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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126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2603274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1126315 

[Table_QuotePic]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相关报告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19 2020 2021E 2022E 

瑞可达 90 0.39 0.68 1.08 1.75 230.77 132.35 132.35 83.33 2.19 买入 

闻泰科技 69.7 1.01 1.94 2.71 4.12 69.01 35.93 25.72 16.92 0.79 买入 

广和通 30.6 0.70 1.17 1.77 2.44 43.71 26.15 17.29 12.54 0.59 买入 

宝信软件 47.29 0.59 0.87 1.49 1.94 80.15 54.36 31.74 24.38 1.10 买入 

天孚通信 21.93 0.77 1.29 1.66 2.10 28.48 17.00 13.21 10.44 0.62 买入 

备注 以 2022年 04月 15日收盘价计算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本周沪深 300 下跌 0.99%，创业板下跌 4.26% ，其中通信板块下跌 5.42%，板块价格

表现弱于大盘；通信（中信）指数的 126 支成分股本周内换手率为 1.23%；同期沪深 3

00 成份股换手率为 0.45%，板块整体活跃程度强于大盘。 

通信板块个股方面，本周涨幅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国美通讯（27.66%）、*ST 新海（1

5.42%）、大唐电信（10.94%）、天邑股份（5.46%）、共进股份（3.93%）；跌幅居前五

的公司分别是：深南股份（-21.36%）、佳创视讯（-20.23%）、移为通信（-18.34%）、

恒宝股份（-18.33%）、意华股份（-16.59%）。 

 上海多措并举推动复工复产，汽车智能化与物联网板块情绪有望修复。3 月以来广东、
吉林、上海等地相继爆发疫情，三地均为我国汽车产业集群中心，21 年汽车产量合计占
比 32.58%。根据公开报道，一汽、华晨宝马、特斯拉、上汽大众等整车厂及博世、安
波福等汽车零部件厂商疫情地及周边地区工厂相继停产，宁德时代亦因为当地防疫管控
措施升级采取网格化管理措施。3 月中下旬上海整车货车物流指数单日同比跌幅均值超
过 48%，零部件供应风险提升，蔚来、长城坦克及三菱、本田等日系车企全系或部分车
型相继减产停产。近期中央及地方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复工复产，国务院要求全力畅通
交通运输通道，4 月 15 日工信部设立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
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 666 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4 月 1
6 日，上海经信委发布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4 月 18 日上汽集团将开始启动复工复产
压力测试，同时会带动一些核心零部件工厂进入压力测试。一汽、蔚来、博世等车企及
零部件厂商通过闭环生产等方式积极推进生产恢复。市场表现来看，受疫情影响汽车连
接器、控制器、物联网模组核心标的，从近期高点下跌幅度普遍在 30%-50%，估值处
于历史低位，部分公司在疫情影响 Q1 预告仍实现较高的增长，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影响有望缓解，物流恢复后整车厂短期或将增加供应链补库存采购，
板块情绪有望迎来修复，智能化创新+国产化将持续推进产业链中期成长，建议逢低布
局汽车连接器、控制器及物联网模组核心标的。 

 新能源汽车 3 月渗透率创新高，汽车智能化中期成长潜力大。根据中汽协数据，受疫情
影响，22 年 3 月汽车产销分别为 224.1/223.4 万辆，环比分别+23.4%/+28.4%，同比分
别-9.1%/-11.7%，自主品牌市占率 48.5%。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46.5 万辆和 48.4 万
辆，同比均增长约 1.1 倍，实现逆势增长，单季度渗透率达 25.73%，环比提升 3.96pct，
创历史新高。22Q1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29.3 万辆和 125.7 万辆，同比均增长约 1.
4 倍，一季度渗透率 22.74%，同比提高 12.35pct。比亚迪以 10.32 万辆和 28.27 万辆
销量领跑 3 月及 Q1 新能源市场，造车新势力小鹏、理想、哪吒等均实现单月及季度同
比增长。智能化成为新能源汽车竞争下半场，近日召开的电动汽车百人会指出 L2 级辅
助驾驶技术应用加快，L3+自动驾驶在北京亦庄、无锡等特定场景和限定区域率先试用，
中国将充分利用 5G 领先技术和新基建推进车联网及车路协同发展。根据车云数据，目
前具有 L2 级和可 OTA 功能的智能汽车渗透率不足 18%，其中燃油车 11.6%，新能源车
40.4%，自主品牌在 2 月新能源智能汽车销量前十品牌中占据 80%，蔚来、小鹏、理想、
零跑等 6 家造车新势力上榜，在智能新能源车型前 10 中，标配 L2 级驾驶辅助系统车型
占比 70%，其中造车新势力占比超过 50%，智能化布局快于传统车企，预计随着其市
占率提高及传统品牌智能汽车放量，智能网联车渗透率持续提升。 

 广东“十四五”能源规划出台，新增海风电装机 17GW。广东省近日印发《广东省能源
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包括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推动项目
集中连片开发利用，打造粤东、粤西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十四五”时期新增海
上风电装机容量约 1700 万千瓦。双碳政策驱动下，各地出台十四五海风规划，山东总
规划装机规模 3500 万千瓦，重点推进渤中、半岛南 500 万千瓦以上项目开工建设，建
成并网 200 万千瓦，争取 760 万千瓦场址纳入国家深远海海上风电规划，浙江启动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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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工程，计划打造 3 个以上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新增海上风电装机 455 万千瓦
以上，“十四五”规划中新增风电全部指标集中于海上风电领域，江苏规划海上风电项
目场址共 28 个，规模 909 万千瓦，广西规划“十四五”期间核准海上风电 800 万千瓦
以上，投产 300 万千瓦，目前已有 75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获能源局批复，海南、福建
同样出台相关规划支持海上风电产业，全国“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总装机量超 100G
W，有力带动海缆需求增长。海缆行业壁垒较高，寡头竞争格局明确，持续看好国内龙
头中天科技、东方电缆、亨通光电成长性。 

 投资建议：关注车载连接器：瑞可达、意华股份、兴瑞科技、鼎通科技、合兴股份等；
线束：沪光股份、永鼎股份等；汽车控制器：科博达、和而泰；物联网：移远通信、广
和通、美格智能、闻泰科技等；海缆及工程服务：中天科技、东方电缆、亨通光电等；
网络设备商：紫光股份（新华三）、星网锐捷、中兴通讯；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数据中心：宝信软件、科华数据、光环新网等； IDC 暖通设备：英
维克、佳力图等；光器件：新易盛、天孚通信、光迅科技；军工通信与卫星应用：上海
瀚讯、七一二、华测导航、中国卫通等。  

 风险提示事件：疫情加剧风险、政策变化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海外贸易争端、市
场系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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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综述 

 本周沪深 300下跌 0.99%，中小板下跌 3.34%，创业板下跌 4.26%，TMT

中通信板块下跌 5.42%，计算机下跌 4.76%，电子下跌 4.24%，传媒下

跌 6.46%。 

 

图表 1：国内前十汽车产量地区（万辆）  图表 2：3 月中下旬上海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及同比变动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汽车整车制造商对应主要线束供应商 

车系 整车企业 主要供应商 

整车线束 小线束 高压线束 

德系 上汽大众 昆山沪光、科世科、苏州波特尼、莱尼、

安波福 

昆山沪光、上海金亭、李尔 昆山沪光、安波福、科世科、苏州波特

尼 

一汽大众 科世得润、长春住电、安波福、李尔 昆山沪光、长春捷翼、长春灯泡电线厂 科世得润 

奥迪 科世得润、长春住电、安波福 长春捷翼 安波福、科世得润 

奔驰 莱尼、安波福 昆山沪光、德科斯米尔、耐克森 昆山沪光、德科斯米尔 

宝马 德科斯米尔、莱尼 德科斯米尔、莱尼、迈恩德 莱尼 

美系 通用 安波福、上海金亭、矢崎、莱尼、昆山

沪光 

科世科、上海金亭、河南天海、昆山沪

光 

昆山沪光、安波福 

福特 安波福、李尔、矢崎、住友 莱尼、安波福、矢崎、李尔 

日系 矢崎、住友、藤仓 

韩系 京信、裕罗、悠进 

内资 上汽集团 昆山沪光、李尔、天海、安波福 昆山沪光、安波福、三智 Auto-Kable、昆山沪光 

一汽集团 李尔、长春灯泡电线厂、安波福 三智 TE 

吉利汽车 豪达、天海、藤仓、京信、李尔 天海、京信 TE 

长城汽车 保定曼德、长春灯泡电线厂、天津精益 立讯、乐荣、景程 TE 

奇瑞汽车 昆山沪光、河南天海、侨云电子、安波

福等 

/ 中航光电、南京康尼、四川永贵等 

江淮汽车 昆山沪光、河南天海、安波福等 / 中航光电、安波福 
 

来源：沪光股份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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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各方汽车保供措施 

主体 措施 

政府 

国务院 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力畅通交通运输通道，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航道船闸。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港口码头等 

工信部 4 月 11 日正式上线“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协调平台”，帮助企业及时反馈和解决实际困难； 

派出上海前方工作组，研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诉求应急协调机制，设立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集中资源优先

保障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 666 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长三角

“三省一市”重要生产物资保障协调对接机制，推行通行证互认等措施 

交通运输部 统筹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物流保障保畅各项工作 

人民银行 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加大对物流通畅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金融支持 

吉林省工信厅 全力支持帮助一汽集团分批有序复工复产，目前首批 47 家零部件企业有序复工 

上海经信委 发布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要求各区政府和街镇、园区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指导企业“一企一策”，

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落实闭环管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主机厂及零

部件供应商 

蔚来 供应链略有恢复，合肥生产基地逐步恢复生产 

上汽 计划 4 月 18 日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目前按照政府要求配合做好防疫，同时养护改造设备，周密做好满足防

疫条件下生产相关准备工作，具体时间内部有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博世 上海和太仓汽车零部件工厂采用封闭运行措施 

安波福 安排 1800 多名员工进行闭环生产，保障约 80%产能 
 

来源：中国经济网，线束世界，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5：上海近一月单日新增病例  图表 6：重点关注汽车电子标的近一年平均涨跌幅及估值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7：已覆盖汽车相关标的产能地域分布及客户 

公司 产能分布 客户 

功率芯片 闻泰科技 国内：东莞后端封测厂、广州得尔塔、珠海得尔塔、上海研

发中心、无锡研发及智造中心、深圳研发/运营中心、西安

研发中心、嘉兴智造中心、昆明智造中心 

海外：美国、荷兰、英国、德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

印度等 

博世、比亚迪、大陆、德尔福、电装等 

车载模组 移远通信 总部位于上海，常州、合肥两地设立自有智能制造中心，马

来西亚、巴西、苏州、东莞等全球多地建立代工厂合作 

全球超过 35 家知名主机厂和 60 多家 Tier1 厂商 

广和通 深圳 吉利、比亚迪、长安、长城、大众、标致雪铁龙等 

美格智能 深圳、杭州，上海设立研发中心 覆盖整车厂、Tier1 厂家、后装客户等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6 - 

  行业周报 

汽车连接器 瑞可达 苏州、绵阳 特斯拉、蔚来、上汽、长安、奇瑞、广汽、长城、比亚

迪、吉利、小鹏、宁德时代等 

意华股份 苏州 比亚迪、吉利、中车、华为、GKN、科士达、安波福、

科博达等 

汽车控制器 科博达 总部位于上海，嘉兴、重庆、潍坊等地设有生产基地 大众、奥迪、保时捷、奔驰、宝马、福特、雷诺、日产、

康明斯等 
 

来源：Wind，各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8：汽车当月产销量及环比增速  图表 9：新能源汽车当月产销量及渗透率  

 

 

 

来源：中汽协，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汽协，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2022 年 3 月及 Q1 新能源厂商销量 

厂商 2022.03 同比 份额 厂商 2022Q1 同比 份额 

比亚迪汽车 103229 334.0% 23.2% 比亚迪汽车 282686 421.5% 26.4% 

特斯拉中国 65754 85.3% 14.8% 特斯拉中国 108300 56.3% 10.1% 

上汽通用五菱 46791 40.7% 10.5% 上汽通用五菱 105227 27.4% 9.8% 

奇瑞汽车 20350 261.5% 4.6% 奇瑞汽车 50072 251.4% 4.7% 

广汽埃安 20317 189.7% 4.6% 广汽埃安 44874 154.9% 4.2% 

小鹏汽车 15414 202.1% 3.5% 吉利汽车 43922 437.1% 4.1% 

长安汽车 15233 273.7% 3.4% 小鹏汽车 34561 159.1% 3.2% 

长城汽车 14999 14.9% 3.4% 长城汽车 34167 11.4% 3.2% 

吉利汽车 13633 278.3% 3.1% 理想汽车 31716 152.1% 3.0% 

哪吒汽车 12026 270.5% 2.7% 长安汽车 30645 189.8% 2.9% 

理想汽车 11034 125.2% 2.5% 哪吒汽车 30152 305.1% 2.8% 

零跑汽车 10059 251.3% 2.3% 蔚来汽车 25768 28.5% 2.4% 

蔚来汽车 9985 37.6% 2.2% 零跑汽车 21579 338.2% 2.0% 

一汽大众 7230 38.8% 1.6% 上汽乘用车 20048 -9.5% 1.9% 

上汽大众 6543 176.9% 1.5% 上汽大众 18847 154.4% 1.8% 
 

来源：乘联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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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2022 年 2 月智能新能源品牌销量前十 

 

来源：车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重点关注标的一季报业绩一览（百万元） 

公司 营收 营收 yoy 净利润 净利润 yoy 变动趋势 备注 

天源迪科   5.89~7.36 20%~5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合众思壮 463.578 22.81% 14.458 119.57% 同向上升 季度报告 

高鸿股份   1.5~2.2 31.98%~93.58%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美格智能   23.5~27.5 52.48%~78.43%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星网宇达   -8~-12 -167.15%~-144.77% 亏损 业绩预告 

高新兴   400~410 2.40%~4.96%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春兴精工   15.5~17.0 7930%~8080% 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 

海能达   -60~-90 39.74%~59.83% 亏损 业绩预告 

鼎通科技 176.410 70.64% 32.232 46.09% 同向上升 季度报告 

卓胜微   441~466 -10.43%~-5.35%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 

移为通信 209.743 37.49% 18.940 -23.43% 同向下降 季度报告 

天音控股   8~10 -21.65%~-2.07%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 

星网锐捷   118.95~146.71 200%-27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中科创达   152.00~160.00 37.89%~45.15%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深南电路 3315.538 21.68% 347.845 42.83% 同向上升 季度报告 

北斗星通   42~50 0.31%~19.42%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亿联网络 1003.55~1077.89 35%~45% 467.86~505.29 25%~35%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天邑股份 777.13 41.34 70.344 42.58% 同向上升 季度报告 

紫光国微   510.00~550.00 57.54%~69.9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振华科技   548.00~630.00 122.16%~155.4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汉威科技   48.66~52.89 15%~25%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首都在线 303.00~317.00 288.7995 -17.00~-12.00 -872.73%~-645.45% 亏损 业绩预告 

泰晶科技   60.00~80.00 57.27%~109.69%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广哈通信 39.00~43.00 33.5642 -4.50~-3.50 53.95%~40.79% 亏损 业绩预告 

爱玛科技   317.48 109%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华测导航   65.00~68.00 31.43%~37.5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梦网科技   -40.00~-30.00 -184.60%~-163.45% 亏损 业绩预告 

中颖电子   121.62~131.76 80%~95%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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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   200.00~230.00 75.88%~102.27%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千方科技   -290~-240 -307.14%~-271.43% 亏损 业绩预告 

神宇股份   15.81~17.39 0%~1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腾景科技 75.00~78.00 32.72%~38.03% 8.50~9.50 11.84%~25.00%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中控技术   46.00~55.00 31.30%~56.99%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 

硕贝德   3.00~4.00 -73.63%~-64.84%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 

移远通信 1900 68% 66.60 50%  1-2 月 

东山精密 4288 -9% 180 37%  1-2 月 

平治信息    40%+  1-2 月 

中天科技 6000 17% 800 300%  1-2 月 

沪光股份 4100 65%    1-2 月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截至 4月 15日） 

 

图表 13：通信板块涨跌幅前五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中泰通信重点跟踪公司最新估值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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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点公告与新闻 

公司公告 

 

 4 月 11 日 

 

【科博达】股份激励：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00 万

股，约占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40,010 万股的 1%，激励对象不超过 463

人，授予价格为每股 24.60 元，有效期最长不超过 48 个月。解除限售考

核年度为 2022-2024 年，以 2021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为业绩基数，营业

收入增长率分别达到 15%、32%、52%，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 10%、

21%、33%。 

 

【汉威科技】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4,865.93 万元-5,289.0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5%-25%。 

 

【振华科技】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54,800 万元 -63,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16%-155.40%；预计基本每股收益盈利 1.06 元/股-1.22 元/股。 

 

【优博讯】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7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2.1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28.94%；基本每股收益 0.46 元/股。 

 

【数码视讯】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8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4.1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36.56%；基本每股收益 0.0733 元/股。 

 

【振邦智能】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17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32.4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20.98%；基本每股收益 1.9 元/股。公司拟 2021 年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含税）。 

 

【海兰信】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3.6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9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38%；基本每股收益 0.0811 元/股。 

 

【天邑股份】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98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25.8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64%；基本每股收益 0.68 元/股。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

金红利 2 元（含税）。 

 

 4 月 12 日 

 

【中控技术】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19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43.0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1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37.42%；基本每股收益 1.18 元/股。 

 

【亿联网络】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46,786万元-50,5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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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营业收入 100,355 万元-107,78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45%。 

 

【*ST 邦讯】人事变动：公司同意聘任郑冲为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

监，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北斗星通】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4,200 万元 -5,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31%-19.42%；预计每股收益 0.08 元/股-0.10 元/股。 

 

【深南电路】一季度报：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1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6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 亿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42.83%；基本每股收益 0.70 元/股。 

 

【路畅科技】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0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6.7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93.38%；基本每股收益 0.0437 元/股。 

 

 4 月 13 日 

 

【高鸿股份】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48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1.8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6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112.63%；基本每股收益 0.0146 元/股。 

 

【移为通信】一季度报：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4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4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3.43%；基本每股收益 0.06 元/股。 

 

【移为通信】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0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 55.6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 71.94%；基本每股收益 0.53 元/股。 

 

【富春股份】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6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 16.4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 104.40%；基本每股收益 0.1086 元/股。 

 

【天音控股】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800 万元 -1,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1.65%-2.07%；预计营业收入 183 亿元-187 亿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33%-6.33%，预计基本每股收益盈利约 0.0078 元/股-0.0098 元/股。 

 

【星网锐捷】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1,895.12 万元-14,670.6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

升 200%-270%；预计基本每股收益盈利约盈利 0.2039 元/股-0.2515 元/

股。 

 

【中科创达】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5,200 万元-16,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7.89%-45.15%。 

 

【三安光电】股份回购：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5 亿元（含）

且不超过 8 亿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 30.00 元/股，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上限不低于 2,666.66 万股，约占总股本的 0.60%，下限不低于 1,666.66

万股，约总股本的 0.37%，回购期限为可实施回购之日起 2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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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4 日 

 

【海能达】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6,000 万元 --9,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9.74%-59.83%，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03 元/股-0.05 元/股。 

 

【共进股份】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8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2.2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14.08%；基本每股收益 0.51 元/股。 

 

【中贝通信】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1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7.8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219.08%；基本每股收益 0.5378 元/股，公司 2021 年度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6 元（含税）。 

 

【北斗星通】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51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6.2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38.22%；基本每股收益 0.4 元/股，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8 元（含税）。 

 

【柏楚电子】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3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 60.0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 48.46%；基本每股收益 5.49 元/股。 

 

【天威视讯】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9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0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22.02%；基本每股收益 0.18 元/股。 

 

【德赛西威】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5.69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40.7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60.75%；基本每股收益 1.51 元/股。 

 

【合众思壮】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8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4.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92,70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91.53%；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1252 元/股。 

 

【合众思壮】一季度报：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2.68%；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19.57%，基本每股收益 0.0195 元/股。 

 

【星网宇达】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800 万元至 1200 万元。 

 

【美格智能】业绩预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2,350 万元 -2,75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2.48%-78.43%，基本每股收益盈利 0.13 元/股-0.15 元/股。 

 
 

 4 月 15 日 

 

【移远通信】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62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84.4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 亿元，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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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89.43%；基本每股收益 2.49 元/股。 

 

【金卡智能】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01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18.9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139.65%；基本每股收益 0.63 元/股，公司预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烽火电子】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2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8.2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 12.22%；基本每股收益 0.18 元/股。 

 

【烽火通信】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3.15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4.8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181.52%；基本每股收益 0.25 元/股。 

 

【崇达技术】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96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37.2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25.70%；基本每股收益 0.63 元/股。 

 

【崇达技术】股份激励：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751.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87,564.65 万股的 2.00%。其中首次授予

1,477.40 万股，占 84.37%，授予价格为 6.09 元/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分 3 期解除限售，公司业绩考核条件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

至 2024 年基准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24%、60%、116%。 

 

【爱玛科技】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99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19.3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10.94%；基本每股收益 1.79 元/股。 

重要新闻 

1、云走向行业垂直化：未来五年行业云市场价值将达到 6400亿美元 

  

日前德勤发布《2022 技术趋势》显示，云走向行业垂直化，未来五年行

业云市场价值将达到 6400亿美元。 

 

报告指出，行业业云解决方案帮助组织将手动任务自动化，将重心转移到

具有竞争力的差异化方面随着全球经济背景从疫情大流行向着未来地方

性疫情转移，许多组织都在寻找机会，试图将业务流程转移到云端来提高

灵活性和效率。 

 

作为回应，云服务巨头、软件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正在开发一系列基于云

的解决方案、加速器和 API，这些都是预先配置好的，以支持行业垂直领

域的常见场景。这些解决方案是专门为易于采用而设计的，并且可以在其

基础上进行构建以实现数字差异化。无论这些产品中的自选应用、工具或

服务用户怎样组合，云技术都能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形成强大的业务流程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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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18到 24个月内，我们预计越来越多的市场组织将开始探索使用

行业云满足其独特的垂直需求的办法。”实际上，根据德勤管理咨询分析，

未来五年行业云市场的价值将达到 6400亿美元。 

 

显然，云走向行业垂直化的趋势正在增长，而现在正是为你的组织探索可

能性的时候。德勤认为，“要完全拥抱行业云趋势，企业无需耗费九牛二

虎之力。事实上，只要采取小而周到的步骤，避开复杂遗留应用程序更新

或颠覆性核心现代化方案的问题，就能实现你的目标。而你的每一步进展

都有助于提高系统效率和效益。” 

 

在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新兴技术的不断成熟，很多行业、企业加快

了数字化转型的速度。而行业云的广泛应用，将全面提升行业应用和解决

方案快速迭代创新能力，支撑行业内部产业链和上下游生态数据资源有序

流动，促进资源动态优化配置，以数据流通促进科学决策、运营优化、业

务创新，有效应对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在生态系统及价值链中

构建与外部安全共享数据的能力，进而孵化新的商业模式和产品，为行业

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015.html 

 

2、TECHCET：预计 2024 年半导体晶圆供应链紧张趋势将放缓 

  

4 月 11 日消息（余予）咨询公司 TECHCET 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包括 SOI

晶圆在内的硅晶圆市场将在 2022 年增长超过 10%，达到 155 亿美元，较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4.8%。这将是十多年来晶圆市场首次连续两年实现两

位数增长。 

 

TECHCET 指出，与其他半导体材料一样，硅晶圆供应紧张，交货期也在增

加。目前市场上没有过剩产能，总产能大体与年内预计需求量相当。然而，

由于硅晶圆专门针对客户的规格和设备要求，因此容量限制因客户而异，

具体取决于产品组合以及数量需求。 

 

解决瓶颈和一些棕地扩建可能会缓解部分当前的供应限制。但这样的制造

能力增长将不足以满足 2022 年和 2023 年预计的晶圆需求。一些晶圆供

应商表示当前的制造无法完全支持需求。 

 

TECHCET 表示，在这一背景下，目前主要的晶圆供应商，如信越半导体 

(SEH)、SUMCO、GlobalWafers、Siltronic 和 SK Siltron，均表示将投资新建

工厂以进一步提高晶圆产能。但工厂的建设和配备需要 2-3 年的时间，预

计要到 2024 年才能对晶圆产量做出贡献。在此之前，供应将趋紧，导致

价格上涨。并且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也在上升，增加了价格上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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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晶圆短缺将为新来者创造机会，如中国新兴的

300mm 晶圆供应商新昇半导体（Zing Semiconductor），如果它能够满足

300mm 生产晶圆以及测试/监控晶圆的资格标准，将有助于满足部分需求。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211/a1192998.html 

 

3、芯片生产设备延迟交付，台积电和三星提高警惕 

  

据日经亚洲 4 月 10 日报道，ASML、应用材料公司、KLA 和 Lam Research 

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最近通知其客户，他们可能需要等待长达 18 个月才

能获得一些关键的半导体生产设备。 

 

由于在半导体设备生产的零部件长期短缺的情况下，高端芯片的需求激增，

对高性能半导体生产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加。SEMI 预测，全球半导

体设备投资将在 2022 年达到 1030 亿美元。1 月份，这个数字比之前的

估计增加了 50 亿美元。从订购产品到交货的时间从 2019 年的三到四个

月扩大到 2021 年的 10 到 12 个月。据日经亚洲报道，三星电子、台积

电和联电向设备制造商派遣了高管，讨论如何提前设备交付日期。 

 

IT之家了解到，半导体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要确保半导体微加工所必需的 

EUV 光刻设备，EUV 光刻设备是由 ASML 独家生产的。世界各地的芯片制

造商正集中精力确保 EUV 光刻设备的安全。截至 2021 年，ASML 的年产

量仅有 42 台设备。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211/a1192953.html 

 

4、总预算约 9.27亿：中移动信息启动 IT云资源池 SDN系统框架采购 

  

4月 12日消息（焦焦）从中国移动官网获悉，中移动信息 2022-2023年

IT云资源池 SDN系统框架采购项目日前公开招标。 

 

据招标公告显示，本次 IT云资源池 SDN系统框架采购项目共将采购 66

套 SDN系统（软硬件一体），项目总最高预算为 92666 万元（不含税）。本

项目共划分成 2个标包，其中标包 1最高预算为 64546万元（不含税）；

标包 2最高预算为 28120万元（不含税）。 

 

此外，本项目设置最高限价，POD单价最高预算为不含税金额 1401万元，

SDN系统管理软件最高限价为不含税金额 100万元/套。投标人投标报价

高于最高投标限价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0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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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电信市值破万亿新台币 创历史新高 

  

据台湾媒体报道，昨日，尽管台湾股市遭到重挫，但中华电信逆势增长，

股价创历史高位，市值首度突破 1万亿新台币大关，创下历史新高。 

 

从经营看，今年第一季度，中华电信实现营收 513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2.4%，净利润 90亿新台币，在台湾运营商中排名第一。同时，在移动用

户 ARPU方面，中华电信连续 12个月上涨，3月份同比增长 4.1%。固网宽

带 ARPU方面，连续 15 个月上涨，本月同比增长 3.4%。目前。中华电信

光纤宽带用户为 370万户，其中 100Mbps以上用户达 205万户，300Mbps

以上用户 69万户。 

 

移动用户方面，中华电信已经拥有 1198万户，5G用户渗透率突破 20%大

关，预计今年可望突破 30%。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062.html 

  

6、2021年全球基带芯片市场收益 314亿美元，5G基带收益占 66% 

 

4月 13日消息（安迪）市场研究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2021年全球基带芯片市场收益达 314亿美元，同比增长 19.5%。

其中，5G基带收益同比增长 71%，占 2021年基带总收益的 66%。 

 

2021年全球基带处理器市场收益份额排名前五名的厂商分别为：高通、

联发科、三星 LSI、紫光展锐、英特尔。其中，高通以近 56%的收益份额

引领全球基带芯片市场，其次是联发科（近 28%份额）和三星 LSI （超过

7%份额），联发科、高通、紫光展锐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而英特尔、海

思半导体和三星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Strategy Analytics 进一步指出，2021年高通基带芯片出货量超 8亿，

在出货量和收益排名中都位列第一。例如，iPhone13 配备了 X60基带芯

片，推动高通扩大销量；并通过骁龙 8和 7系列芯片确立了自己在高端安

卓设备市场中的领导者地位。凭借其多样化的基带芯片组合，高通还在汽

车、物联网、蜂窝平板电脑、固网无线接入和其他应用等非手机领域表现

抢眼。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241.html 

 

7、蓝牙市场最新预测：蓝牙设备年出货量预计将在 2026年突破 70亿台 

 

蓝牙技术联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今日发布年

度报告《2022蓝牙市场最新资讯》指出，蓝牙技术采用量不断成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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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市场越趋多元的应用发展，助力市场快速增长。从无线音频和可穿戴

设备，到资产跟踪和网络照明控制，蓝牙技术联盟成员公司的创新解决方

案，不断满足消费者、商业和工业用例的需求。今年市场更新中的趋势，

突显了蓝牙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影响力。 

 

未来 5年，蓝牙设备出货量预计将增长近 50%。在疫情的冲击下，2020 年

对全球许多市场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而 2021年，蓝牙市场开始迅速

反弹至疫情前的增长水平。分析师预测，蓝牙市场在 2022年从疫情中恢

复的速度将快于最初的预测。分析师并预估，未来五年蓝牙设备的年出货

量将增长 1.5 倍，到 2026年将突破 70亿台。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wireless/2935/a1193231.html 

  

8、SEMI：创历史新高 2021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达到 1026亿美

元 

  

4月 13日消息（余予）SEMI最新发布的《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统计报告》

显示，2021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较 2020年激增 44%至 1026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大陆地区再次成为半导体设备的最大市场，销售额

增长 58%，达到 296亿美元，这是其连续第四年增长。 

 

韩国是第二大设备市场，在 2020年实现强劲增长后，销售额增长 55%，

达到 250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增长 45%，达到 249 亿美元，位居第三。

欧洲和北美分别增长了 23%和 17%，并继续从 2020年的收缩中复苏。世界

其他地区的销售额在 2021上升了 79%。从各类设备 2021年销售额较 2020

年增长幅度来看，晶圆加工设备增长 44%，其他前端销售增长 22%，封装

设备整体增长 87%，总的测试设备增高涨 30%。 

 

SEMI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jit Manocha表示：“2021制造设备支出 44%的

增长凸显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对产能增加的积极推动，这种扩大生产能力的

驱动力超越了当前的供应失衡，该行业继续扩大规模，以应对各种新兴高

科技应用，从而实现一个更智能的数字世界，带来无数社会效益。” 

 

报告显示，全球晶圆加工设备的销售额在 2021上升了 44%，而其他的前

端销售则增长了 22%。所有地区的封装设备销售额都有很大的增长，从而

整体增长了 87%，而总的测试设备销售额增长了 30%。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211/a1193203.html 

 

9、投资 8.78亿元：神州新桥中标武汉超算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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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消息（南山）2022年 3月 14日，武汉光谷超级算力科技有限公

司发布《武汉超算中心项目工程总承包（EPCO）》项目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本次招标工程投资额 87687万元。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超算软硬件设备采购、预制模块化集装箱机房建

设、配套工程等，本期建设范围包括 50PHPC算力系统和总体 200P的机房

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主要包含超算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4月 7日，该项

目公布了中标候选人，分别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

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体；第二中标候选人：武汉博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第三中标候选人：武汉东研智慧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相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根据东华软件发布的信息，其子公司

神州新桥确认中标。 

 

东华软件公告表示，本项目中标金额达到 8.70亿元，其中神州新桥中标

超算设备及安装费，中标金额 8.18亿元。中标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

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含设备采购及安装）、竣工验收和缺陷

责任修补及叁年的运营服务等，且满足所有建设功能需求的全部工作。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超算软硬件设备采购、预制模块化集装箱机房建设、配套

工程等。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359.html 

 

10、IDC规模首破 3000 亿元 市场呈寡头化发展趋势 

 

“2021年，中国整体 IDC业务市场总体规模突破 3000亿元，达到 3012.7

亿元，同比增长 34.6%，相较于 2020年的 43.3%，增速有所放缓。”根据

科智咨询发布的《2021-2022年中国 IDC行业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我国 IDC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向成熟阶段发展，同比增速有

所放缓，但未来依旧将保持 20%以上的增长。 

 

科智咨询分析师指出，云端与消费互联网创新需求是近期推动 IDC产业发

展的重要动力。过去几年，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与创新，包括电商、游戏、

短视频等，带来海量的数据存储、处理需求，IDC市场随之增长。 

 

不过，当前电商、游戏等用户量增长已经放慢，需求提升较为有限，公有

云成为带动数据中心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近年来，尽管中国公有云市场保

持 5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公有云占企业 IT部署投入比例依旧不足 30%，

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未来中国公有云市场将继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速

仍在 35%以上，是今后 2-3年 IDC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产业互联网正不断发展壮大，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需求

来源。伴随新基建的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将进入更加深化的阶段，在创新

技术推动下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产业互联网需求将逐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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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预计 2024年左右，数字经济对 IDC需求影响将会逐步显现。然而，

目前产业生态尚在形成，短期内不会对 IDC产业带来较大影响，这也是

IDC市场规模同比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 

 

在 IDC产业不断扩大的过程中，IDC绿色化转型、集约化发展进程将进一

步加快。 

 

IDC绿色化转型方面，“双碳”背景下，各地对数据中心的能耗管控进一

步增强，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对数据中心建设区位、节能审查、PUE监测

等提出更加严格、细致的要求，如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的若干规定》中，根据数据中心建设规模，将

PUE准入水平分别设定为 1.3、1.25、1.2和 1.15，以有效降低数据中心

的能耗水平。 

 

数据中心企业也正从建设模式、技术、标准、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做出

进一步的探索。目前，浸没式液冷、新型储能解决方案、BIPV（建筑光伏

一体化）等也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新闻类型：行业资讯 

新闻来源：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3290.html 

 

风险提示 

疫情加剧风险、政策变化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海外贸易争端、市场系

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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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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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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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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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

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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