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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齐升，光纤光缆景气度底部向上 

本周，中国移动正式启动 2021-2022 年普通光缆集采，预估规模为 1.432

亿芯公里，并设臵最高投标限价为 98.6 亿元（不含税）。本次光纤光缆集

采规模出现较大上升的同时，各家厂商之间的份额分配也更加平均。同时叠

加光缆厂家的成本传导需求，我们认为，本次集采最终落地价格较去年会出

现 10-20%的上涨，量价齐升，标志了光纤光缆行业景气度的底部向上。

建议积极关注中天科技、亨通光电等龙头企业。同时，光缆作为通信建设的

重要材料，集采规模的上升验证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5G 建设作

为新基建组成和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将在四季度出现加速的逻辑，建

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中兴通讯、新易盛等受益 5G 建设加速的核心标的。 

本周核心推荐： 

1.受益下半年 5G 基建的优质公司：中兴通讯 000063、新易盛 300628 

2.高增长的物联网赛道内的优质公司：美格智能 002881、广和通 300638、

涂鸦智能（TUYA.N）。 

继续跟踪：（1）光模块：中际旭创 300308、天孚通信 300394。（2）通信基

建：华正新材 603186。（3）运营商：中国移动 0941.HK。（4）数据中心：

奥飞数据 300738、数据港 603881、光环新网 300383。（5）军工通信：七一

二 603712。（6）工业互联网：能科股份 603859。（7）云视讯：亿联网络

300628。 

中国移动 2021-2022 普通光纤光缆集采启动。本周，中国移动 2021 年

-2022 年普通光缆集中采购项目正式开启，普通光缆预估规模为 447.05 万

皮长公里，折合 1.432 亿芯公里，并设臵最高投标限价为 98.6 亿元（不含

税）。从报价和规模上看，本次光纤光缆集采规模近一步扩大的同时，价格

与去年保持稳定，并未出现继续下降态势。我们认为，随着规模扩大，竞争

减弱，光纤光缆价格有望触底反弹，助力行业景气度会底部向上。 

广电：今年新建 20 万站 700M 基站，明年建设 28 万站。本周，中国广电

副总经理曾庆军表示，今年将完成其中 20 万站的建设，明年则继续建设 28

万站。另外，连接这些基站的光纤网络建设也由广电负责。同时，广电将在

全国建设 5G 核心网用户交换中心和控制中心。 

风险提示：贸易摩擦加剧，5G 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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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股票 股票 投资  EPS （元）   P E  

代码 名称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000063.SZ 中兴通讯 买入 0.92 1.37 1.59 1.86 38.25 25.69 22.13 18.92 

300638.SZ 广和通 买入 0.69 1.08 1.37 1.75 66.96 42.78 33.72 26.40 

300628.SZ 亿联网络 买入 1.42 1.90 2.42 2.98 57.87 43.25 33.95 27.57 

300502.SZ 新易盛 买入 0.97 1.41 1.77 2.03 39.07 26.88 21.41 18.67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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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策略:量价齐升，光纤光缆景气度底部向上 

本周核心推荐： 

1. 受益下半年 5G 基建的优质公司：中兴通讯 000063、新易盛 300628 

 

2. 高增长的物联网赛道内的优质公司：广和通 300638、涂鸦智能（TUYA.N）、美格智能

002881、拓邦股份 002139。 

 

持续推荐：（1）光模块：中际旭创 300308、天孚通信 300394。（2）通信基建：华正新材 603186。

（3）运营商：中国移动 0941.HK。（4）数据中心：数据港 603881、光环新网 300383、奥飞

数据 300738。（5）军工通信：七一二 603712。（6）工业互联网：能科股份 603859。（7）云视

讯：亿联网络 300628。 

 

本周，中国移动正式启动 2021-2022 年普通光缆集采，预估规模为 1.432 亿芯公里，

并设臵最高投标限价为 98.6 亿元（不含税）。本次光纤光缆集采规模出现较大上升的同

时，各家厂商之间的份额分配也更加平均。同时叠加光缆厂家的成本传导需求，我们认

为，本次集采最终落地价格有望出现 10-20%的上涨，量价齐升，标志了光纤光缆行业

景气度的底部向上。建议积极关注亨通光电、长飞、中天等龙头企业。同时，光缆作为

通信建设的重要材料，集采规模的上升验证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5G 建设作

为新基建组成和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将在四季度出现加速的逻辑，建议投资者积

极关注中兴通讯、新易盛等受益 5G 建设加速的核心标的。 

 

中国移动 2021-2022 普通光纤光缆集采启动。本周，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普通光

缆集中采购项目正式开启，普通光缆预估规模为 447.05 万皮长公里，折合 1.432 亿芯公

里，并设臵最高投标限价为 98.6 亿元（不含税）。从报价和规模上看，本次光纤光缆集

采规模近一步扩大的同时，价格与去年保持稳定，并未出现继续下降态势。我们认为，

随着规模扩大，竞争减弱，光纤光缆价格有望触底反弹，助力行业景气度会底部向上。 

 

广电：今年新建 20 万站 700M 基站，明年建设 28 万站。本周，中国广电副总经理曾

庆军表示，今年将完成其中 20 万站的建设，明年则继续建设 28 万站。另外，连接这些

基站的光纤网络建设也由广电负责。同时，广电将在全国建设 5G 核心网用户交换中心

和控制中心。 

 

核心标的： 

中兴通讯、美格智能、广和通、移远通信、新易盛、亿联网络、涂鸦智能 

 

重点标的： 

（1）光模块：中际旭创、天孚通信 

（2）通信基建：华正新材 

（3）运营商：中国联通、中国联通 H 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4）数据中心：数据港、光环新网、奥飞数据 

（5）军工通信：七一二 

（6）工业互联网：能科股份 

（7）云视讯：亿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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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通信板块表现上涨，运营商表现最佳 

本周大盘收于 3703 点。各行情指标从好到坏依次为：中小板综>万得全 A >万得全 A（除

金融、石油石化）>沪深 300>上证综指>创业板综，通信板块上涨，表现劣于大盘。 

 

图表 1：通信板块上涨，细分板块中运营商表现相对最优 

指数 涨跌幅度 

中小板综 3.9% 

万得全 A 3.6% 

万得全 A（除金融、石油石化） 3.6% 

沪深 300 3.5% 

上证综指 3.4% 

创业板综 3.2% 

国盛通信行业指数 1.6% 

国盛运营商指数 5.2% 

国盛移动互联指数 5.0% 

国盛光通信指数 4.4% 

国盛区块链指数 2.2% 

国盛物联网指数 1.4% 

国盛通信设备指数 0.1% 

国盛卫星通信导航指数 -0.1% 

国盛云计算指数 -0.9% 

国盛量子通信指数 -2.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行业指数看，运营商、移动互联、光通信、区块链上涨 5.2%、5.0%，4.4%，2.2%，

表现优于通信行业平均水平。物联网、通信设备上涨 1.4%、0.1%，卫星通信导航、云

计算、量子通信下跌 0.1%、0.9%、2.2%，表现劣于通信行业平均水平。 

 

本周受益元宇宙景气上升，顺网科技上涨 29.54%，领涨板块。受益元宇宙景气上升，恒

信东方上涨 16.48%。受益 VR 产业景气，硕贝德上涨 12.73%。受益北交所筹建，通鼎

互联上涨 12.24%。受益元宇宙景气上升，盛天网络上涨 10.77%。 

 

图表 2：本周顺网科技领涨通信行业 

涨幅前五名 跌幅前五名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涨跌幅（%） 成交量（万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涨跌幅（%） 成交量（万手） 

300113.SZ 顺网科技 29.54 234.31 000815.SZ 美利云 -12.37 269.85 

300081.SZ 恒信东方 16.48 172.39 300101.SZ 振芯科技 -9.56 137.49 

300322.SZ 硕贝德 12.73 124.42 300508.SZ 维宏股份 -8.41 21.99 

002491.SZ 通鼎互联 12.24 226.31 002103.SZ 广博股份 -8.35 116.43 

300494.SZ 盛天网络 10.77 91.97 300252.SZ 金信诺 -8.27 119.3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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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专题：中国移动百亿光缆集采开启，助力行业景气向上 

本周，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普通光缆集中采购项目正式开启，普通光缆预估规模为

447.05 万皮长公里，折合 1.432 亿芯公里，并设臵最高投标限价为 985886.67 万元（不含

税），采用份额招标，中标人数 10-14 家不等。 

 

此次集采规模较过去两年幅度可观上升，中标份额分配更均，营造行业健康竞争氛围。

规模相比 2020 年提升 20%、比 2019 年提升 36%。中标前五家分配份额将为 75%，较去

年 82%有所下降。同时，中标厂商之间份额分配更加平均，有望缓解各厂商压价抢份额

的竞争情况。 

 

图表 3：中国移动普通光缆集采份额对比 

中标份额 2020 2021 

第一名 28% 21.6% 

第二名 22.4% 17.3% 

第三名 19.6% 15.1% 

第四名 6.3% 12.9%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国盛证券研究所 

 

FTTR、5G 基建双轮驱动，光纤市场迎来新需求高潮。今年政府颁布《“双千兆”网络协

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要求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和有

条件乡镇的“双千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 “千兆到户”，户到房间（FTTR）因而顺势成

为业界新机遇，拉动需求增长。由于疫情蔓延，去年被拖慢的 5G 基站建设进度，在运

营商保证“全年投资计划不变”的情况下，理应在后半年迎来新的建设高峰，光纤需求的

增长进度可保稳妥。 

 

图表 4：中国移动近年普通光缆集采情况 

 

2019 2020 2021 

采购规模（亿芯公里） 1.05 1.192 1.432 

最高限价（万元） 1015388 821541 985886.7 

单价（元/芯公里） 96.7 68.9 68.8 

实际中标单价（中位数）（元/芯公里） 59.2 42.3 /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国盛证券研究所 

 

从 2020 年中标情况来看，实际入围的单位中标价格在 39.2 元到 49.4 元之间，中标平均

价格为 42.43元，中标中位价格为 42.25元，以中位数价格来看，为当年最高限价的 61%。

我们认为，今年的集采结果可能会更加乐观，一方面是今年需求进一步扩大，叠加各家

中标份额平均，压价抢单的情况会有很大程度缓解，一方面是今年随着上游原材料涨价

的影响，光纤光缆厂家有传导成本的需求。综上，我们预计今年光纤光缆集采或存在

10%-20%的涨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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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集采量价齐升，标志了光纤光缆行业景气度的底部向上。自 2019 下半年起，电信

运营商需求萎缩叠加前期扩产产能释放，光缆价格大幅跳水，同时出现了部分因中标较

多而亏损的企业，企业难以短期内及时调整成本，本次集采规模和我们的产业链研究结

果来看，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叠加各家厂商之间中标份额差距减少、上游成本上升等因

素，今年的光纤光缆实际集采价格有望出现 10-20%的涨幅，量价齐升，助力行业景气度

上行。 

 

此外，光缆集采规模的大幅上升，也预示着后续 5G 基建的进一步加速。普通光缆向来

是通信建设最基础的材料之一，今年中国移动光缆集采量的大幅提升，标志了后续通信

基建工程对于光缆的需求十分巨大，意味着后续运营商的 5G 建设将重新进入加速期。

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运营商加大光缆采购规模，进一步验证

了 5G 建设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望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的逻辑，建

议投资者积极关注如中兴通讯、新易盛等受益 5G 新基建加速复苏的核心标的。 

4. Gartner：Q2 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增长 10.8%，小米上
升至第二位 

C114 讯，据 Gartner 统计数据，2021 年第二季度全球终端用户智能手机销售量为 3.288

亿台，同比增长 10.8%。 

 

Gartner 高级研究总监 Anshul Gupta 表示，由于第二轮新冠疫情的爆发，印度和越南颁布

了更严厉的就地避难和工厂停工命令，同时关停零售业务并限制在线交付，但 5G 网络

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对 5G 智能手机的需求依然强劲，带动了领先智能手机厂商的增长。 

 

为把握 5G 领域的增长机会，三星扩展了其入门级和中端 5G 智能手机型号，继续领跑该

市场，但由于供应限制和停产，三星的同比增长率有所放缓；小米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

在 Q2 超过了苹果，首次位居第二，在零售渠道投资和与电信运营商（CSP）合作的带动

下，小米在亚太地区以外的全球市场建立了更加强大的在线业务并实现了快速扩张，使

其智能手机销售量增长了 80.5%；苹果的销售量增长了 28.3%，市场份额同比增长了 2.1%，

受到 5G 驱动的主要市场对 iPhone 12 系列智能手机的需求依然强劲，而 iPhone 11 系列

智能手机的大力促销推动了苹果在价格敏感型市场的增长；中国智能手机厂商 Oppo 和

Vivo在Q2分别增长42.4%和41.6%，其中Oppo的增长来源于定价激进的中端智能手机、

更加广泛的分销网络和在西欧开展的强大市场营销活动，而 Vivo 正在继续扩大其在亚太

地区以外市场的业务，首先将目光聚焦在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市场。 

 

我们认为，尽管新冠疫情引起的停产和零部件短缺导致供应紧张，但由于 5G 网络的普

及，顾客青睐于更高的配臵和更好的用户体验，对于智能手机的需求依然保持强劲，带

动了领先智能手机厂商的增长。 

 

5. Dell'Oro 报告：第二季度中国 WLAN 市场增长远超全球
市场 

C114 讯，北京时间 9 月 6 日消息（艾斯）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Dell'Oro Group 的最新报告

显示，供应限制阻碍了几家美国 WLAN 设备制造商在 2021 年第二季度的销售，这些制

造商的单位出货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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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制造商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报告了两位数百分比的订单数同比增长，但受供应限

制，零部件的交货时间延长了，经销商出现缺货或收取高价的现象。 

 

这份 2021 年第二季度 WLAN 市场报告的其他重点内容包括：几家制造商报告称，酒店

垂直行业出现了反弹；零售等其他没有获得政府大量资金的垂直行业的销售额也一直在

上升；整体 WLAN 市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约 20%，接近 20 亿美元，而其中

中国市场的增长是（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 

 

我们认为，供应限制导致 WLAN 设备制造商交货时间延长，但考虑到第一、二季度订单

数的增长，2021 年第三季度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季度。 

 

6. Dell'Oro 上调 Open RAN 收入预测到 2025 年将占整体
市场 10%以上 

C114 讯，市场研究公司 Dell'Oro Group 的最新报告显示，该公司上调了其对 Open RAN

射频和基带单元的市场预测，预计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全球 Open RAN 市场累计收入

将接近 10 亿至 15 亿美元。 

 

这份报告的其他重点内容包括：到 2025 年，Open RAN 收入预计将占整个 RAN 市场的

10%以上，这反映了多个地区基础和高级无线设备的健康发展；Open RAN Massive MIMO

预测已经上调，以反映竞争格局的改善以及中高频 Open RAN 市场情绪的改善；向 vRAN

转变的速度比 Open RAN 要稍慢，但 vRAN 的总体预测保持相对不变，预计到 2025 年

vRAN 市场将接近 20 亿至 30 亿美元。 

 

我们认为，2021 年上半年期间，商用部署和更广泛的应用推动 Open RAN 发展势头继续

上升，Open RAN 市场将有更高的基线。 

 

7. 天音控股拟筹划参与联合收购某手机品牌业务 

C114 讯，天音控股拟筹划参与联合收购某手机品牌业务，收购范围拟涉及品牌商标、研

发及供应链等（以下简称“标的业务”）。 

 

公告显示，该事项目前处于初期商议筹划阶段，交易对方未就该事项签署任何意向书或

相关交易协议。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确定交易主体、涉及的具体资产范围及交易

对价，尚未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因此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同

时，标的业务可能存在宏观经济风险、品牌风险、经营风险及市场风险等，业务经营情

况存在不确定性，在实际经营中可能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的情况，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天音控股继参与收购华为荣耀后，再次入局手机品牌业务收购，意味着公司

在手机产业链的业务布局加深。此举或有利于增强公司与上游手机厂商间的战略合作关

系，同时也为公司参与上游厂商的多元化生产建设提供了新契机。 

 

8. 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数字治理专题赛圆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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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C114 讯，9 月 10 日，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数字治理专题赛决赛圆满落幕。

最终 5G 赋能先行示范智能城市治理标杆项目、武汉市市域治理及协同办案项目、中国

电信 5G 助力交管雷霆智慧铁骑、5G+智慧燃气数字赋能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项目、量子+

监狱 5G 应急指挥调度项目斩获一等奖（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数字治理赛道是”绽放杯”举办四届以来首次增设，表明了中国的 5G 应用正在以燎原之

势不断向各个领域扩展。此次大赛以“数字赋能智慧治理”为主题，旨在充分利用 5G、大

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

化，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中国。从 600 多个参赛项目来看，5G 技术在社会治理、乡村治

理、政府治理、城市治理、居民服务、交通治理、应急治理等细分领域的规模与创新应

用，涉及的行业领域众多，应用的技术不断成熟，项目的成果不断落地，充分展现了 5G、

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在赋智社会治理过程中，与各个行业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 

 

本次获奖项目中，涌现出很多有特色、有创新的 5G 标杆示范，例如“超大型城市交警服

务典范——深圳 5G+智慧新交警”项目，基于 5G 网络、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推进 5G 无人机、5G 视频监控、5G 立体安防等智慧新警务行业应用，进而实现警务巡

防监控的 4K 高清画面抓拍、回传，5G 独享切片打造高质量安全隔离通道，5G+MEC+AI

实现海量数据高效分析，助力深圳打造智慧新交警，为深圳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坚实防护

基础。 

 

我们认为，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各项政策红利助推，5G+数字治理将通过多样化创新凝

聚社会治理产业的全新力量，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助力全面实现社会治

理现代化。 

9. 广电：今年共建 700MHz基站 20万个，将出台全国光缆、
核心网整体规划 

C114 讯，今年中国广电与中国移动正式签署了“共建共享”700MHz 5G 网络协议，双方启

动并完成了 700MHz 48 万站的招标项目。中国广电副总经理曾庆军表示，今年将完成其

中 20 万站的建设，明年则继续建设 28 万站。另外，连接这些基站的光纤网络建设也由

广电负责。同时，广电将在全国建设 5G 核心网用户交换中心和控制中心，且会尽快出

台全国光缆包括核心网建设的整体规划。 

 

在广电 5G 业务运营方面，曾庆军表示，广电 5G 与三大运营商 5G 网络的差异性表现如

下：1）中国广电公司牵头建立了 700MHz 频率大带宽标准；2）广播电视具有浓厚的党

网属性，在世界领先提出了 5G NR 广播电视相关立项，届时可通过普通 5G 手机更新软

件，实现不用流量看电视，让 5G 广播电视真正通达到每个人、真正占领移动终端，这

是广电未来的优势和希望。 

 

同时，中国广电河北网络公司共签约了战略合作 3 项、建设性项目 6 项：1）分别与中电

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张家口新闻传媒集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2）建设性项目分别为：西南交大唐山研究生院弱电智能化项目、廊坊职业技术

学院信息通信技术（ICT）学院项目、广电云建设项目、石家庄“一室一站”信息化建设项

目、广府古城景区智慧管理设施项目、涞源县公安局 2021 年度智慧安防小区项目。签约

项目总金额达到 1.136 亿元，涉及产品数字化研发、广电云建设、信息化建设、智慧社

区、智慧旅游、媒体融合、内容生产传输、电商产业、“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功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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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策划等诸多领域。 

 

我们认为，700MHZ 基站的加速建设或将成为运营商业务新的增长点，建成后将赋能千

行百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TrendForce：预计 2022 年全球卫星市场产值将达 
29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C114 讯，TrendForce 集邦咨询发布报告称，在 SpaceX 引领低轨道卫星话题后，带动更

多卫星运营商相继发射卫星，预计至 2022 年全球卫星市场产值将有望达 2950 亿美元，

年增长 3.3%。 

 

根据 C114 的报道，SpaceX 计划在 2019 年至 2024 年在太空搭建由约 1.2 万颗卫星组

成的星链网络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中 1584 颗将部署在地球上空 550 千米处的近地轨道。

报告指出，全球卫星市场目前以低轨卫星（LEO）最具发展优势，由于低轨卫星距离地

面较近，相较于高轨卫星（HEO）与中轨卫星（MEO），更具备“低延迟、低辐射、低成

本”等特性，且低轨卫星无须架设基站，可在艰困与偏远地区接收信号，信号覆盖不受山

区、海上、沙漠等地形限制，故可与移动通信 5G 互补，弥补 5G 与地面行动通信未能

传输地区。 

 

我们认为，全球卫星市场，尤其是低轨卫星市场，在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11. 中国移动高端路由交换产品集采：中兴、华为和新华三
中标 

C114 讯，中国移动今日公示了 2021-2022 年高端路由器和高端交换机产品集采项目标包

4 的中标结果，中兴、华为以及新华三中标。 

 

以下是标包 4 的中标情况：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投标不含税总价：1364517402 元，中标份额：

50%；第二中标候选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投标不含税总价：1611124176 元，中标份

额：30%；第三中标候选人：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投标不含税总价：1130003729 元，

中标份额：20%。根据中国移动此前发布的采购公告显示，中国移动该次高端路由器和

高端交换机产品集采，采购的产品为高端路由器 4 挡，数量需求为 3288 套，预估采购金

额为 17.755 亿。 

 

该项目共划分成 9 个标包，此前，中国移动已经公示了标包 2、3、5、6、7、8、9 的中

标结果，加上本次公布的标包 4 的中标结果，至此，除了重新招标的标包 1，另外 8 个

标包的中标结果均已出炉，具体中标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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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中国移动 2021 年至 2022 高端路由器和高端交换机集采 

        

标

包 
产品名称 涉及典配 

需求数量

（套） 

预计采购

金额（亿

元） 

中标候选人 投标总价（元，不含税） 中标份额 

1 
高端路由器 1

档 
≥78T 22 18.251  

2021 年 6 月 8 日重新招

标 
 

2 
高端路由器 2

档 
≥40T 14 4.313 华为 

362559366.82 

一次性优惠 

362559366.81 

0.7 

     上海诺基亚贝尔 

236465765.2  

一次性优惠 

85078356.58 

0.3 

3 
高端路由器 3

档 
≥12T 14 0.319 华为 21647762.78 0.57 

     中兴 20720006.16 
14%（新厂商

试用原则） 

     新华三 21218414.08 0.29 

4 
高端路由器 4

档 
≥3.2T 3288 17.755 中兴 1364517402 0.5 

     华为 1611124176 0.3 

     新华三 1130003729 0.2 

5 
高端路由器 5

档 
≥400G 849 0.509 华为 40159168.77 0.7 

     中兴 38204830.2 0.3 

6 BRAS ≥2T 116 1.485 华为 100872221.9 0.7 

     新华三 74618356.04 0.3 

7 
高端三层交换

机 1 档 
≥4.8T 1214 2.428 新华三 140757739.9 0.7 

     锐捷 192911398.4 0.3 

8 
高端三层交换

机 2 档 

≥2.4T  

≥1.2T 
2941 3.407 新华三 214644050.3 0.7 

     锐捷 265934784 0.3 

9 
高端三层交换

机 1-2 档 

≥4.8T  

≥2.4T  

≥1.2T 

214/519 1.029 华为 101086977.6 1 

合

计 
   49.496    

资料来源： C114、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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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风险提示 

1. 贸易摩擦加剧。 

2. 5G 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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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南昌 深圳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115 号北京银行大厦 

邮编：330038 

传真：0791-86281485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00 号鼎和大厦 24 楼 

邮编：518033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