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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本周观点 

Q3 全球蜂窝模组出货量同比增速 70%，行业高景气度延续。根据

Counterpoint 最新数据显示，2021Q3 全球蜂窝模组出货量同比增长

70%，其中，5G 模组由于低基数出货量同比增长 700%，而 NB-IoT 需

求强劲，出货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Q3 国内厂商份额全面赶超海外，制式向 NB-IoT 和 Cat.1 转移。Q3 出

货量份额前 5 名模组厂商均来自中国，其中，受益于 NB-IoT 和 4G Cat 

1 模块的巨大增长，移远出货量同比增长接近 80%，份额占比达到

31.6%；广和通出货量同比增长 84%，份额占比 9.6%，维持第二；第

3-5 名分别为中国移动、日海智能和美格智能。 

 

展望明年，我们认为驱动行业持续高景气的因素主要有：1）车载模组放

量，一方面，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高增长，物联网模组装配率为

100%-200%，传统汽车领域缺芯逐步缓解，物联网模组装配率为 30-

40%，此外，车载网联方案由 4G 向 5G、由单纯网联向智能迭代，整体

价值量有所提升；2）2G、3G 退网带来 Cat.1 模组的替代，随着各国运

营商 2G、3G 陆续退网以及新建网络的布局节奏，目前 Cat.1 模组已经

形成一个较为自然的增速；3）5G 应用扬帆计划带来的垂直行业需求，

根据计划，到 2023 年大型工业企业 5G 应用渗透率 35%、5G 物联网终

端增速 200%，5G 行业虚拟专网建成 3000 个，其中，智慧工厂、智慧

矿山、智慧港口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来带增量需求可观；4）海外 CPE

放量，根据 5G 物联网产业联盟数据显示，全球 5G CPE 数量有望从 2020

年的 300 万台增长到 2025 年的 1.2 亿台，复合增速为 109.13%，市场

规模有望从 2020 年的 48 亿元增长到 2025 年的 600 亿元，复合增速为

65.72%。尤其海外光纤部署不完善，CPE 用于 FWA 场景前景巨大。5）

国内电动两轮车及其电源管理网联化、智能化，2020 年我国两轮电动车

保有量超过 3 亿量、销量超过 3000 万辆，今年预计销量 5000-6000 万

辆，随着我国电动两轮车安全技术规范的落地，车机联网、BMS 电池管

理系统以及共享电动车、换电柜、智能充电插座等带来的增量市场巨大。 

 

竞争格局方面，我们认为，明年传统领域格局稳定，新兴领域将迎来新

进入者。分领域来看，1）车载领域，移远将维持国内市场第一位置，市

场份额或在 60%以上，同时，通过法雷奥等 tier1 厂商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广和通在收购 Sierra 车载资产以后将取得海外市场龙头地位，同时，

通过广通远驰积极拓展国内新势力市场。美格智能或将成为新进入者，获

得一定的市场份额。2）笔电领域，广和通将继续维持在该领域的统治地

位，市场份额有望维持 60%以上，移远保留在低速率模组的份额。此外，

苹果若推出前装蜂窝模组的机型，其他笔电厂商跟进导致整体模组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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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市场扩容，该领域届时也将迎来新进入者。3）泛 IoT 领域，CPE、

共享设备等新兴市场或将迎来众多新进入者，而 POS 机、表计、安防、

电力等传统领域格局基本稳固。 

 

⚫ 投资建议 

物联网模组持续高景气，市场份额延续向国内厂商集中，展望明年，车

载、工业、海外 CPE、电动两轮车等场景将驱动行业继续高成长，车载

等新兴领域由于市场前景广阔，将迎来新进入者。投资建议方面，持续

推荐移远通信、广和通，建议关注美格智能持续推荐移远通信、广和

通，建议关注美格智能。 

 

⚫ 风险提示 

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导致出货量不及预期；下游 5G 应用拓展不及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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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 

Q3 全球蜂窝模组出货量同比增速 70%，行业高景气度延续。根据 Counterpoint

最新数据显示，2021Q3 全球蜂窝模组出货量同比增长 70%，其中，5G 模组由于低

基数出货量同比增长 700%，而 NB-IoT 需求强劲，出货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此外，

Counterpoint 预计 2024 年全球蜂窝模组出货量超 7.8 亿片，5 年 CAGR 为 22.63%，

预计 2024 年全球蜂窝模组市场空间将达到 115 亿美元，5 年 CAGR 为 26.15%，行

业高景气度可持续。 

 

 

Q3 国内厂商份额全面赶超海外，制式向 NB-IoT 和 Cat.1 转移。Q3 出货量份额

前 5 名模组厂商均来自中国，其中，受益于 NB-IoT 和 4G Cat 1 模块的巨大增长，移

远出货量同比增长接近 80%，份额占比达到 31.6%；广和通出货量同比增长 84%，份

额占比 9.6%，维持第二；第 3-5 名分别为中国移动、日海智能和美格智能。芯片厂商

方面，高通和紫光展锐分别以 37.2%和 26.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第二，其中高通

在 Cat 4+、5G 等高速领域领先，紫光展锐在 Cat.1、NB-IoT 和 2G 等低速领域领先。

模组 ASP 方面，由于较低价格的 NB-IoT 和 Cat.1 需求强劲、较高价格的 4G、5G 供

应紧张尚未改善，Q3 模组 ASP 下降 3%。 

 

 

 

 

图表 1 全球物联网模组出货量及增速（含预测） 

 
资料来源：YOLE，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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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Q3 全球物联网模组厂商出货量份额 图表 3 Q3 全球物联网芯片厂商出货量份额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华安证券研究所 

 

展望明年，我们认为驱动行业持续高景气的因素主要有：1）车载模组放量，一方

面，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高增长，物联网模组装配率为 100%-200%，传统汽车领

域缺芯逐步缓解，物联网模组装配率为 30-40%，此外，车载网联方案由 4G 向 5G、

由单纯网联向智能迭代，整体价值量有所提升；2）2G、3G 退网带来 Cat.1 模组的替

代，随着各国运营商 2G、3G 陆续退网以及新建网络的布局节奏，目前 Cat.1 模组已

经形成一个较为自然的增速；3）5G 应用扬帆计划带来的垂直行业需求，根据计划，

到 2023 年大型工业企业 5G 应用渗透率 35%、5G 物联网终端增速 200%，5G 行业

虚拟专网建成 3000 个，其中，智慧工厂、智慧矿山、智慧港口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将来带增量需求可观；4）海外 CPE 放量，根据 5G 物联网产业联盟数据显示，全球

5G CPE 数量有望从 2020 年的 300 万台增长到 2025 年的 1.2 亿台，复合增速为

109.13%，市场规模有望从 2020 年的 48 亿元增长到 2025 年的 600 亿元，复合增速

为 65.72%。尤其海外光纤部署不完善，CPE 用于 FWA 场景前景巨大。5）国内电动

两轮车及其电源管理网联化、智能化，2020 年我国两轮电动车保有量超过 3 亿量、销

量超过 3000 万辆，今年预计销量 5000-6000 万辆，随着我国电动两轮车安全技术规

范的落地，车机联网、BMS 电池管理系统以及共享电动车、换电柜、智能充电插座等

带来的增量市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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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增速 图表 5 全球 Cat.1 产品出货量及增速（含预测） 

  

资料来源：中汽协，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TSR，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6 全球 5G CPE 出货量及增速（含预测） 图表 7 我国两轮电动车销量及增速（含预测） 

 

  

资料来源：5G 物联网产业联盟，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华安证券研究所 

 

竞争格局方面，我们认为，明年传统领域格局稳定，新兴领域将迎来新进入者。

分领域来看，1）车载领域，移远将维持国内市场第一位置，市场份额或在 60%以上，

同时，通过法雷奥等 tier1 厂商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广和通在收购 Sierra 车载资产以

后将取得海外市场龙头地位，同时，通过广通远驰积极拓展国内新势力市场。美格智

能或将成为新进入者，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2）笔电领域，广和通将继续维持在该领

域的统治地位，市场份额有望维持 60%以上，移远保留在低速率模组的份额。此外，

苹果若推出前装蜂窝模组的机型，其他笔电厂商跟进导致整体模组内置率提升、市场

扩容，该领域届时也将迎来新进入者。3）泛 IoT 领域，CPE、共享设备等新兴市场或

将迎来众多新进入者，而 POS 机、表计、安防、电力等传统领域格局基本稳固。 

总结来看，物联网模组持续高景气，市场份额延续向国内厂商集中，展望明年，

车载、工业、海外 CPE、电动两轮车等场景将驱动行业继续高成长，车载等新兴领域

由于市场前景广阔，将迎来新进入者。投资建议方面，持续推荐移远通信、广和通，

建议关注美格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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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行情回顾 

2.1 本周行业板块表现 

上周，通信（申万）指数下跌-0.41%，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55pct，在申万一级

行业指数中表现排名第 23。板块行业指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高频 PCB 和服务器，涨

幅为+2.57%和+1.74%，光模块和网络设备表现较差，跌幅为-4.39%和-4.16%；板块概

念指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 RCS 和广电系，涨幅为+2.19%和+0.69%，表现最差的是智

能电网和物联网，跌幅为-2.17%和-2.16%。 

 

图表 8 上周板块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9 上周通信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表现第 23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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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上周 Wind 通信行业板块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 上周 Wind 通信行业概念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表现 

从个股表现看，上周涨幅前五分别是中瓷电子、恒信东方、中嘉博创、亿联网络、

意华股份；通鼎互联、光库科技、永鼎股份、天孚通信、有方科技等表现较差。 

从今年以来表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中瓷电子、楚天龙、意华股份、鼎通科技、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3.00

行业板块涨跌幅（%）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行业概念涨跌幅（%）



[Table_CompanyRptType] 

 

行业研究 

 

 
 

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10 / 16                                         证券研究报告 

万隆光电；线上线下、仕佳光子、震有科技、瑞斯康达、会畅通讯等表现较差。 

 

图表 12 截至上周通信个股表现情况 

周表现最好前十 周表现最差前十 今年以来表现最好前十 今年以来表现最差前十 

中瓷电子 15.95 通鼎互联 -15.01 中瓷电子 531.14 线上线下 -59.54 

恒信东方 13.46 光库科技 -14.81 楚天龙 310.22 仕佳光子 -48.72 

中嘉博创 13.17 永鼎股份 -12.17 意华股份 106.83 震有科技 -47.76 

亿联网络 12.12 天孚通信 -10.43 鼎通科技 104.36 瑞斯康达 -40.38 

意华股份 9.24 有方科技 -10.37 万隆光电 103.28 会畅通讯 -34.85 

万马科技 7.52 金信诺 -9.33 亿通科技 99.46 中嘉博创 -31.63 

平治信息 7.39 万隆光电 -8.81 盛洋科技 86.63 立昂技术 -30.14 

东信和平 7.09 鹏博士 -8.60 华测导航 85.30 超讯通信 -29.91 

中光防雷 6.80 灿勤科技 -8.20 光库科技 74.88 武汉凡谷 -28.84 

宁通信 B 5.33 杰赛科技 -7.83 万马科技 69.65 中国电信 -27.33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3 产业要闻  

1）Counterpoint：Q3 全球蜂窝物联网模块出货量同比增长 70%，移远和广和

通位列第一第二 

1）Q3 全球蜂窝物联网模块出货量同比增长 70%，整体收入突破了 15 亿美元。

由于基数较低，5G 模块出货量同比增长 700%。 

  

2）移远通信的蜂窝物联网模块出货量同比增长近 80%，份额占比为 31.6%；广

和通保持第二的地位，占比 9.6%。NB-IoT 贡献了超过 1/3 的蜂窝物联网模块市场。 

  

3）在蜂窝物联网芯片市场，高通以 37.2%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4）中国移动为模块厂商的第三名，Q3其总出货量同比增长了两倍，份额占比6.2%。 

  

5）作为全球第二大蜂窝物联网芯片制造商，紫光展锐超越高通成为 4G Cat 1 市

场的领头羊，海思仍是全球第三大芯片组供应商。（来源：Counterpoint） 

2）Gartner：Q3 全球智能手机销量 3.4 亿部，同比下降 6.8%。三星，苹果位列

第一第二 

Q3 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同比下降了 6.8%。组件短缺扰乱了生产计划，导致库存减

少和产品供应延迟，最终影响了销量。 

  

三星得益于市场对可折叠智能手机的强劲需求，Q3 销量排名第一；苹果重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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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榜第二；小米、vivo 和 OPPO 的市场份额分别同比增长 1%、2.4%和 1.7%，分列

第三、第四与第五位。（来源：Gartner） 

3）Dell'Oro《2021Q3 以太网交换机—数据中心》：Q3 全球数据中心交换机市

场收入创历史新高 

Q3 全球数据中心交换机市场收入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1%。400Gbps 的累计

出货量超过了 300 万个端口，其中绝大多数仍由谷歌和亚马逊推动 

 

华为、星网锐捷和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均实现了两位数的收入增长。

（来源：Dell'Oro） 

4）IDC 发布《中国云运营服务市场（2021 上半年）跟踪》 

1）上半年，中国整体云运营服务市场规模为 129.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8% 

 

2）云代运营服务从传统政府行业向大型传统行业头部企业、医疗、交通、工业等

行业拓展，整体市场增速在 30.6%，市场占比为 73.1%。 

 

3）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推动上云后云运维服务需求增长，市场增速为 24.3%，

占比为 26.9%（来源：IDC） 

5）IDC 发布《2021Q3 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报告》 

1）全球此类设备出货量同比增长 9.9%，达 1.384 亿台。其中耳机类产品（ 包

括 TWS 真无线耳机）出货量增长 26.5%。 

 

2）苹果在可穿戴设备中出货量遥遥领先，Q3 出货 3980 万台，市场占比 28.8%

主要得益于 AirPods 系列真无线耳机的热销。 

 

3）小米与三星并列第二位，出货量同为 1270 万台。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增长明

显。同时小米的真无线耳机凭借超高性价比继续占有市场。（来源：IDC） 

6）Omdia：为应对半导体短缺，智能手机 OEM 厂商正减少摄像头数量 

Q3 拥有三个、四个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相同水平；采用单摄像头的智

能手机在全球出货量中的份额下降到 8%，去年同期下降 14%。OEM 厂商减少镜头数

量，以减少由主要半导体元件持续短缺带来的相机相关成本。（来源：Omdia） 

7）Sensor Tower：2021 年全球 APP 收入将达 1330 亿美元，TikTok 继续领跑 

1）2021 年全球 APP 用户收入将同比增长 19.7%，达到 1330 亿美元。 

2）TikTok 继续成为收入最高和下载量最高的 APP。用户在 TikTok 及抖音上的支

出将达到 23 亿美元。 

3）游戏应用程序支出预计将达 896 亿美元，增长约 13%。该类别在消费者总支

出中的份额下降 4.3%，至 67.4%。（来源：Sensor Tower） 

8）昆明移动：5G 分流比突破 30%，成为西南首个突破 30%的局点 



[Table_CompanyRptType] 

 

行业研究 

 

 
 

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12 / 16                                         证券研究报告 

1）针对化地制定“卖终端、改套餐、办业务、设主卡、开开关”5G 一体化服务

流程。且通过多维度用户画像甄别，针对 5G 存量设备用户开展多轮 SA 终端版本升

级宣传，使得 SA 客户升级率达 93%，全国排名第一。 

2）云南移动基于其旅游强省特点，针对性地上线本地化特色业务，打造热点景点

品牌，同时让 5G 体验具象化。 

3）和华为合作保障 5G 良好用户体验，提升 5G 网络质量。 

4）通过技术赋能，覆盖了宏+宏，宏+室分，宏+杆等多种站型，可以适配绝大多

数场景，大幅提升 5G 感知，激发 5G 潜能。（来源：昆明移动） 

9）C114：2025 年数据中心和 5G 基本形成绿色集约的一体化运行格局 

全国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平均电能利用效率降到 1.3 以下，国家枢纽节点

进一步降到 1.25 以下，绿色低碳等级达到 4A 级以上。 

西部数据中心利用率由 30%提高到 50%以上，东西部算力供需更为均衡；5G 基

站能效提升 20%以上。对于区域内数据中心整体上架率（建成投用 1 年以上）低于 50%

的，不支持规划新的数据中心集群，不支持新建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来源：

C114） 

1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半年全球 5G 无线接入设备市场规模 133 亿美元，

华为 35.2%份额排名第一 

2021 年上半年，全球 5G 无线接入设备市场规模达到 133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43%，其中中国贡献全球市场的 44%。 

5G系统设备厂商方面，2021年上半年，华为以 35.2%的市场份额高居全球第一，

排名第二的爱立信份额为 21.5%；中兴以 16.14%的份额位列全球第三（来源：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 

11）《中国 5G 发展和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2021 年）》发布 

1）2021 年上半年，全球 5G 无线接入设备市场规模达到 133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43%，其中，中国贡献全球市场的 44%。 

2）H1 华为市场份额稳居第一，爱立信、中兴、诺基亚、三星分别位列第二至第

五。海外市场方面，爱立信、诺基亚、三星、华为位列前四。 

3）2021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 5G 手机出货量超过 2 亿部，同比增速达 68.8%，

拉动同期手机出货量增长 12.0%。2021 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市场 5G 手机出货量占据

全球 5G 手机出货量的 50%以上。（来源：IMT-2020(5G)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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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点公司公告 

1）震有科技：海创新和苏州同创分别拟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 7.71%和 0.62% 

南海创新持有 1493 万股（7.71%）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全部股票；苏

州同创持有 120 万股（0.62%）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全部所持股票。 

2）硕贝德：朱旭东先生拟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 0.27%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朱旭东，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123

万股，占总股本的 0.27%。 

3）恒信东方：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公告 

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9.85 亿元，实际募资 6.82 亿元，发行每

股 8.5 元，共发行 8235 万股。用于适用于 VR 开发的 AI 虚拟生态引擎系统项目，VR

数字资产生产项目和 VR 场地运营中心。 

4）博创科技：天通股份现已减持总股本的 1.39%，减持提前终止 

公司股东天通股份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345.94 万股（占 2%），

现已减持 242 万股（占 1.39%）减持已提前终止。 

5）三维通信：发行价格 4.6 元/股，募集 4.68 亿元资金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2.15 亿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 4.60 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68 亿元。 

6）万隆光电：华凯投资已完成减持总股本的 1.57% 

特定股东华凯投资减持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7万

股，占总股本的 1.57%，现已实施完毕。 

7）仕佳光子：安阳惠通、惠通巨龙及惠通创盈合计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 7.01%，

现已减持 0.74% 

安阳惠通、惠通巨龙及惠通创盈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合

计减持不超过 3216.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1%，现已减持 0.74%。 

8）有方科技：方中星拟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 1%，现已减持 0.52% 

股东方中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91.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超过 1%，现已减持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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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营商集采招标统计 

1）平治信息：中选黑龙江移动 2021 年家庭网关采购项目，金额上限 1572 万元 

中选黑龙江移动 2021 年家庭网关采购项目进展暨签订框架合同。本框架协议的

含税金额上限约为 1572 万元。 

2）平治信息：中标中国移动 2021 年全省智能摄像头的 60%，金额预计为 1541

万元 

项目名称为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21 年全省智能摄像头。中选份额为 60%，中标

金额预计约为 1541 万元。 

3）中贝通信：中标中国移动 2022 年到 2023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金额约

3.1 亿元 

项目内容：中国移动 2022 年到 2023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需求，中标省份

数量从上一期的 14 个增加至 19 个，合计金额 3.1 亿。 

4）中国电信 MSS 系统 SAP 软件维护技术服务采购：中博、华科众合、英诺森

3 家入围 

中国电信 2021 年集中 MSS 系统 SAP 软件维护技术服务项目主要采购 SAP 软

件的原厂维护技术服务。项目最高总预算 2509.64 万元（含税）。项目不划分标包，

中标人数量为 1 名。 

5）中国移动 2022-2023 年高压水冷柴油发电机产品集采：总预算超 12.76 亿 

本期共采购高压水冷柴油发电机约 547 台，项目总预算 12.76 亿元（不含税）。

该项目共划分成 2 个标包，分别采购 510 台（排量 75L 以上）和 37 台（无排量限

制）。标包一、二的中标供应商数量分别为 4-5 家、1 家。 

6）中国移动集采 3340 台低压水冷柴油发电机，总预算约 7.4 亿 

该项目将采购低压水冷柴油发电机约 3340 台，项目最高总预算为 7.394 亿元（不

含税），采购需求满足期为 2 年。项目划分 4 个标包，标包不含税投标总价限价分别

为 1.288 亿元、1.769 亿元、1.782 亿元和 2.555 亿元。 

7）中国电信总部集中 MSS 系统维护运营技术采购：中博、中电福富两家入围 

本项目主要采购集中 MSS 系统维护运营技术服务，项目最高总预算 1930 万元

（含税）。该项目不划分标包，中标人数量为 1 名。中博、中电福富的投标报价分别

为 1909 万元和 1927 万元（含税）。 

8）中国移动政企设备安装集采：中移建设独家中标 

中国移动 2022-2023 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政企设备安装集采项目，中移建设独家

中标。投标折扣系数 49%（不含税），该项目打折后总预算为 1200 万元（不含税）。

本次采购需求，包括核心机房设备、传输设备（不含一干）、无线主设备（含天馈线）

以及电源配套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 

9）中国移动 266 亿元设备安装大标，45 个中 39 个标段结果公示：27 家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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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 2022-2023 年设备安装通信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39 个标段，

中移建设共获得 24 个专业公司及省份的总计计 33 个标段的份额，中标金额约约为

6.29 亿元（不含税）。 

其次为浙江邮电工程，共获得 6 个专业公司及省份共计 7 个标段的份额，中标金

额约为 7378 万元（不含税）。 

目前排名第三的企业为中通二局，共获得 5 个专业公司及省份共计 6 个标段的份

额，中标金额约 7535.5 万元（不含税）。 

10）中国移动通信工程设计第四批补充采购：中移设计院、中通服等 4 家中标 

2020-2021 年通信工程设计与可行性研究第四批补充采购项目，中移设计院中标

35%；中通服中标 29%、广东电信设计院中标 27%、上海邮电设计中标 9%。除了中

移设计院投标折扣系数为 45%，其余均为 44%。 

本次采购主要涉及 2020-2021 年江苏省公司传送网的通信工程设计工作，采购规

模为 4 项通信工程一体化设计。  

 

6 风险提示 

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导致出货量不及预期；下游 5G 应用拓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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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分析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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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均不做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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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ankIntroduction] 投资评级说明 
以本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证券（或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A

股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

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定义如下： 

行业评级体系 

增持—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

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