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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八部委推出物联网新基建三年行动计划，积极看好物联网方向！ 
 

事件：9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能源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再次明确了物联网的“新基
建”属性。 

我们的点评如下： 

明确物联网“新基建”属性，2023 年底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
基础设施，积极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 

2020 年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以 5G、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被纳入新基建的信息基础
设施中。此次印发《行动计划》再次明确了物联网的新基建属性，推进物
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物联网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3 年底，在国内主
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社会现代化治理、产业数字化转型和
民生消费升级的基础更加稳固。突破一批制约物联网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培育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物联网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催生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运营服务模式，导出一批赋能作用显著、综合效益优良的
行业应用，构建一套健全完善的物联网标准和安全保障体系。 

针对物联网产业创新、生态、应用及标准提出全面发展具体要求 

1、创新能力有所突破：高端传感器、物联网芯片、物联网操作系统、新型
短距离通信等关键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物联网与 5G、人工智
能、区块链、大数据、IPv6 等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取得产业化突破；物联网
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2 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推动 10 家物联
网企业成长为产值过百亿、能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龙头企业；支持发展
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若干国家物联网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带动物联网产业加速向规模化、集约化、高价值发展。3 应用规模持续
扩大：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能交通、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建造、
智慧家居等重点领域，加快部署感知终端、网络和平台，形成一批基于自主
创新技术产品、具有大规模推广价值的行业解决方案，有力支撑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 IPv6 在物联网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物联网连接数突破 20 亿。
4 支撑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物联网标准体系，完成 40 项以上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制修订；建立面向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物联网安全
保障体系；建设试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公共
服务平台。 

 

我们认为，物联网既有很强新基建属性，又是未来 5G 强大的应用场景，未
来将是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发展的黄金十年，内部支撑能力和外部环境
双重影响下市场空间可观，景气度可持续，积极看好物联网产业方向投资
机会：1）传感器：汉威科技（机械联合覆盖）、四方光电（机械联合覆盖）、
必创科技（机械联合覆盖）等；2）通信芯片：中兴通讯，建议关注：翱捷
科技、乐鑫科技等；3）MCU/控制器：拓邦股份（机械联合覆盖）、和而泰
（机械组覆盖）、兆易创新（电子组覆盖）、全志科技等（电子组覆盖）；4）
通信模组：广和通、移远通信、美格智能等；5）终端：威胜信息、鸿泉物
联（计算机联合覆盖）、移为通信等；6）网络：中兴通讯，建议关注：紫
光股份等；7）平台：涂鸦智能（海外联合覆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建议关注：宜通世纪等。 

风险提示：行业技术发展不及预期、物联网市场发展不及预期、上游芯片模
组等涨价影响下游应用释放、上游硬件缺货、竞争激烈降价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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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1-09-29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000063.SZ 中兴通讯 32.65 买入 0.92 1.51 1.94 2.37 35.49 21.62 16.83 13.78 

002139.SZ 拓邦股份 14.57 买入 0.43 0.58 0.78 0.99 33.88 25.12 18.68 14.72 

300007.SZ 汉威科技 20.62 买入 0.70 1.01 1.46 1.86 29.46 20.42 14.12 11.09 

300638.SZ 广和通 42.00 买入 0.69 1.09 1.45 1.85 60.87 38.53 28.97 22.70 

603236.SH 移远通信 160.72 增持 1.30 2.53 3.95 5.84 123.63 63.53 40.69 27.52 

688665.SH 四方光电 134.00 增持 1.21 2.30 3.59 5.28 110.74 58.26 37.33 25.38 

002881.SZ 美格智能 26.98 增持 0.15 0.64 1.00 1.48 179.87 42.16 26.98 18.23 

300590.SZ 移为通信 24.40 增持 0.31 0.71 1.04 1.38 78.71 34.37 23.46 17.68 

688100.SH 威胜信息 22.85 买入 0.55 0.72 0.93 1.19 41.55 31.74 24.57 19.20 

688288.SH 鸿泉物联 31.28 买入 0.88 1.13 1.75 2.54 35.55 27.68 17.87 12.31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预测，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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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联网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未来可期 

全球物联网仍保持高速增长。物联网仍具备可观的发展空间，根据 GSMA 发布的《The 

mobile economy 2020（2020 年移动经济）》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物联网总数达到 120

亿，预计到 2025 年，全球物联网总连接数规模将达到 246 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3%。
2019 年全球物联网的收入为 3430 亿美元（约人民币 2.4 万亿元），预计到 2025 年将增长
到 1.1 万亿美元（约人民币 7.7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1.4%。根据信通院《物联网
白皮书（2020 年）》显示，我国物联网连接数全球占比高达 30%，2019 年我国的物联网连
接数 36.3 亿，其中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占比较大，已从 2018 年的 6.71 亿增长到 2019 年底
的 10.3 亿。到 2025 年，信通院预计我国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 80.1 亿，年复合增长率为
14.1%。截止 2020 年，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突破 1.7 万亿元，十三五期间物联网总体产业
规模保持 20%的年均增速。 

图 1：主流咨询公司物联网连接数预测 

 

资料来源：爱立信，GSMA，IoT Analytics，Machina Research，信通院《物联网白皮书（2020 年）》，天风证券研究所 

 

2. 外部环境因素持续推动产业发展 

根据信通院《物联网白皮书（2020 年）》，从外部环境来看，物联网快速发展有三个因素。 

1、全球新冠疫情加速物联网应用。新冠疫情期间远程诊疗、智慧零售、公共场所热成像
体温监测、智慧社区和家庭检测、疫情期间的交通管制、物流供应链、应急在被、信息溯
源等场景大量运用物联网技术，虽然目前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成果，但境外疫情
增长态势仍在持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更需要物联网技术和应用深入地在民生、
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2、物联网“新基建”属性明确，国家各部门高度重视。2020 年国家发改委官方明确新基
建范围，物联网成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再一次明确了物联网的“新基建”属性，物联网从战略新兴产业定
位下城为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国家各部委高度
重视物联网新基建发展，工信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知》，各地
方政府制定顶层设计，将新基建纳入新阶段发展中的，物联网投资持续加大。 

 

 

 

 

 

 

 

2019年连接数 2025年连接数
爱立信 107亿 246亿
GSMA 120亿 246亿

IoT Analytics 83亿 215亿
Machina Research 107亿 25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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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针对物联网产业创新、生态、应用及标准提出全面发展具体要求 

创新能力有所突破 

高端传感器、物联网芯片、物联网操作系统、新型短距离通信等关键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

升；物联网与 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IPv6 等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取得产业化突破；物联网

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 

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推动 10 家物联网企业成长为产值过百亿、能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龙头企业；支持发展一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若干国家物联网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带动物联网产业加速向规模

化、集约化、高价值发展。 

应用规模持续扩大 

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能交通、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建造、智慧家居等重点领域，加快

部署感知终端、网络和平台，形成一批基于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具有大规模推广价值的行业解决方

案，有力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IPv6 在物联网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物联网连接数突破 20 亿。 

支撑体系更加健全 

完善物联网标准体系，完成 40 项以上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修订；建立面向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的物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试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

公共服务平台。 

资料来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国脉电子政务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我国外部环境复杂，急需形成强大的内需动力，物联网成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增加高端供给、提振民生消费，促
进内需释放的重要手段。 

 

3. 内部支撑能力不断完善，支撑技术行业需求相辅相成 

根据信通院《物联网白皮书（2020 年）》，从内部支撑能力来看，物联网制程技术与行业
需求相互促进。 

1、5G R16 标准冻结，从技术层面支持物联网全场景网络覆盖。同时物联网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加速，5G、LTE Cat1 等蜂窝物联网网络部署重点推进，促使物联网应用规模化，网
络新基建稳步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智能+”升级。 

图 2：不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美格智能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行业需求倒逼物联网支撑技术加快商用化进程。随着物联网的行业渗透加速，工业、
医疗、交通等行业应用对物联网支撑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边缘智能、算力网络、意图网络、
人工智能等与物联网的结合需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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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物联网应用行业广泛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天风证券研究所 

 

4. 积极看好物联网产业方向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物联网既有很强新基建属性，又是未来 5G 强大的应用场景，未来将是从万物
互联到万物智能发展的黄金十年，内部支撑能力和外部环境双重影响下市场空间可观，景
气度可持续，积极看好物联网产业方向投资机会： 

1）传感器：汉威科技（通信机械联合覆盖）、四方光电（通信机械联合覆盖）、必创科技
（通信机械联合覆盖）等； 

2）通信芯片：中兴通讯，建议关注：翱捷科技、乐鑫科技等； 

3）MCU/控制器：拓邦股份（通信机械联合覆盖）、和而泰（机械组覆盖）、兆易创新（电
子组覆盖）、全志科技等（电子组覆盖）； 

4）通信模组：广和通、移远通信、美格智能等； 

5）终端：威胜信息、鸿泉物联（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移为通信等； 

6）网络：中兴通讯，建议关注：紫光股份等； 

7）平台：涂鸦智能（通信海外联合覆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建议关注：
宜通世纪等。 

5. 风险提示 

1、 行业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2、 物联网市场发展不及预期； 

3、 上游芯片模组等涨价影响下游应用释放； 

4、 上游硬件缺货； 

5、 竞争激烈降价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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