或者 To G为主，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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