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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问答系列: 如何看计算机明年风格、车与网安景
气度？ 
 

1. 计算机明年的风格？从极致到再平衡 

复盘过去两年，我们认为风格演绎极致。2020 年，追求市场前 1%的公司（白
马）。从分母端特征来看，流动性环境友好，风险偏好中性，演绎为市场特
征为追求五年的“终局”。2021 年，追求市场后 1%的公司（黑马）。从分母
端特征看，流动性环境中性，风险偏好较高，演绎市场特征为追求短期高增
长。 

展望 2022 年，我们认为风格有望再平衡。从分母端特征角度看，预计流动
性趋于友好，风险偏好至少不悲观，从股价位置来看白马已横盘一年有余，
优质二线标的在底部。 

 

2、如何看待 2022 年的网安预算？ 

伴随着 2021 年疫情反复以及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2022 年政府、国企预算
支出可能进一步延续降低，从而减少其在网安领域的投入的可能性，考虑到
政府与国企为网安公司的重要下游客户，可能会对网安公司 2022 年业绩增
长带来不利因素。但整体而言，我们对明年网安预算仍持相对乐观态度，主
要有三个考虑因素：1）数字化转型加速，网安为数字化经济重要分支；2）
网安支出占 IT 总投入占比仍有较大上行空间；3）安全预算的集中带来安全
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客户黏性的提升。 

 

3、智能汽车现状与展望？ 

智能座舱维度，我国智能座舱搭载率快速提升，2021 上半年新车搭载率达
到 13.86%，同比提高 4.5pct， 高通 8155 平台高市占率，8295 平台将于 2022
年量产；自动驾驶维度，L0-L2 低级别 ADAS 已得到较广泛应用，2021 上
半年我国 L0-L2级别ADAS搭载率为 38.0%，L2级别ADAS搭载率达到 15.4%。
展望 2022 年，英伟达 Orin 芯片、高通 Ride 芯片均将于 2022 年量产，已在
多个车厂定点，高通收购 Veoneer 的 Arriver 业务，补强算法与软件能力，
2022 年有望成为高阶自动驾驶量产元年。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景气，板块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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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明年的风格？从极致到再平衡 

复盘过去两年，我们认为风格演绎极致。 

2020 年，追求市场前 1%的公司（白马）。从分母端特征来看，流动性环境友好，风险偏好
中性，演绎为市场特征为追求五年的“终局”。 

2021 年，追求市场后 1%的公司（黑马）。从分母端特征看，流动性环境中性，风险偏好较
高，演绎市场特征为追求短期高增长。 

展望 2022 年，我们认为风格有望再平衡 

从分母端特征角度看，预计流动性趋于友好，风险偏好至少不悲观，从股价位置来看白马
已横盘一年有余，优质二线标的在底部。 

 

2. 如何看待 2022 年的网安预算？ 

根据《中国采购政府报》，2021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较去年减少约 15.87%，近八成的中央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低于去年，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伴随着 2021 年疫情反复
以及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2022 年政府、国企预算支出可能进一步延续降低，从而减少其
在网安领域的投入，考虑到政府与国企为网安公司的重要下游客户，可能会对网安公司
2022 年业绩增长带来不利因素。但整体而言，我们对明年整体网安预算仍持相对乐观态度，
主要有以下三个考虑因素： 

1）数字化转型加速，网安为数字化经济重要分支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呈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总量在我国 GDP

总量中的占比逐年提升。在 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于
数字化专门提到“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以及“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我们认为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各政
企部门有望持续扩大数字化转型支出，而网络安全作为重要新兴数字产业之一，相关预算
有望维持。 

图 1：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万亿元）  图 2：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占 GDP 总量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2）网安支出占 IT 总投入占比仍有较大上行空间 

根据 IDC 统计数据，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占信息市场的比重为 1.87％，而全球水平平均为
3.74%，与全球水平相比仍有近一倍成长空间。基于我国网安支出占 IT 总投入占比的低基
数、日益严峻的网络空间威胁、以及逐渐趋严的网安监管态势，我们认为未来网安支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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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总投入的占比将逐步提升。 

① 安全监管趋严，安全 KPI 考核增加 

今年以来网络安全领域法律法规密集退出，且多次提到运营安全信息的负责任人对信息安
全负总责，领导班子等负责人需对安全事故的承担切实切实责任。 

表 1：部分网安领域法律法规对安全负责人的考核机制 

条例 规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条例》 

运营者的主要负责人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负总责，领导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和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处置工作，组织研究解决重大网络安全问题。 

《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

责任制实施办法》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级党委（党组）对本地区本部门网络安全工作负主

体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主管网络安全的领导班子成员是直接责任人。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 

 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成立数据安全管理机构。数据安全管理机构

在数据安全负责人的领导下，履行职责。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信办，天风证券研究所 

② 网络空间安全受到的威胁提升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据持续增长（根据工信部数据 2020 年
底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9.46 亿），数据总量增长迅猛（IDC 预测 2025 年中国数
据总量将增至 48.6ZB，占全球数据圈的 27.8％）。 

图 3：中国数据产量及人均数据产量  图 4：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亿个）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北青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网络接口与数据量的增加使得网络空间对于网络安全威胁的暴露面增加，使得对于网络安
全（尤其是数据安全）保护的需求进一步提升。面对持续增加的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更加严
格的监管考核压力，我们认为政府与企业单位有内在驱动力保障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投入。 

图 5：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漏洞数量统计（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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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天风证券研究所 

③ 政策指导增大网络安全领域投入 

《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到
2023 年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超过 25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5%，电信等重点行业网络
安全投入占信息化投入比例达 10%。我们认为网络安全产业三年行动计划体现出国家在宏
观层面对于增大网络安全领域投入的鼓励态度，从而有利于引导政府、企业端客户做出正
向反馈。 

 

3）从数据安全角度看安全预算集中对于行业格局的影响 

我们认为网络安全预算有望呈现集中趋势。从数据安全角度来看，近年来各省市陆续成立
数据管理部门（大数据局），主要职能为整合共享政务数据、重要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资
源，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等。辖区内的信息化所涉及诸如设备、
系统、数据、运维管理等都要相对集中到大数据的管理范畴，将以前分别建设独立运管服
转变为集中建设集中运管服，这种转变对于相关责任、权力等都随之发生变化，相应安全
预算也会更加集中。在预算集中的大趋势下，我们认为可能会对安全行业带来以下改变： 

① 对解决方案的采购需求增加 

由于重要数据资源大量集中在大数据局，对于数据安全保护以及网络安全平台建设的功能
需求也会更加复杂，此时部门需要的不再仅仅是某个产品，而更多的是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能力，有望增加多产品维度、系统的采购需求。 

② 客户黏性增强 

安全公司为大数据局提供安全产品，大数据局后续会持续产生更新升级的需求，此时可能
会优先选择之前合作过的企业，企业和大数据局长期合作，客户粘性随之增强。 

③ 全服务需求提升 

安全系统建设完成后，后续对于系统运维、事件处理、驻场服务等的服务需求有望提升，
而安全服务支出相对稳定，有望稳固在安全领域的支出。 

 

3. 智能汽车现状与展望？ 

1）智能座舱：搭载率快速提升，计算平台快速迭代 

我国智能座舱搭载率快速提升。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数据，我国智能座舱搭载率（新
车上险数量口径）快速提高，2021上半年智能座舱新车搭载率达到13.86%，同比提高4.5pct，
其中语音交互、车联网、中控大屏、OTA、液晶仪表搭载率已经达到 68.0%、55.0%、49.3%、
31.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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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上险新车智能座舱功能搭载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高通 8155 平台高市占率，8295 平台将于 2022 年量产。高通是全球汽车智能座舱计算平
台领导者，全球领先 25 家汽车制造商中有 20 家采用了高通计算平台。高通第 3 代 8155

平台于 2020 年底量产交付，目前广汽、吉利、长城、威马等多个国产车厂已应用。2021

年 1 月，高通推出第 4 代座舱 8295 平台，制程 5nm，增强了图形图像、多媒体、计算机
视觉和 AI 等功能，将于 2022 年开始量产。目前高通第 4 代座舱平台已出样，2021 年 11

月集度汽车（百度智能汽车品牌）宣布搭载高通 8295 平台的汽车将于 2023 年量产。 

图 7：上险新车智能座舱功能搭载率 

 

资料来源：钛媒体，天风证券研究所 

 

2）自动驾驶：L2 辅助驾驶已得到较广泛应用 

L0-L2 低级别 ADAS 已得到较广泛应用。从在售新车车型渗透率角度来看，我们根据汽车
之家数据统计，截止 2021 年 11 月末，全国在售总计 9626 款车型中，全景摄像头、自适
应巡航（ACC）、主动刹车（AEB）、车道偏离预警（LDWS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LKAS）
渗透率均已超过 20%，自动泊车（APA）渗透率也达到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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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在售新车车型 ADAS 功能渗透率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天风证券研究所 

ADAS 搭载率快速提升。从上险新车搭载率角度来看，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数据，2021

上半年我国 L0-L2 级别 ADAS 搭载率为 38.0%，L2 级别 ADAS 搭载率达到 15.4%。2020 年
主动刹车（AEB）、盲区监测（BDS）、全景环视（AVM）、自动泊车（APA）搭载率分别为
31.1%、9.9%、16.2%、11.2%。 

图 9：上险新车 ADAS 搭载率  图 10：上险新车 ADAS 功能搭载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3）展望：2022 年或将成为高级别自动驾驶落地元年 

英伟达 Orin 芯片、高通 Ride 芯片均将于 2022 年量产。英伟达 AGX Xavier 芯片于 2018

年开始出货，下一代自动驾驶芯片 Orin 计划用于 2022 年量产，算力将达到 254TOPS，目
前已经获得蔚来、理想、沃尔沃、奔驰等多个整车厂定点项目。高通于 2020 年 1 月推出
Ride 平台，入局 ADAS 计算平台，能够支撑 L1-L5 各级别自动驾驶场景，长城汽车 2022

年量产的高端车型、宝马下一代 ADAS 和自动驾驶系统均将采用高通 Ride 平台。 

高通收购 Veoneer 的 Arriver 业务，补强算法与软件能力。2021 年 10 月，高通宣布 45

亿美元收购 Veoneer 的 Arriver 业务（感知及软件部分）。Veoneer 定位于辅助驾驶、自动
驾驶解决方案 Tier1，此前高通和 Veoneer 已经联合开发驾驶员辅助和自动驾驶系统。我
们认为，整合 Arriver 后，高通有望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堆栈、完全集成的软硬件解决方案，
或将提升高通在自动驾驶领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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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高通 Ride 平台支撑 L1-L5ADAS 场景 

 

资料来源：高通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 宏观经济不景气。疫情导致经济波动影响公司经营，存在行业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2） 板块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计算机板块发展受到相关科技政策驱动，若板块政策发生重
大变化，存在行业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3） 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比如部分公司的海外业务受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若国际环
境及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则存在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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