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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AIoT 空间广阔，互联和智能化趋势造就新机

遇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AIoT 即 AI+IoT，是指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在实际应用中的落地融
合。AIoT 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其结构包括“端”“边”“管”“云”“用”
“产业服务”6 大板块，其中，“端”即终端，包括芯片、模组、传感器、
屏幕、AI 底层算法、操作系统等；“边”是相对于“中心”的概念，泛
指中心节点之外的位置；“管”是指连接通道及相关产品和服务；“云”
是指 PaaS 平台，包括物联网平台、AI 平台和其他能力平台；“用”指应
用。“产业服务”是指与 AIoT 产业相关的联盟、协会、机构、媒体、投
资基金等。 

 AIoT 通过物联网产生、收集海量的数据存储于设备终端、边缘端和云
端，再通过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从而实现
万物的互联化和智能化。依托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赋
能，AIoT 在消费电子、汽车、医疗、工业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AIoT 具有“无边界”的特性，理论上讲，AIoT 具备渗透到各行各业的
潜力。大到智慧交通，小到智能手表，AIoT 的渗透早已开始，并且仍在
持续地拓展互联化的广度和深化智能化的程度，各类技术与需求的匹
配，造就了一个长尾的 AIoT 应用市场。 

 在 AIoT 的多元应用场景中，具备“乐高属性”的硬件模块具备广阔的
发展前景。AIoT 的十分分散，对于传感器、通信模块、SoC 主控芯片而
言，具备“乐高属性”的硬件模块能够在各类应用场景中快速迭代和延
展复用，从而跨过不同应用场景的壁垒，实现大规模应用，这意味着，
传感器产品规格和品类的多样性、通信模块的鲁棒性、SoC 的集成度，
对各自的规模化应用将十分关键。 

 AIoT 目前仍处于由连接向感知和智能化处理发展的阶段。传统的物联
网的技术架构依次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并且，随着物联网
应用的拓展，在网络层和应用层之前增加了平台层，用于对终端设备进
行“管、控、营”一体化服务，主要满足设备、数据和运营三个方面的
需求。物联网实际的发展路径与技术架构有一定区别，技术架构是先感
知再连接，而实际发展是先连接再感知，而对于 AIoT 而言，目前整体
仍处于由连接向感知和智能化处理发展的阶段，对通信模块、传感器和
SoC 主控芯片的需求稳步提升。 

 主动智能有望成为 AIoT 的发展趋势，高算力的 SoC 主控芯片产品的
核心地位有望进一步凸显。在智能化处理方面，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
落地仍处于初级阶段，应用相对较成熟的技术包括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
觉，在智能音箱和安防等领域已有落地，未来，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
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更加成熟，届时主动智能有望成为 AIoT 的发展
趋势，在此过程中，高算力的 SoC 主控芯片产品的核心地位有望进一步
凸显。 

 AIoT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市场空间十分广阔。根据艾瑞咨询的数
据，2020 年，中国 AIoT 的市场规模达 5815 亿元，同比增长 53%，2020
年中国物联网连接量达 67 亿台，同比增长 47%。 

 随着 AIoT 市场的持续发展，传感器、通信模块、主控芯片等环节有望
充分受益，重点推荐：全志科技、乐鑫科技、汉威科技，建议关注：恒
玄科技、敏芯股份、瑞芯微、晶晨股份、博通集成等标的。 

 风险提示：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企业研发不及预期；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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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oT 空间广阔，互联和智能化趋势造就新机遇 

AIoT 即 AI+IoT，是指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在实际应用中的落地融合。AIoT

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其结构包括“端”“边”“管”“云”“用”“产业服务”6 大板块，

其中，“端”即终端，包括芯片、模组、传感器、屏幕、AI 底层算法、操作系统等；

“边”是相对于“中心”的概念，泛指中心节点之外的位置；“管”是指连接通道及

相关产品和服务；“云”是指 PaaS 平台，包括物联网平台、AI 平台和其他能力平台；

“用”指应用。“产业服务”是指与 AIoT 产业相关的联盟、协会、机构、媒体、投资

基金等。 

图 1：西人马“端-边-管-云-用”物联网一体化解决方案 

 

数据来源：Fatritech，东吴证券研究所 

AIoT 通过物联网产生、收集海量的数据存储于设备终端、边缘端和云端，再通

过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从而实现万物的互联化和智能

化。依托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AIoT 在消费电子、汽车、医疗、

工业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2：AIoT 技术体系 

 

数据来源：《2021 全球 AIoT 开发者生态白皮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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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 具有“无边界”的特性，理论上讲，AIoT 具备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潜力。

大到智慧交通，小到智能手表，AIoT 的渗透早已开始，并且仍在持续地拓展互联化

的广度和深化智能化的程度，各类技术与需求的匹配，造就了一个长尾的 AIoT 应用

市场。 

图 3：物联网的应用场景十分多元 

 

数据来源：Scientechworld，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 AIoT 的多元应用场景中，具备“乐高属性”的硬件模块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

AIoT 的十分分散，对于传感器、通信模块、SoC 主控芯片而言，具备“乐高属性”

的硬件模块能够在各类应用场景中快速迭代和延展复用，从而跨过不同应用场景的

壁垒，实现大规模应用，这意味着，传感器产品规格和品类的多样性、通信模块的鲁

棒性、SoC 的集成度，对各自的规模化应用将十分关键。 

图 4：AIoT 产业链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吴证券研究所 

AIoT 目前仍处于由连接向感知和智能化处理发展的阶段。传统的物联网的技术

架构依次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并且，随着物联网应用的拓展，在网络层

和应用层之前增加了平台层，用于对终端设备进行“管、控、营”一体化服务，主要

满足设备、数据和运营三个方面的需求。物联网实际的发展路径与技术架构有一定区

别，技术架构是先感知再连接，而实际发展是先连接再感知，而对于 AIoT 而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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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整体仍处于由连接向感知和智能化处理发展的阶段，对通信模块、传感器和 SoC

主控芯片的需求稳步提升。 

图 5：物联网的技术架构 

 

数据来源：电子工程专辑，东吴证券研究所 

主动智能有望成为 AIoT 的发展趋势，高算力的 SoC 主控芯片产品的核心地位

有望进一步凸显。在智能化处理方面，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仍处于初级阶段，

应用相对较成熟的技术包括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在智能音箱和安防等领域已有

落地，未来，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更加成熟，届时主动智能

有望成为 AIoT 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高算力的 SoC 主控芯片产品的核心地位有

望进一步凸显。 

图 6：AIoT 的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2021 全球 AIoT 开发者生态白皮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AIoT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市场空间十分广阔。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20

年，中国 AIoT 的市场规模达 5815 亿元，同比增长 53%，2020 年中国物联网连接量

达 67 亿台，同比增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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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中国 AIoT 市场规模变化  图 8：中国物联网连接量变化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吴证券研究所 

随着 AIoT 市场的持续发展，传感器、通信模块、主控芯片等环节有望充分受益，

重点推荐：全志科技、乐鑫科技、汉威科技，建议关注：恒玄科技、敏芯股份、瑞芯

微、晶晨股份、博通集成等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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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动态 

本周（2021.8.16-2021.8.22）沪指下跌 2.53%，深证成指下跌 3.69%，创业板指下

跌 4.55%。电子行业整体下跌，截至 2021 年 8 月 22 日申万电子指数为 5217.42，较

上周末（2021.8.15）下跌 2.39 %。行业涨跌幅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排序 14/28。 

图 9：申万一级行业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本周申万电子各子行业中，半导体板块上涨 0.96%，其他电子板块下跌 1.95%，

光学光电子板块下跌 2.99%，电子制造板块下跌 3.91%，，元件板块下跌 4.53%。 

图 10：申万电子子行业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本周电子行业 68 支个股上涨，卓翼科技（24.14%）、天华超净（19.93%）、聚灿

光电（19.31%）涨幅居前；有 198 支个股下跌，星星科技（-39.90%）、金运激光（-

35.79%）、福日电子（-17.65%）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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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电子行业本周股价涨跌幅前十标的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21 年 Q2，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中，景旺电子、德邦照明、蓝思科技的机构

持股比例居前，分别为 80.54%、77.86%和 77.55%。 

图 12：电子行业 2021 年 Q1 机构持股比例前十标的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公司名称 涨幅 公司名称 跌幅

卓翼科技 24.15% 星星科技 -39.90%

天华超净 19.93% 金运激光 -35.79%

聚灿光电 19.31% 福日电子 -17.65%

紫光国微 12.57% 聚辰股份 -17.58%

利亚德 12.35% 华正新材 -16.45%

宏达电子 11.50% 鹏辉能源 -15.78%

旭光股份 11.09% 杰普特 -15.62%

富满电子 10.84% 晓程科技 -13.73%

方正科技 10.41% 电连技术 -13.34%

斯达半导 10.21% 茂硕电源 -13.16%

  本周周涨幅前十位   本周周跌幅前十位

公司名称 机构持股比例（%）

景旺电子 80.54

得邦照明 77.86

蓝思科技 77.55

海康威视 76.65

盈趣科技 74.41

深南电路 72.96

世运电路 72.61

广东骏亚 68.57

可立克 66.88

法拉电子 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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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1）市场需求不及预期：若电子产品应用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相关公司产品销售

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公司营收的增长。 

2）企业研发不及预期：电子行业相关产品研发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存在一定技

术壁垒，技术开发难度和研发投入大，若新一代产品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公司核

心业务的营收规模和增速可能受到影响。 

3）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由于下游需求放缓，导致相关公司与主要客户的稳定合

作关系发生变动或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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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大盘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5%与 5%； 

减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大盘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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