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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中国及全球 5G 持续推进，政策继续支持 IDC 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周行业重要趋势： 

中国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2020-2025 年全球 RAN 市场累计收入
将达 2500 亿美元。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SA 网络，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达到 3.65 亿。中国企业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占比
持续全球领先，华为、中兴 5G 设备市场份额超过五成。 

全球角度看，Dell'Oro 预计 2020-2025 年全球 RAN 市场累计收入将达 2500
亿美元，始于 2018 年下半年的全球增长势头变得更加深入和强劲，随着早
期采用者们继续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推出 5G，导致上调了对未来五年的预测。 

工信部印发《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行动计划》要求各地政府按需求将 IDC 发展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引导数
据中心从粗放的机架规模增长向提升算力的高质量发展演进。关键目标有：
到 2021 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 55%以上，新建大型及
以上数据中心 PUE 降低到 1.35 以下。到 2023 年底，全国数据中心机架规
模年均增速保持在 20%左右，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 60%以上，新建大型及
以上数据中心 PUE 降低到 1.3 以下，严寒和寒冷地区力争降低到 1.25 以下。 

本周投资观点： 

近期高景气细分领域（主设备、物联网、视频会议等）业绩超预期、产业逻
辑不断强化，带动细分板块表现较强。短期建议布局中报有望超预期品种，
长期重点关注高景气细分领域、低估值且未来成长逻辑清晰的标的：物联
网/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会议、IDC、光模块、运营商的优质标的。5G 投资
机会核心机会在 5G 网络（主设备为核心）+5G 应用（物联网/车联网+云
计算+视频+流量）： 

一、5G 硬件设备器件： 
1、主设备商：重点推荐：中兴通讯； 
2、光通信：重点推荐：中天科技（新基建+碳中和持续受益）、中际旭创
（全球数通光模块龙头，5G 重要突破）、新易盛（电信+数通光模块）、
天孚通信（上游器件龙头）、光迅科技（全产业链龙头，高端芯片有望自主
化）、博创科技、亨通光电等，建议关注：太辰光、剑桥科技； 
3、交换机/路由器（5G+云计算）：关注：紫光股份、平治信息（家庭终
端订单密集落地，定增拓展 5G 光模块等产品）、星网锐捷； 
4、射频领域：建议关注：科信技术、沪电股份（电子联合覆盖）； 
二、5G 应用端： 
1、云计算：重点推荐：科华数据（IDC 中军+新能源高景气，电新联合覆
盖）、润建股份（通信网络管维龙头，IDC 数据网络、能源网络、信息网
络智能物业）、光环新网、佳力图（精密空调+IDC），建议关注：数据港
（阿里合作）、奥飞数据（小而美 IDC 厂商）、紫光股份、鹏博士、网宿
科技、英维克等； 
2、在线办公/视频会议：重点推荐：亿联网络（UC 终端解决方案龙头,持续
完善产品矩阵）、会畅通讯（视频会议软硬件布局）、星网锐捷（云办公/
云桌面、视频会议）、梦网科技（富媒体短信龙头）等； 
3、物联网/车联网：重点推荐：拓邦股份（电子联合覆盖）、广和通、移远
通信、鸿泉物联（计算机联合覆盖）、威胜信息（通信机械联合覆盖）、
美格智能、移为通信、和而泰（通信和机械军工联合覆盖）；建议关注：有
方科技、乐鑫科技、金卡智能、高新兴、日海智能等； 
三、运营商： 
目前港股三大运营商估值低位，业务趋势向上，持续关注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港股）。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5G 产业和商用进度低于预期，贸易战不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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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组合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1-07-17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000063.SZ 中兴通讯 29.12 买入 0.92 1.52 1.95 2.39 31.65 19.16 14.93 12.18 

002139.SZ 拓邦股份 14.41 买入 0.43 0.58 0.78 0.99 33.51 24.84 18.47 14.56 

002335.SZ 科华数据 15.49 买入 0.83 1.11 1.46 1.92 18.66 13.95 10.61 8.07 

002881.SZ 美格智能 18.99 增持 0.15 0.64 0.99 1.48 126.60 29.67 19.18 12.83 

002929.SZ 润建股份 23.42 买入 1.08 1.46 1.98 2.75 21.69 16.04 11.83 8.52 

300394.SZ 天孚通信 42.91 增持 1.29 1.73 2.29 2.91 33.26 24.80 18.74 14.75 

300628.SZ 亿联网络 77.6 买入 1.42 1.93 2.56 3.28 54.65 40.21 30.31 23.66 

300638.SZ 广 和 通 57.82 买入 0.69 1.09 1.45 1.86 83.80 53.05 39.88 31.09 

600522.SH 中天科技 10.05 买入 0.74 1.00 1.16 1.42 13.58 10.05 8.66 7.08 

688288.SH 鸿泉物联 43.5 买入 0.88 1.33 1.97 2.60 49.43 32.71 22.08 16.73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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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重点行业动态以及观点（07.12-07.16） 

1.1. 5G 最新动态及点评： 

工信部：我国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C114） 

7 月 16 日，国新办举行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表示，我国 5G 产业生态逐步扩大，融合应用日趋活跃，已
经形成系统领先优势。 

一是 5G 网络建设保持领先。目前我们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推动共建共享基站超过 40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达到 3.65 亿。同时加快部署“双
千兆”网络，千兆宽带用户达到 1362 万户。 

二是 5G 产业优势不断扩大。我国企业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占比持续全球领先，华为、
中兴 5G 设备市场份额超过五成。今年 1-6 月份国内 5G 手机出货量达到 1.28 亿部，占比
提升至 73.4%。 

三是 5G 应用赋能融入千行百业态势已经显著。5G 商用两年以来，已经融入到工业、能源、
医疗等各个行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开辟了新
路径、提供了新引擎。 

 

Dell'Oro 报告：2020-2025 年全球 RAN 市场累计收入将达 2500 亿美元（C114）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Dell'Oro Group 的最新预测报告显示，在 2020-2025 年预测期内，全球
无线接入网（RAN）累计收入预计将接近 2500 亿美元，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5G 需求。 

Dell'Oro Group 副总裁兼分析师 Stefan Pongratz 表示：“始于 2018 年下半年的全球增长
势头变得更加深入和强劲，并推动整体 RAN 市场继续出人意料地增长。尽管市场出现了令
人惊讶的上行增长趋势，但我们认为随着早期采用者们继续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推出 5G，短
期内仍有扩张的空间，这导致我们上调了之前对未来五年期的前景预测。” 

这份移动 RAN 五年期预测报告的其他亮点包括： 

（1）RAN 的意外激增主要是由 5G NR 推动的。LTE 大致与预测一致，但 5G NR 收入却实
现了加速增长。 

（2）5G NR RAN 收入将接近 1500 亿至 2000 亿美元。2020-2025 年预测期内基站累计出
货量有望超过 3000 万。 

（3）全球宏基站和 small cell 收发器出货量接近 8 亿。 

 

韩国 LG U+与日本 KDDI 宣布进行 5G 和 6G 技术合作（C114）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电信运营商 LG U+（LG Uplus）本周四表示，该公司已与日本移动运
营商 KDDI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探索 5G 网络技术的新商业应用，并加强合
作，为未来的 6G 网络做准备。 

LG U+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该协议，两家公司的目标是共享各自的 5G 网络技术和解决
方案，并探索最新一代网络的更多应用。 

据悉，LG U+最近加大了利用高速、低延迟网络的新服务的开发力度，例如在集装箱码头
远程操作堆场起重机。 

上述两家移动运营商还将共同开发 6G 技术，旨在为下一代网络构建国际标准。 

报道称，最新的合作协议深化了两家运营商之间的关系，自 2015 年以来，这两家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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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联合采购电信设备、扩展现实技术和智能无人机方面进行了合作。 

 

1.2. 数据中心最新动态及点评： 

万国数据在东南亚首个超大规模园区落地马来西亚（IDC 圈） 

7 月 15 日，中国领先的高性能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服务商万国数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国数据”或“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GDS；港交所股票代码：9698）宣布公
司的数据中心平台首次拓展至东南亚市场，将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建设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园
区。 

目前，万国数据已签署最终协议，于柔佛州努沙再也科技园（Nusajaya Tech Park）购买一
块绿地。该园区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发展迅猛的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紧邻新加坡成熟的数
据中心枢纽。数据中心园区建成后，净机房面积约 22,500 平方米，总 IT 容量达 54 兆瓦，
一期工程（约 18 兆瓦 IT 容量）预计于 2024 年上半年完工。 

  

两天两大国家级数据中心规模投产 中国移动进入“开挂”模式（IDC 圈） 

7 月 13-14 日，中国移动沈阳、大连两大国家级数据中心规模投产。本次建成投产的为中
国移动（沈阳）数据中心Ⅱ园区二期工程和中国移动（大连）数据中心Ⅱ园区一期工程。
中国移动相关项目负责人表示，本次投产的中国移动（沈阳、大连）数据中心两大园区包
含了 4 栋机房楼、2 栋动力中心、2 栋变电站和 1 栋综合楼，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
装机能力 1.5 万余架（服务器 15 万台）。 

工作人员介绍，数据中心目前总机柜 3000 架，预计至年底将增设机柜 7500 架，出口带宽
扩容至 24TB。在 3 到 5 年内，数据中心计划投产总机柜将达到 3 万架，互联网出口带宽
扩容至 60TB。建成后，中国移动（沈阳）数据中心能够满足沈阳 1200 家规上企业和 60

万家中小微企业未来 5-10 年的上云服务需求。 

中国移动（大连）数据中心同样拥有 2 个园区，据大连移动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I 园区
已建成，位于甘井子区，现有机柜 1000 余个。II 园区总投资 40 多亿元，目前一期建设基
本完成，安装机柜 8000 个，已正式投产使用，三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可装机架约 3 万架。 

  

工信部印发《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IDC 圈） 

7 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印发《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 年）》（简称《行动计划》）的通知。《行动计划》首次引入算力指
标 EFLOPS 对数据中心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旨在引导数据中心从粗放的机架规模增长向提
升算力的高质量发展演进，更好推动数据中心的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 

到 2021 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 55%以上，总算力超过 120 EFLOPS，
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 PUE 降低到 1.35 以下。到 2023 年底，全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年
均增速保持在 20%左右，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 60%以上，总算力超过 200 EFLOPS，高性
能算力占比达到 10%。国家枢纽节点算力规模占比超过 70%。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 PUE

降低到 1.3 以下，严寒和寒冷地区力争降低到 1.25 以下。国家枢纽节点内数据中心端到端
网络单向时延原则上小于 20 毫秒。 

  

北京周边这个 1.2 万机架项目 奥飞数据“要了”（IDC 圈） 

继 5 月收购天津盘古云泰 40%的股权后，奥飞数据于 7 月 12 日发布公告，已签订协议约定
以 1.87 亿人民币收购天津盘古云泰剩余 60%股权。天津盘古云泰拟在天津市建设数据中心
项目，本次交易完成后其将成为奥飞数据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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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标的公司天津盘古云泰拟在天津市建设的数据中心项目，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直线距
离约 37 公里，区位优势突出，并已获建设 12,000 个高功率机柜的数据中心的相关核准。
天津盘古云泰全资子公司天津宸瑞中电已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持有该项目土地
的使用权——不动产权证所载的土地面积总计为 50,995 平方米。 

 

1.3. 云视频最新动态及点评： 

Zoom 收购 AI 翻译公司 Kites：计划为视频会议添加实时翻译功能（视频会议那些事） 

6 月 30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Zoom 公司宣布将收购一家名为 Kites（Karlsru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lutions）的公司，该公司关注实时翻译和转录软件，希望利用
Kites 资源，通过为用户提供实时多语言翻译功能，提高会议生产力和 Zoom 效率。 

 

1.4. 光通信最新动态及点评： 

光纤光纤——供需结构看，价格持续探底将加速产能出清，供需格局边际有望持续改善。 

1）国内上一轮光棒新增产能释放接近尾声，并且疫情影响以及价格持续下降承压，将加
速出清中小产能（在经历了 19 年中国移动光纤集采价格由 60 多元直接腰斩至 30 多元之
后，移动 20 年光纤集采价格继续大幅下挫，厂商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2）展望未来，
5G/云计算/物联网/AI 拉动的新一轮流量高增长周期将带动光纤需求新一轮景气，在今年
光纤价格触底中供给端产能将持续出清，未来供求关系将逐步改善，行业有望进入新一轮
景气周期。 

 

1.5. 物联网最新动态及点评： 

物联网从百亿连接向千亿连接迈进，迈向万物智联时代 

2021 年华为用户大会期间，中国移动信息技术中心表示，截至 2020 年底，中移物联卡用
户数超过 8 亿。中国移动自 2002 年开始进行物联网领域的探索，经过 19 年的发展，建成
了全球最大的物联网专用核心网络和运营支撑系统，服务用户超过 8 亿。从 2015 年到 2020

年的 6 年里，中国移动物联网用户数翻 20 番，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约 65%。未来，物联网从
百亿连接向千亿连接迈进，迈向万物智联时代。中国移动将持续深化创世界一流“力量大
厦”战略，加快推进 IOT 技术成熟和生态构建，打造物联网生态联盟，助力行业和社会的
数智化发展，为构建万物互联的美好生活注智赋能。 

 

移动物联网&产业物联网快速发展（C114）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2020 年我国物联
网产业迅猛发展，产业规模突破 1.7 万亿元。预计到 2022 年，产业规模将超过 2 万亿元。
预测到 2025 年，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 80.1 亿，年复合增长率 14.1%。其中中国
蜂窝物联网用户规模实现飞跃发展，从 2015 年的 0.79 亿户增长至 2020 年的 11.36 亿户。
物联网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物联网连接结构逐步重构，产业物联网占
比提速，领军企业致力构建生态合作圈，中小企业则深耕垂直领域。 

我们认为，物联网四大核心驱动，未来行业黄金发展十年： 

1）技术/产品/产业链日趋成熟； 

2）降本增效助力物联网普及； 

3）场景丰富+数据交互&闭环+科技巨头加速入局，释放物联网巨大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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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行业深度信息化，IOT 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1.6. 车联网最新动态及点评： 

工信部范书建：做好四方面工作推动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C114） 

在 7 月 14 日举行的“2021 中国互联网大会智能网联论坛”上，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范书
建发表致辞。他表示，车联网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和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
的产业形态。随着 5G 技术的商用，车联网产业快速发展，行业应用加速渗透，智能化和
网联化的趋势显著，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 4 月国家车联网产业专委
会召开了第四次的全体会议，对车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下一步工
信部将积极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标准引领，落实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
中具有顶层设计和引领规范作用。今年 2 月份国家车联网的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6 个部
分已经全部印发，希望业界抓紧推进，积极探索跨行业标准化工作的新模式来促进车联网
跨行业互联互通。 

二是深化协同创新，推动关键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车联网是典型的跨行业融合的领域，要
加强对重点环节技术创新的支持和引导，发挥好有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作用，促进车
联网 5G 北斗高精度定位的协同发展，并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统筹推进，从整体上增进产
业的竞争力。 

三是落实重点项目，加强基础设施的统筹布局建设。车联网正从试点示范向规范部署转变，
进一步突出条块结合，条是重点要推进高速公路车联网的改造，快就是要抓好国家车联网
的先导区和重点城市的车联网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车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
促进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来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提升提供一个支撑。 

四是加强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安全管理是车联网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要
素，要加快建立车联网数字身份认证体系，推进跨行业跨地区安全通信，加强网络和信息
安全工作，从源头上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水平，切实保障用户信息合法合规收集使用，
促进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1.7. 卫星通信最新动态及点评： 

应急管理部：已与第三方合作，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防灾（C114） 

7 月 14 日，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家灾研院”）与千寻位
置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促进自然灾害防治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领域的
科技创新，支撑构建新时代高效科学的重特大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科技体系。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导航定位、授时、大容量短报
文、地壳形变监测、大气层和电离层环境监测等优势，逐步实现重特大自然灾害风险“超
前感知、智能预警、精准防控、高效救援”应急科技减灾目标。 

面向地震、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极端天气灾害、水旱灾害、城市灾害等重大灾害监
测预警及应急救援需求，双方将展开北斗自然灾害防治及应急救援关键技术攻关，共同突
破极端环境下北斗高精度定位、高精度实时天气监测、“北斗 +”多灾种地表形变监测以
及短报文应急通信等关键技术，形成北斗灾害防治及应急救援系列标准、规范及体系。 

双方还将基于“北斗 + GPS”的对流层、电离层和地壳动力学，联合展开基础科学研究。
基于国家灾研院的地壳动力学、对流层、电离层算法模型及“张衡一号”电磁监测卫星数
据，以及双方的“北斗 + GPS”站网数据资源，联合进行地壳形变监测、对流层暴雨短临
预报、电离层空间天气影响等相关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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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周行业投资观点 

短期看： 

700M 基站集采落地，未来 2.6/3.5GHz 等基站以及光模块等相关产业环节招投标集采将渐
次落地，5G 建设进度和产业链发展预期有望进一步明确。主设备、光通信、运营商、云计
算、物联网/车联网、云视频等细分领域行业景气度持续向上。5G 建设全面推进带动网络-

终端-应用产业链持续成长，云计算加速发展推动数据中心-网络设备-云应用的长期成长，
5G、应用、数据流量发展大逻辑不变。近期建议重点关注中报业绩有望超预期、高景气细
分领域、低估值且未来成长逻辑清晰的标的。 

长期看： 

5G 是通信行业未来发展大趋势，以 5G 网络覆盖为目标的网络建设：2020 年开始进入大
规模建设，5G 基站上量，2021 年行业景气度持续上升，主设备、PCB、基站天馈、光模
块、结构件、小基站等，从预期到兑现（但是承受较大降价压力）； 

以满足流量增长为目标的有线网络扩容：随着 5G 用户渗透，网络流量快速提升，光传输、
光模块等扩容升级迫在眉睫； 

以满足应用和内容增长需求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和物联网硬件终端投资：ISP 厂商基于新应
用和新内容增长，加大云计算基础设施投入，包括 IDC、网络路由交换、服务器、配套温
控电源、光模块及光器件的新一轮景气提升。 

应用端，云视频、数据、物联网/智能网联等行业应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进入重点关注
阶段。 

 

具体细分行业来看：  

1）光通信板块： 

光器件/模块：数通光模块/光器件市场 2020 年进入 400G 规模放量第一年，行业将进入从
100G 向 400G 的迭代周期，未来中国厂商有望实现质与量的新突破。按具体产品看，数通
市场受益海外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提速，以及国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高速发展推动
国内大型数据中心需求逐步出现，数通产品有望持续快速增长，拥有核心技术壁垒的行业
龙头业绩增长前景更明朗：中际旭创；电信市场三大运营商 5G 基站/交换机/路由器
/PTN/WDM/OTN 设备集采陆续落地，端口数创历史新高，并且 400G 组网有望年内启动，
高速电信光模块需求逐步显现，推动电信光模块/器件需求持续回暖，2019 年后 5G 光模块
需求也将开始体现，重点关注受益程度高、业绩高增长以及高端芯片有望国产化的光模块
/光器件厂商：新易盛、天孚通信、光迅科技等。 

光纤光缆：行业趋于探底企稳。同时，海缆受益国内海上风电建设，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
中长期来看，流量持续高增和 5G 建设有望拉动新一轮光纤需求增长，具有自主光棒技术
并具备一定产能规模的企业，在下一轮景气周期有望重回增长。重点推荐：中天科技、亨
通光电；建议关注：通鼎互联、长飞光纤等； 

2）设备商：5G 基站数量和技术指标均大幅提升，主设备有望大幅受益，重点推荐：主设
备龙头中兴通讯。传输网配套无线设备建设，传输网设备厂商也将迎来需求量和价值量的
双重提升，关注传输网设备龙头：烽火通信。 

3）天馈射频板块： 

短期业绩改善，5G 弹性大，但降价压力大，周期性强。短期来看：1）天线/滤波器：行业
低迷时期，随着海外市场需求走强，以及国内开始进入 5G 建设，行业有望持续向好；2）
PCB/覆铜板：行业需求稳定增长，国内公司产能利用率和良率提升，以及产品结构优化驱
动短期业绩高增长。中长期看：随着 5G 基站规模放量建设，其上游的天线/滤波器/PCB/

覆铜板的数量也成比例增长，同时叠加高频特性带来的产品价值量提升，弹性大。但行业
竞争较为充分，未来产品价格或将下降。重点关注：沪电股份（电子联合覆盖）、科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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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科创新源，建议关注：深南电路、生益科技（电子联合覆盖）等。 

政策重点关注先进制造、新经济、支持独角兽 A 股融资，成长性、符合经济发展新方向的
成长龙头有望获得更多关注，重点关注高成长标的投资机会。 

1）IDC 建议关注：科华数据（电新联合覆盖）、光环新网、数据港； 

2）统一通信龙头：亿联网络（SIP 电话全球份额持续提升，叠加渗透率提升，预计维持 25%

左右复合增长，中长期关注 VCS 业务海内外拓展情况）、会畅通讯； 

3）物联网/车联网龙头：拓邦股份（智能控制器龙头，电子联合覆盖）、广和通、移远通
信、威胜信息、鸿泉物联（计算机联合覆盖）、移为通信、有方科技、高新兴、和而泰、
日海智能等； 

4）专网通信：重点抓龙头，建议关注：海能达（专网小华为走向全球）； 

5）网络设备白马龙头同时建议关注：紫光股份、星网锐捷（企业网设备龙头，新业务布
局全面发展顺利）。 

6）运营商：目前港股三大运营商估值低位，业务趋势向上，持续关注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港股）。 

 

3. 板块表现回顾 

3.1. （07.12-07.16）通信板块走势 

上周（07.12-07.16）通信板块上涨 2.53%，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03 个百分点，跑赢创业
板指数 1.85 个百分点。其中通信设备制造上涨 2.69%，增值服务上涨 5.47%，电信运营上
涨 0.11%，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50%，创业板指数上涨 0.68%。 

图 1：上周（07.12-07.16）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上周市场个股表现 

上周通信板块涨幅靠前的个股有华力创通（北斗）、中恒电气（通信电源）、梦网科技（5G

消息）；跌幅靠前的个股有科华数据、*ST 邦讯、世嘉科技。 

表 1：上周（07.12-07.16）通信板块个股涨跌幅前十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80.0%

-60.0%

-40.0%

-20.0%

0.0%

20.0%

40.0%

60.0%

2017/11/8 2018/11/8 2019/11/8 2020/11/8

通信（中信） 通信设备制造（中信）

电信运营II（中信） 增值服务II（中信）

沪深300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9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幅（%） 

300045 华力创通 25.60% 300560 中富通 -6.71% 

002364 中恒电气 23.87% 000889 中嘉博创 -6.96% 

002123 梦网科技 21.93% 002835 同为股份 -7.22% 

002359 北讯退 19.35% 002897 意华股份 -8.10% 

300101 振芯科技 18.96% 002464 *ST 众应 -9.97% 

000063 中兴通讯 17.81% 300308 中际旭创 -9.99% 

300628 亿联网络 14.93% 002309 中利集团 -11.35% 

000063 中兴通讯 14.71% 002796 世嘉科技 -11.48% 

603236 移远通信 14.47% 300312 *ST 邦讯 -11.57% 

300638 广和通 13.27% 002335 科华数据 -12.27%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 本周（07.19-07.23）上市公司重点公告提醒 

表 2：本周（07.19-07.23）通信板块上市公司重点公告提醒 

星期 日期 公司 标题 

周一 7 月 19 日 
亿联网络、东土科技、北讯退 

会畅通讯 

股东大会召开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周二 7 月 20 日 广电网络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周三 7 月 21 日 
科信技术、佳创视讯 

移为通信 

股东大会召开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周四 7 月 22 日 

震有科技、杰赛科技 

神州泰岳、沪电股份 

亨通光电、华力创通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股东大会召开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周五 7 月 23 日 富通信息 股东大会召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5. 重要股东增减持 

表 3：最近一周公告通信股重要股东增减持 

名称 变动截止日期 股东类型 方向 
变动数量

(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交易平均
价（元） 

7 月 16 日 

收盘价（元） 
本周股价变动 

*ST 邦讯 2021-07-12 高管 减持 97.92 0.31% 3.59 3.21  -11.57% 

*ST 邦讯 2021-07-13 高管 减持 72.19 0.23% 3.55 3.21  -11.57% 

*ST 邦讯 2020-07-13 高管 减持 72.20 0.23% 3.55 3.21  -11.57% 

*ST 邦讯 2021-04-27 高管 减持 0.24 0.00% 4.08 3.21  -11.57% 

*ST 邦讯 2021-04-26 高管 减持 0.42 0.00% 4.21 3.21  -11.57% 

*ST 邦讯 2021-04-23 高管 减持 0.74 0.00% 4.36 3.21  -11.57% 

立昂技术 2021-07-13 高管 减持 0.25 0.00% 11.11 10.21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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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通信 2021-07-12 高管 减持 50.33 0.07% 5.75 5.53  -1.25% 

三维通信 2021-07-13 高管 增持 1.00 0.00% 5.76 5.53  -1.25% 

三维通信 2021-07-13 高管 减持 40.37 0.06% 5.78 5.53  -1.25% 

佳力图 2021-07-14 高管 减持 0.20 0.00% 18.00 17.34  3.58% 

中利集团 2021-07-09 高管 减持 5.00 0.01% 5.81 5.39  -11.35% 

科信技术 2021-06-02 公司 减持 33.00 0.16% 15.62 13.07  -2.75% 

光库科技 2021-07-12 高管 减持 6.25 0.06% 64.29 56.90  0.94% 

光库科技 2021-07-12 高管 减持 2.20 0.02% 58.65 56.90  0.94% 

光库科技 2021-07-13 高管 减持 3.24 0.03% 64.81 56.90  0.94% 

ST 高升 2021-07-15 高管 减持 54.92 0.05% 2.76 2.74  0.74% 

沪电股份 2021-07-14 高管 减持 1.60 0.00% 15.74 13.27  -5.90% 

博创科技 2021-07-12 公司 减持 172.97 1.00% 35.50 36.83  1.74% 

科华数据 2021-07-05 公司 减持 200.00 0.43% 25.48 21.67  -12.27%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6. 大宗交易 

表 4：最近 1 个月通信股大宗交易 

公司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量 

(万股) 

成交量 

占流通股本

比例(%) 

成交额 

(万元) 

成交价 

（元） 

2021/07/16 

收盘价（元） 
股价变动 

奥飞数据  123.24 0.58% 2433.93 19.75 22.62 -12.69% 

 6 月 17 日 123.24 0.58% 2433.93 19.75 22.62 -12.69% 

必创科技  81 0.76% 1717.09 21.14 22.56 -6.29% 

 7 月 1 日 50 0.47% 1069.5 21.39 22.56 -5.19% 

 7 月 2 日 31 0.29% 647.59 20.89 22.56 -7.40% 

超讯通信  290.76 3.16% 3622.95 12.46 13.21 -5.68% 

 7 月 2 日 290.76 3.16% 3622.95 12.46 13.21 -5.68% 

创意信息  260 0.83% 1970.8 7.58 9.26 -18.14% 

 6 月 18 日 260 0.83% 1970.8 7.58 9.26 -18.14% 

鼎信通讯  30 0.11% 201.6 6.72 7.24 -7.18% 

 7 月 14 日 30 0.11% 201.6 6.72 7.24 -7.18% 

工业富联  110 0.04% 1373.9 12.49 11.49 8.70% 

 6 月 18 日 110 0.04% 1373.9 12.49 11.49 8.70% 

海联金汇  1186 1.86% 5880.28 4.965 5.47 -9.23% 

 6 月 21 日 190 0.30% 1001.3 5.27 5.47 -3.66% 

 6 月 28 日 204 0.32% 999.6 4.9 5.47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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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135 0.21% 648 4.8 5.47 -12.25% 

 7 月 2 日 217 0.34% 1045.94 4.82 5.47 -11.88% 

 7 月 13 日 253 0.40% 1248.23 4.96 5.47 -9.32% 

 7 月 14 日 119 0.19% 598.57 5.03 5.47 -8.04% 

 7 月 16 日 68 0.11% 338.64 4.98 5.47 -8.96% 

亨通光电  360.48 0.21% 4123.92 11.44 12.09 -5.38% 

 6 月 21 日 360.48 0.21% 4123.92 11.44 12.09 -5.38% 

华工科技  16 0.02% 420.48 26.28 23.95 9.73% 

 6 月 23 日 16 0.02% 420.48 26.28 23.95 9.73% 

会畅通讯  27.02 0.23% 594.35 22 26.74 -17.73% 

 7 月 14 日 27.02 0.23% 594.35 22 26.74 -17.73% 

科华数据  200 0.83% 5096 25.48 21.67 17.58% 

 7 月 5 日 200 0.83% 5096 25.48 21.67 17.58% 

立昂技术  166.93 0.85% 1595.8 9.56 10.21 -6.37% 

 7 月 7 日 166.93 0.85% 1595.8 9.56 10.21 -6.37% 

深信服  9.4 0.04% 2568.13 273.205 285 -4.14% 

 7 月 7 日 4.7 0.02% 1167.48 248.4 285 -12.84% 

 7 月 13 日 4.7 0.02% 1400.65 298.01 285 4.56% 

神州泰岳  1505.17 0.95% 6855.38 4.54 4.83 -6.00% 

 6 月 25 日 962.88 0.61% 4198.15 4.36 4.83 -9.73% 

 6 月 30 日 542.29 0.34% 2657.23 4.9 4.83 1.45% 

盛路通信  930 1.22% 5312.01 5.778 5.96 -3.05% 

 6 月 17 日 257.34 0.34% 1459.12 5.67 5.96 -4.87% 

 6 月 18 日 640 0.84% 3650.4 5.7 5.96 -4.36% 

 6 月 24 日 32.66 0.04% 202.49 6.2 5.96 4.03% 

硕贝德  780.57 2.17% 9312.23 11.93 11.26 5.95% 

 7 月 13 日 780.57 2.17% 9312.23 11.93 11.26 5.95% 

武汉凡谷  545 1.91% 7216.55 13.26 12.5 6.08% 

 6 月 23 日 200 0.70% 2666 13.33 12.5 6.64% 

 6 月 30 日 345 1.21% 4550.55 13.19 12.5 5.52% 

新易盛  26.5 0.09% 820.44 30.96 35.3 -12.29% 

 6 月 29 日 26.5 0.09% 820.44 30.96 35.3 -12.29% 

亿联网络  727.5 2.22% 58437.99 80.662 96 -15.98% 

 6 月 28 日 690 2.10% 55089.61 79.84 96 -16.83% 

 7 月 16 日 37.5 0.11% 3348.38 89.29 96 -6.99% 

中际旭创  192 0.41% 6528 34 32.71 3.94% 

 7 月 7 日 192 0.41% 6528 34 32.71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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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  750 1.49% 2595 3.46 3.61 -4.16% 

 7 月 15 日 750 1.49% 2595 3.46 3.61 -4.16%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7. 限售解禁 

未来三个月限售解禁通信股共 10 家，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例超过 15%的有震有科技。 

表 5：未来三个月通信股限售解禁 

公司名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 

7 月 16 日 

收盘价（元） 

解禁股市值 

（万元） 
解禁股份类型 

会畅通讯 2021-07-19 99.66 0.57% 26.74  2,664.9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震有科技 2021-07-22 8,903.85 45.99% 17.66  157,242.0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杰赛科技 2021-07-22 9,479.33 13.87% 13.19  125,032.3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飞荣达 2021-07-26 41.70 0.08% 19.78  824.76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天孚通信 2021-08-04 3,316.46 8.49% 25.38  84,171.6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中海达 2021-09-06 6,093.19 8.19% 10.48  63,856.6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光环新网 2021-09-22 1,011.21 0.66% 14.84  15,006.3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博创科技 2021-10-08 2,257.61 13.04% 36.83  83,147.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移远通信 2021-10-08 625.00 4.30% 180.00  112,500.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中嘉博创 2021-10-15 6,618.51 7.07% 3.61  23,892.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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