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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行业核心观点： 
上个交易周是 2022 年 A 股的第十五个交易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4.19%，

申万一级 31 个行业 1 个上涨，30 个下跌。通信行业上周整体走势强于大

盘，下跌 2.28%，排名第 5 名，TMT 行业内排名第 1。根据三大运营商的

2022Q1 财报显示，三大运营商 2022Q1 收入利润稳步提升，资费降幅收

窄，DOU 持续增长，5G用户拉动 ARPU 持续保持增长。从营收来看，三大运

营商 2022 年一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49.17亿元。其中，中国移动位居榜

首，实现营业收入 2273.2亿元；中国电信营收次之，为 1185.76亿元；中

国联通排名第三，实现营业收入 890.22 亿元，均实现大幅增长。在传统业

务逐渐下滑的趋势下，三大运营商的产业数字化崭露头角，成为营收支

柱。中移动一季度 DICT（大数据、信息化）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37 亿元，

同比增长 50.9%。第一季度，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业务也加速增长，收入

达到人民币 294.14 亿元，同比增长 23.2%。中国联通的大计算和大数据业

务均实现双位数增长。我们认为未来随着 5G 大规模投产，网络运营及支撑

支出将有较快增长，DICT 等信息服务业务规模拓展，也将引发转型升级资

源的旺盛需求，建议关注在 5G 产业扩张持续推进以及全国数字化转型之下

运营商新的增长空间。 

投资要点： 
一周产业新闻：（1）工信部：全国携号转网用户数已经超过 5700万；

（2）工信部：2022年一季度我国新建 13.4万个 5G基站；（3）5G开启上

山下乡！多部委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4）透析三大

运营商 Q1成绩单：营收利润双增长 中国联通一马当先；（5）三大运营商

2021年 Q4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率对比：中国电信最高；（6）《全球 5G

专利活动报告（2022年）》发布：华为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夺冠”；

（7）中国电信再次携手烽火建设 G.654.E超高速骨干网；（8）Omdia分

析欧盟的 6G愿景：需进一步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9）2022年

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 11% 

投资建议： 

随着 5G 建设的逐步推进以及云计算建设规模的持续高增，通信行业 2022

年基本面或将持续改善。在 5G建设方面，随着“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

展规划落地，5G未来建设目标明确。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5G建设还将保

持一个平稳的建设投入节奏。不过随着建设的逐步推进，下游配套应用将

会逐渐成熟，从而再次拉动 5G的相关建设。 

我们建议关注通信行业四条投资赛道：（1）运营商&设备商：5G建设持续

推动，传统通信业务景气度上行，在 5G建设的拓展下，通信建设与运维产

业链业绩增长明显，数据中心和 5G 2B业务的云网建设也为运营商&通信设

备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2）光模块：随着新一轮的需求增长和光模块技

术换代催化，行业有望在 2022年迎来新一轮的戴维斯双击，建议关注数通

侧的光模块龙头企业。（3）物联网模组：未来两年车联网模组仍会是物联

网模组未来市场增长的主要方向之一，建议关注在车联网产业链布局较深

的龙头企业。（4）温控：建议关注部分有能力将原有数据中心液冷技术移

植到储能系统中的温控龙头企业。 

风险因素：贸易摩擦加剧、国内 5G 建设不达预期、全球云计算建设增速放

缓、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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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产业新闻 

1.1  行业政策 

工信部：全国携号转网用户数已经超过 5700万 

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负责人透露，

全国携号转网用户数已经超过 5700 万。2019 年 12 月 1 日，工信部出台的《携号转

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携

号转网服务，不得有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

较宣传、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用户可以通过编辑短信 CXXZ#用户名#身份证号，发

送至当前运营商(拟转出运营商)热线，查询是否具备携转资格。携号转网用户需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1、已在携出方办理正式身份信息登记。2、处于正常使用状态(非

挂失、停机等)。3、与携出方结清该号码的已出账电信费用，如有未出账的电信费

用，与携出方已约定缴费时间和方式。4、与携出方无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的协议，或

已解除在网期限限制。5、入网已满 120 日(自然日)。（C114 通信网） 

工信部：2022年一季度我国新建 13.4万个 5G基站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2 年第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有

关情况。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罗俊杰介绍，截止到

3 月底，新建的 5G基站达到了 13.4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数增加 4811 万户。罗俊

杰表示，在第一季度，工信部积极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工信部加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推动数字产业规模稳步扩大，信息通信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

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截止到 3 月底，新建的 5G 基站达到了 13.4 万个，5G 移动

电话用户数增加 4811 万户，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 3.2 亿户家庭的能力，已建成和

在建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实现了 31 个省区市全覆盖，标识注册量突破了

千亿。服务民生水平不断提高，深入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推动基础电

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以更高标准提升服务能力。同时，首批 325 家网站和 APP 完成

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提供良好的辅助。有序推进携号转网服务，全

国携号转网用户数已经超过 5700 万，一季度电信业务收入规模达到 3935 亿元，同

比增长 9.3%，增速同比提高 2.8 个百分点，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23.9%。（C114

通信网） 

5G 开启上山下乡！多部委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联合印发《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工作要

点》明确：到 2022 年底，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数字技术有力支撑农业

基本盘更加稳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夯实。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5G

网络实现重点乡镇和部分重点行政村覆盖，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60%。乡村

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步提升，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

4300 亿元。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信息惠民服务持续深化，农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有效提升，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初见成效。（C114通信网） 

1.2  运营商 

透析三大运营商 Q1成绩单：营收利润双增长 中国联通一马当先 

三大运营商的 2022 年首季业绩悉数出炉。一季度，三大运营商经营全面向好，收入

利润增速提升，资费降幅收窄，DOU 持续增长，5G 用户占比近一步提升持续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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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U 增长。从营收来看，三大运营商 2022 年一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49.17 亿元。

其中，中国移动位居榜首，实现营业收入 2273.2 亿元；中国电信营收次之，为

1185.76 亿元；中国联通排名第三，实现营业收入 890.22 亿元。利润方面，三大运

营商 2022 年一季度合计实现净利润约 375.47 亿元。其中，中国移动一季度净利润

达到了 256.56 亿元，占总体净利润的 68%左右。对于外界最受关注的 5G 用户方面，

三大运营商 5G 套餐用户数合计约 8.49亿。其中，中国移动 5G 套餐用户数最多，达

4.67 亿，中国电信为 2.1 亿，中国联通为 1.71 亿。具体来看，首季度，中国移动

的移动 ARPU 为人民币 47.5 元，同比增长 0.3%；有线宽带 ARPU 为人民币 32.4 元，

同比增长 1.8%，家庭宽带综合 ARPU 为人民币 37.8元，同比增长 5.3%。传统业务增

量不高，但 DICT 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37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50.9%。首季度，中国

电信的移动通信服务收入为 490.14 亿元，同比增长 5%，移动用户 ARPU 为 45.1 元。

固网及智慧家庭服务方面, 2022 年第一季度，固网及智慧家庭服务收入达到 296.45

亿元，同比增长 4.9%，宽带综合 ARPU 达到 46.7 元，智慧家庭价值贡献持续提升。

产业数字化方面, 2022 年第一季度，产业数字化业务加速增长，收入达到 294.14

亿元，同比增长 23.2%。根据中国联通公布的报告，“大联接”方面，中国联通的移

动服务收入实现人民币 419.86 亿元，同比提升 2.2%；固网宽带接入收入同比提升

5.5%，达到人民币 115 亿元；物联网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 21.21 亿元，同比增幅

40.7%。“大计算”方面，一季度，联通云加速发展，实现收入人民币 91.2 亿元，

同比提 114%；IDC 实现收入人民币 62.31 亿元，同比提升 14.5%；受算网业务良好

增长拉动，固网服务收入同比提升 19.1%，达到人民币 384.63 亿元，收入增幅创近

年新高。“大数据”方面，中国联通大数据实现收入人民币 9.72 亿元，同比提升

54.1%。（C114通信网） 

三大运营商 2021 年 Q4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率对比：中国电信最高 

根据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 年第四季度，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宽

带平均下载速率情况如下图所示，其中，中国电信最高，达到 63.23Mbit/s；中国

移动达到 61.78Mbit/s；中国联通达到 63.19 Mbit/s。从不同网络制式来看，2021

年第四季度，我国移动宽带用户使用 4G 网络访问互联网的平均下载速率为

36.33Mbit/s，使用 5G 网络访问互联网的平均下载速率为 146.34Mbit/s，我国移动

宽带用户使用 5G网络访问的体验速率明显优于 4G网络。（C114通信网） 

1.3  设备商 

《全球 5G专利活动报告（2022 年）》发布：华为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夺冠” 

中国信通院发布《全球 5G 专利活动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球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超过 6.49万件，有效全球专利族超过 4.61 万项。

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依次是华为、高通、三星、LG、中兴、诺基

亚、爱立信、大唐、OPPO 和夏普。数据显示，5G 标准必要专利的年度声明量呈现逐

年攀升的态势，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全球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超过 6.49万

件，有效全球专利族超过 4.61 万项。随着 5G Rel-17 标准的冻结以及 Rel-18 标准

制定工作的开展，预计未来 5G 标准必要专利的声明数量仍会继续增长。有效全球专

利族数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依次是华为、高通、三星、LG、中兴、诺基亚、爱立信、

大唐、OPPO 和夏普。数据显示，华为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占比为 14%，以较大的优

势排名第一位；高通排在第二位，其占比为 9.8%；三星排在第三位，占比为 9.1%；

排名第四至第十位的企业依次是 LG、中兴、诺基亚、爱立信、大唐、OPPO 和夏普。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各国家/地区的运营商普遍较少出现在 5G 专利声明活动行列，

但这并不代表运营商不持有 5G 标准必要专利。此外数据显示，华为在有效全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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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授权专利族、IP5 局任一授权族、多国授权族、中美欧三方专利族、5G only 族

以及技术领域等分析维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高通、三星、LG、中兴、大唐、诺基

亚和爱立信等企业则在不同分析维度上各有所长。（C114通信网） 

中国电信再次携手烽火建设 G.654.E 超高速骨干网 

Yeah 电信 2022 年干线光缆建设工程（第一批）光缆及配套采购项目 G.654.E 干线

光缆标包的中标结果出炉，烽火通信中标武汉-长沙-广州光缆建设工程项目，这将

是继国内首条全 G.654.E 陆地干线光缆项目——中国电信 2017 年上海-广州干线光

缆线路工程后，双方再次携手建设 G.654.E 超高速骨干网项目。目前，G.652 光纤

是通信长途干线中所使用的主流光纤，其占比超过 95%。随着全球互联网流量快速

持续增长，以及海量 5G 设备互联并呈现视频业务为主流的景象，信息传输不断朝更

大容量、更高速率、更长中继与传输距离方向迈进。传统的 G.652 光纤已逐渐无法

满足通信干线需求，特别是在 400G 甚至更高级别的通信系统中，其非线性效应和链

路损耗成为主要限制因素，而新型 G.654.E 光纤因具有超大有效面积、超低损耗、

超强抗弯性能，成为了超高速骨干传送网的新选择。2021 年 9 月 17 日，全长 1970

公里的中国电信上海-广州的 G.654.E 项目工程正式建成，在测试阶段 400G 系统实

现了全程无电中继传输，推动了 G.654.E 产业链的成熟发展，引领骨干网从 G.652

时代迈入 G.654.E 时代，对建设绿色低碳全光网络具有积极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次

中国电信继续携手烽火建设 G.654.E 长途干线项目，将进一步推进全光网络建设。

（C114 通信网） 

1.4  行业数据 

Omdia 分析欧盟的 6G愿景：需进一步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来自市场研究公司 Omdia 的最新报告显示，2022 年 3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EC）制

定了其 6G 愿景，旨在创建一个监管框架，鼓励支持 6G 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这一愿

景得到了许多研究和创新（R&I）项目的支持，并已为其分配了 20 亿欧元的公私资

金。2021 年 12 月，欧盟的工业界和欧盟委员会之间关于 6G 智能网络和服务的联合

承诺（SNS JU）通过了其首个 2021-2022 年工作计划，拨款 2.4 亿欧元用于支持四

个主要的补充工作流。未来几年，行业、政府和监管机构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

才能使 6G 成为现实，包括数据安全、隐私和信任，以及频谱资源和干扰。欧盟委员

会的 6G 愿景是将公共和私人资源与投资友好型监管框架相结合，以建立所需水平的

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它还制定了使行业能够开发 6G 技术的战略和工具。与 5G 系

统相比，6G 网络有望提供更大的系统容量、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更低的延迟、更

强的安全性和更好的服务质量（QoS）。欧盟的愿景概述了新关键应用的开发，例如

实时自动化或扩展现实（“感知互联网”）——为现实物理世界的数字孪生感知、收

集和提供数据。这些新应用和技术将为领先的科技公司铺平道路；例如，在针对 6G

或下一代云技术的微芯片领域。Omdia 监管高级分析师 Sarah McBride 表示，6G 网

络预计将在 2027 年至 2030 年之间实现，从 2037 年开始成为主导技术。在典型的

10 年移动技术代际更新周期之后，行业、政府和监管机构现在需要开始为 6G 的开

发和最终部署做准备。在未来的几年里，在 6G 成为现实之前，行业、政府和监管机

构需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数据安全、隐私、信任以及频谱资源和干扰。（C114

通信网） 

2022 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 11%  

Canalys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由于不利的经济状况和 2022 年第一季度的季节性需

求低迷，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了 11%。从厂商排名来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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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以 24%的市场份额领先市场，高于 2021 年第四季度的 19%，这得益于三星改进了

2022 年的产品组合；苹果排名第二，市场对 iPhone 13 系列的需求不断增长，使苹

果第一季度业绩稳健。由于 Redmi Note 系列的出色表现，小米以 13%的市场份额保

持在第三位。OPPO（包括一加）和 vivo 分别以 10%和 8%的份额位列前五。Canalys 

分析师 Sanyam Chaurasia 表示：“尽管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仍在，但头部供应商通

过扩大 2022 年的设备组合来加速增长。虽然 iPhone 13 系列热销，但 3 月推出的

新款 iPhone SE 正成为苹果重要的中端销量驱动力。它以与其前身相似的价位提供

升级的芯片组和改进的电池性能，并增加了运营商渠道所需的 5G 连接。与此同时，

三星加大了其广受欢迎的 A 系列的产量，在中低端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同时更新其

2022 年的产品组合，包括其旗舰产品 Galaxy S22 系列。虽然中国供应商在低端仍

然受到供应限制，但他们的全球扩张正受到本国市场放缓的阻碍。”（通信世界网） 

2    通信板块周行情回顾 

2.1  通信板块周涨跌情况 

受外部环境影响，A 股大幅回调，通信行业整体表现略差。上个交易周是 2022 年 A

股的第十五个交易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4.19%，申万一级 31 个行业 1 个上涨，30

个下跌。通信行业上周整体走势强于大盘，下跌 2.28%，排名第 5 名，TMT 行业内排

名第 1。     

图表1：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上个交易周） 

 
资料来源：iF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上个交易周为 2022 年的第十五个交易周，沪深 300 指数年初至今下跌 18.77%，申

万一级 31 个行业 2 个上涨，29 个下跌，通信行业全年整体下跌 21.13%，排名第 20

名，TMT行业内排名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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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年初至今） 

 
资料来源：iF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2.2  SW 通信板块个股周涨跌情况 

受 A 股集体回调影响，上个交易周板块个股下跌较多。上周通信板块 105 只个股中，

13 只上涨，91 只下跌，1 只持平。板块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ST 实达、ST 新海、

鼎通科技、恒实科技、亿联网络；板块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ST 邦讯、楚天龙、

天喻信息、新易盛、中通国脉。    

 图表3：申万通信板块周涨幅前五（%）（上个交易

周） 

图表4：申万通信板块周跌幅前五（%）（上个交易周） 

  
资料来源：iF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2.3  运营商月度数据跟踪 

一季度国内 5G 渗透率持续提高，中国联通更变披露指标。在 5G 用户方面，中国移

动的用户仍是第一。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中国移动 5G 套餐客户总数达到 4.67

亿户；中国电信的 5G 套餐用户达到 2.11 亿户，渗透率达到 55.5%；中国联通的 5G

套餐用户为 1.71 亿户。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中国移动的移动客户总数约 9.67

亿户，其中 5G 套餐客户总数达到 4.67 亿户，5G 网络客户总数达到 2.33 亿户；有

线宽带客户总数达到 2.49 亿户，季度净增 899 万户，其中，家庭宽带客户 2.25 亿

户，季度净增 727 万户。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电信移动用户净增 711 万户，达到

约 3.80 亿户，5G 套餐用户净增 2295 万户，达到约 2.11 亿户，渗透率达到 55.5%。

有线宽带用户达到 1.73 亿户。中国联通 5G套餐用户数最低，但是也达到 1.71亿户。

5G 行业虚拟专网服务客户数达到 1421个。物联网终端连接数也达到 3.13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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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三大运营商5G用户渗透率 

 
资料来源：信通院、万联证券研究所 

2 月份国内手机销量断崖式下跌。中国通信院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国内

手机市场总出货量为 1486.4 万部，同比暴跌 31.7%。今年 1-2 月份的总出货量为

4788.6 万部，同比下滑 22.6%。从数据上能看出，国内智能手机的销量下滑严重。 

图表6：国内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信通院、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7：国内5G手机出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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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信通院、万联证券研究所 

3    通信板块公司情况和重要动态（公告） 

3.1  增减持 

图表8：通信行业股东增减持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公 

告日期 

方案 

进度 

变动 

方向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拟变动数

量上限

（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300213.SZ 佳讯飞鸿 2022/4/22 进行中 增持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

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

计划 
1,192.39 2.01 

603083.SH 剑桥科技 2022/4/21 进行中 减持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5%以

上一般股

东 

1,022.33 4 

688100.SH 威胜信息 2022/4/20 进行中 增持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

人 
500 1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3.2  大宗交易 

上周通信板块发生大宗交易合计成交量 231.80 万股，成交金额 5,950.89 万元。详

细信息如下： 

图表9：上周通信板块大宗交易情况 

证券简称 交易区间 交易次数 成交量（单位：万股） 成交额（单位：万元） 

润建股份 2022-04-18至 2022-04-20 2 31.8000 946.8900 

楚天龙 2022-04-12至 2022-04-13 1 200.0000 5,004.0000 
 

资料来源：iF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3.3  限售解禁 

未来三个月通信板块将发生限售解禁 28 股，其中解禁限售占总股本超过 15%的有 3

股。详细信息如下： 

图表10：未来三个月通信板块限售解禁情况 

证券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总股本（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光迅科技 2022/4/25 573.06 69,940.89 0.82% 

中际旭创 2022/5/5 8,708.00 79,966.44 10.89% 

广脉科技 2022/5/5 243.48 8,300.00 2.93% 

华测导航 2022/5/9 64.50 37,878.94 0.17% 

辉煌科技 2022/5/11 120.00 38,961.64 0.31% 

深桑达 A 2022/5/16 6,751.34 113,874.48 5.93% 

南凌科技 2022/5/16 12.96 13,168.74 0.10% 

灿勤科技 2022/5/16 300.44 40,000.00 0.75% 

深桑达 A 2022/5/17 16,481.64 113,874.48 14.47% 

光迅科技 2022/5/30 45.40 69,940.89 0.06% 

德生科技 2022/6/6 20.89 20,098.91 0.10% 

光迅科技 2022/6/8 45.40 69,940.89 0.06% 

杰赛科技 2022/6/8 186.73 68,319.48 0.27% 

广和通 2022/6/8 60.91 41,408.80 0.15% 

三维通信 2022/6/10 10,169.56 81,735.13 12.44% 

通宇通讯 2022/6/10 6,421.68 40,205.70 15.97% 

恒信东方 2022/6/10 8,235.29 60,711.58 13.56% 

光库科技 2022/6/10 49.37 16,409.2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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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通光电 2022/6/16 8,070.68 236,221.05 3.42% 

武汉凡谷 2022/6/30 153.85 68,108.03 0.23% 

平治信息 2022/6/30 1,511.29 13,969.46 10.82% 

光库科技 2022/7/1 9 16,409.20 0.05% 

天邑股份 2022/7/4 179.68 27,309.10 0.66% 

中国移动 2022/7/5 8,015.70 2,136,282.68 0.38% 

欣天科技 2022/7/8 52 18,850.00 0.28% 

亿联网络 2022/7/8 110.11 90,231.14 0.12% 

北纬科技 2022/7/11 219.08 57,137.47 0.38% 

国盾量子 2022/7/11 100 8,000.00 1.25% 

东土科技 2022/7/18 2,025.32 53,123.41 3.81% 

会畅通讯 2022/7/18 115.7 19,978.20 0.58% 

移远通信 2022/7/18 4,680.00 14,537.08 32.19% 

震有科技 2022/7/22 242.05 19,361.00 1.25% 
 

资料来源：iF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4    其他其他新闻  

上个交易周板块的重要动态主要为部分公司业务发展和运营情况通告，详细信息如

下： 

（1）2022-04-12 - 601728.SH – 中国电信：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

季度报告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85.7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5%，

其中服务收入为人民币 1,100.2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2.2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9.8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4%。基本每

股收益为人民币 0.08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67%。移动通信服务方面，公

司以 5G引领个人信息化升级，持续提升 5G网络覆盖和质量，丰富 5G应用和权益体

系，推动服务从连接型融合向信息化、场景化融合升级，促进个人新兴信息消费需

求升级，有效驱动移动用户规模和价值持续提升。2022 年第一季度，移动通信服务

收入为人民币 490.14 亿元，同比增长 5.0%，移动用户净增 711 万户，达到约 3.80

亿户，5G 套餐用户净增 2,295 万户，达到约 2.11亿户，渗透率达到 55.5%，移动用

户 ARPU 为人民币 45.1元。 

（2）2022-04-22 - 002281.SZ – 光迅科技：2022年一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1,941,911.38 元，同比增长 13.3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135,428.33 元，同比增长 8.7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184,128,486.44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总资产 10,021,342,329.84 元。

研发费用 154,488,092.9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37%，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所致；财务费用-10,506,386.8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4.20%，主要系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投资收益-842,627.03 元，较上年同期下滑 74.35%，主要系本期确认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亏损减少所致。 

（3）2022-04-21 - 002139.SZ – 拓邦股份：2022年一季度报告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86,771.30 万元，同比增长 10.02%，实现归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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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7.63 万元，同比下降 60.70%；实现扣非净利润 5,764.64 万元，同比下降

62.3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3.78 万元，同比增加 141.81%，主要是

公司加强对现金流的管控，加大了对应收帐款的回收力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大幅

改善。 

（4）2022-04-22 - 600914.SH – 中国移动：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2 年首季度，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938 亿元，同比增长 9.1%，实现良

好开局；其他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35 亿元，同比增长 61.6%，主要由于手机销售量

大幅增长。2022 年首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56 亿元，同比增

长 6.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率 11.3%；EBITDA 为人民币 761 亿元，同比增

长 5.6%；EBITDA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为 39.3%。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移动

客户总数约 9.67 亿户，其中 5G 套餐客户总数达到 4.67 亿户，5G 网络客户总数达

到 2.33 亿户，客户结构持续优化。首季度，流量业务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手机上网

流量同比增长 20.7%，手机上网 DOU 达到 13.0GB；总通话分钟数为 7,086 亿分钟，

同比下降 1.1%；短信使用量 2,243 亿条，同比增长 6.2%；首季度，移动 ARPU 为人

民币 47.5 元，同比增长 0.3%；本公司将持续深化价值运营，推动产品创新，力争

全年移动 ARPU实现稳健增长。 

（5）2022-04-22 - 003031.SZ – 中瓷电子：2022年一季度报告 

2022 年第一季度营收约 2.92 亿元，同比增加 30.93%；净利润约 3565万元，同比增

加 26.05%；基本每股收益 0.24元，同比增加 26.32%。 

（6）2022-04-22 - 003031.SZ – 中瓷电子：2021年年度报告 

2021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各项经营指标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01,375.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65.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96%。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国内与国际市场并

行发展的全球化布局，受益于 2021 年通信行业 5G 商用持续推进影响，公司主打产

品通信器件用电子陶瓷外壳市场需求蓬勃发展，公司 2021 年销售规模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趋势。内销收入占比逐年上升。2021 年获得专利 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

用新型专利 6 项。随着 5G 通信技术、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声表、传感器、

通信电子等消费电子领域需求迅速扩大，公司消费类外壳实现批量生产，2021 年消

费电子陶瓷外壳及基板实现收入 12,163.51 万元，同比增长 433.01%，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大幅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14,106.37 万元，同比增长 29.91%，占

营业收入比率为 13.91%，主要投向公司光通信、无线通信、消费电子等重点领域、

核心产品，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扩展新产品，产品结构

不断多元化，经营风险持续分散，并加快技术创新速度，保持公司产品竞争优势。 

（7）2022-04-22 - 600050.SH –中国联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紧抓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大势，一季度营收、利润均实现上市以来同期最高水

平。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 890.22 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升 8.2%，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人民币 811.97 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升 9.8%。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产业互联网业务

实现收入人民币 194.19 亿元，同比大幅提升 34.8%，占整体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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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3.9%。EBITDA1 为人民币 249.82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5.9%，利润总额达到人

民币 57.1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达到人民币 20.31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0.0%。公司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建设主战场，拓展升维新赛道成效显现，五大主责主

业实现良好发展。“大联接”方面，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用户基础不断夯实，

“大联接”用户 2 规模再创新高，累计达到 7.79 亿户。移动业务以 5G 引领融合发

展，通过 5G 场景化营销，全面实施产品 5G 化、渠道 5G 化、终端 5G 化，做大联接

规模，全面加快 5G 化、千兆化、融合化。公司 5G 套餐用户达到 1.71亿户，推动公

司移动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人民币 419.86 亿元，同比提升 2.2%；宽带业务加大资源

精准投资和新增覆盖政策扶持，以有效资源为抓手，以全资源、全业务、全能力智

慧家庭融合化发展促规模，全面升级智慧家庭泛融合产品体系，带动固网宽带接入

收入同比提升 5.5%，达到人民币 115.00 亿元；物联网业务以 5G 切片等新能力及

Cat1 差异化优势突破重点场景，持续做大连接规模，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达到 3.13

亿个，物联网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 21.21亿元，同比增幅 40.7%。 

（8）2022-04-22 - 300502.SZ – 新易盛：2022年一季度报告 

2022 年第一季度营收约 7.39 亿元，同比增加 18.29%；净利润约 1.32亿元，同比增

加 17.81%；基本每股收益 0.26元，同比减少 13.33%。 

（9）2022-04-23 - 300177.SZ – 中海达：2021年年度报告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95,696,869.1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8%;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03,825.78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4.93%；公司 2021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226,008.04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69.87%；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公司聚焦主业，

主营业务基本面向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减少

17,262.28 万元，降幅 384.41%，主要是高精度时空数据业务面向政府客户，受财政

支付有所延迟所致。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26,519.23 万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 14.77%，远超国家高新企业的通行标准，在高精度定位技术相关领域已经取得

了众多研发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合计 221 项知识产权，其中专

利 78 项、软件著作权 134 项、商标 9 项，涉及 RTK、激光雷达、海洋声呐、安全监

测等核心技术。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获得 1,553 项知识产权，其中，

专利 486项，软件著作权 923项和商标 144项。 

（10）2022-04-23 - 300628.SZ – 亿联网络：2022年一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1,447,421.15 元，同比增长 40.10%；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774,055.52 元，同比增长 30.0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 231,125,006.45元，截至本报告期末总资产 7,380,630,556.34 元。 

（11）2022-04-23 - 300628.SZ – 亿联网络：2021年年度报告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84 亿元，同比增长 33.76%；实现净利润 16.16 亿元，

同比增长 26.38%。报告期内，随着全球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逐渐缓和，公司市场需

求持续恢复，业务开拓策略积极有效。桌面通信终端实现营业收入 25.47 亿元，同

比增长 21.22%。2017 年至今，公司的产品 SIP 话机始终保持着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的位置，最新（2020 年）市场占有率为 34.3%（2017-2020 年 Frost＆Sullivan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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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会议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9.13 亿元，同比增长 72.77%。

报告期内，公司的亿联融合通信视频会议平台 YMS（Yealink Meeting Server）和

亿联会议（Yealink Meeting）全新升级，并新推出了面向未来协同办公的智慧会议

室解决方案。云办公终端实现营业收入 2.21 亿元，同比增长 80.35%。报告期内，

公司已基本完善了 UH3X 系列有线耳机、WH6X 系列无线耳机等产品系列，并于 2022

年 1 月正式发布 BH7X系列蓝牙耳机，进一步拓展了该业务线的产品品类和产品形态 

5    投资建议 

随着5G建设的逐步推进以及云计算建设规模的持续高增，通信行业2022年基本面或

将持续改善。 

在5G建设方面，随着“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落地，5G未来建设目标明确。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5G建设还将保持一个平稳的建设投入节奏，不过随着建设的

逐步推进，下游配套应用将会逐渐成熟，从而再次拉动5G的相关建设。 

从5G 2B的角度而言，经过两年的政策发展和推动，5G 2B的应用开始逐步从能用到

好用。目前来看，智慧工厂、智慧电网、智慧港口、智慧矿山和智慧农业由于其对

于无人化，远程精准控制，实时监控等大流量、低延时需求较高，更符合目前对5G

性能的依赖性以及5G技术本身的支持能力。虽然短期2B业务的大面积复制推广可能

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曙光可能就在不远的前方。 

从5G 2C的角度而言，车联网和元宇宙都将催化5G以及数据中心的进一步建设。通

信行业支撑行业数字化的“神经中枢”，起到信息数据上传下达的作用，在未来也将

获益于整个行业的爆发。同时随着汽车电动化发展加速，相关汽车电子零部件及通

讯流量迎来新增量。 

随着政策逐步完善，绿色数据中心建设进一步推进。从监管模式来看，国家政策主

要监管方向还是希望通过提高数据中心效率，降低数据中心PUE，来保持对资源环境

的充分利用。鼓励数据中心优先在能源相对富集、气候条件适宜，自然灾害较少的

地区进行建设，鼓励采用液冷，高压直流、微模块以及虚拟化、云计算等技术和方

案 

在通信行业内结构性行情持续演绎的未来，我们建议关注通信行业四条投资赛道： 

（1）运营商&设备商：5G建设持续推动，传统通信业务景气度上行，在5G建设的拓

展下，通信建设与运维产业链业绩增长明显。同时疫情和上游原材料对于通信中游

制造业的影响也在逐步减轻，未来设备商业绩有望持续保持高增长。同时产业数字

化转型催化元宇宙、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需求，数据中心和5G 2B业务的云网建

设为也运营商&通信设备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2）光模块：2021年下半年以来，海内外云计算厂商资本开支恢复增长，数通端

光模块需求端长期逻辑不变，5G及PON网络的持续建设也在不断拉动光模块市场的需

求增长。同时随着数据承载需求增长，新一轮光模块换代即将到来。在5G侧，Sub 

10GHz、毫米波等频段应用提上个日程，新型高速光模块应用需求提振。在数据中心

侧：随着云计算、大数据、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5G行业应用等快速发展，网络

访问频率和接入手段不断增加，网络数据流量迅猛增长。随着新一轮的需求增长和

光模块技术换代催化，行业有望在2022年迎来新一轮的戴维斯双击，建议关注数通

侧的光模块龙头企业。 

（3）物联网模组：随着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以及下游应用场景的持续

拓展，在未来的几年内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联网设备的持续爆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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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模组作为物联网中的核心零部件，受益确定性较高，每增加一个无线物联网连

接数，都将至少增加一个无线模组，是物联网快速发展下的高确定性受益方向。未

来两年车联网模组仍会是物联网模组未来市场增长的主要方向之一，建议关注在车

联网产业链布局较深的龙头企业。 

（4）温控：温控技术的主要目的是保障电子设备稳定运行。在传统的温控场景内，

目前风冷仍是主流，但由于液冷的冷却效率比风冷更高，因此液冷方案或将逐步替

代风冷。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或将超过千亿元，浸没式液冷将逐步成

为主流。因此我们建议关注部分有能力将原有数据中心液冷技术移植到储能系统中

的温控龙头企业。 

6    风险提示 

贸易摩擦加剧、国内 5G 建设不达预期、全球云计算建设增速放缓、上游原材料价格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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