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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周投资观点】：

◼ （1）6月份我国新能源车销量继续表现出强势增长，多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月销量均破万辆，同比环比均保持高
增速，同时汽车智能化成为大势所趋，新能源&智能汽车的发展将带动车载镜头、激光雷达、控制器、连接器、
模组等子行业加速发展；

◼ （2）山东发文再推海风建设，加快启动首批千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逐步推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
2022年，山东海上风电开工5GW，建成2GW，到2025年，开工12GW，建成8GW，到2030年，建成35GW。我国
“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有望迎来爆发式发展，海缆作为海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其市场空间大，发展确定性
强，行业壁垒高，企业先发优势明显，竞争格局稳定，重视龙头企业投资机会；

◼ （3）华为将发布全屋智能2.0，全屋智能2.0或将迎来全新升级的智能中控屏，将智能驾驶领域的毫米波传感技
术应用于家庭，赋予全新AI超感传感器更高的感知精度和更全面的感知能力，有望推动AIoT行业发展；

◼ （4）六部委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提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重点产品能效
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望带动国内制造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持续利好国内智能制造相关企业。

◆ 【产业动态&投资观点】：

◼ 【新能源汽车】6月造车新势力销量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6月份我国新能源车销量表现出强势增长，
多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月销量均破万辆，随着国内疫情缓和，复工复产循序渐进，多项支持政策加速落地，将进
一步带动车载镜头、激光雷达、控制器、连接器、模组等子行业加速发展。重点推荐：激光雷达：【永新光
学】、【炬光科技】等；车载镜头：【宇瞳光学】、【联创电子】等；模组【广和通】、【美格智能】、【移
远通信】等；汽车控制器【科博达】等。重点关注：汽车控制器【和而泰】、【均胜电子】；车载镜头【水晶
光电】；汽车连接器【电连技术】、【意华股份】、【永贵电器】、【瑞可达】、【鼎通科技】、【得润电
子】、【胜蓝股份】、【合兴股份】、【徕木股份】等。

◼ 【海上风电】山东发文再推海风建设，重视海风产业链投资机会。近期，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能源保障网建
设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推动清洁能源成为电力增量主体，加快启动首批千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逐步推
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2022年，海上风电开工5GW，建成2GW，到2025年，开工12GW，建成8GW，到2030
年，建成35GW。“十四五”期间，全国海上风电规划总装机量近140GW，海缆作为海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发
展确定性强、行业壁垒高、竞争格局稳定，重视龙头企业投资机会。重点推荐：【中天科技】；重点关注：
【亨通光电】、【东方电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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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六部委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持续利好国内智能制造相关企业。6月29日，工信部、发改
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提高“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创新能力，面向重点行业领
域探索“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测试认证，逐步完善重点行业数字能效提升全景
图，打造解决方案资源库。推动重点用能设备、工序等数字化改造和上云用云。推广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以能效管理
为对象的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融合创新模式，全面赋能智
能制造行业发展。重点推荐：【宝信软件】、【中控技术】、【金山办公】、【能科科技】、【赛意信息】、【紫光股
份】、【中兴通讯】等。

◼ 【物联网】华为全屋智能新品即将发布，智能家居行业空间广阔；物联网行业发展快速，全球模组收入份额最新排名中
国厂商包揽前三。6月28日，华为官方宣布将于7月4日nova1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夏季发布会上推出新品——华为全屋智
能2.0。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22年1-4月智能家居配置率为12%，较2021年提升2.4个百分点，2022全年配套规模有望达
到42.7万套，配置率预估达14.7%，行业发展空间广阔。我国蜂窝物联网用户增长迅速，据工信部发布的《2022年1-5月
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截止5月底已达15.9亿户，相比去年底净增1.96亿户，将在年内超越移动电话用户。根据
counterpoint数据，在2022年一季度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收入份额排名中，移远通信以份额38.1%位列第一，广和通和
日海通讯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物联网行业发展潜力大。重点推荐：【广和通】（车载模组龙头）、 【美格智能】
（车载模组新锐企业） 、【移远通信】（车载模组龙头）等 。

◆ 【板块走势】：在申万一级行业中，通信（申万）指数上涨0.65% ，在TMT板块中排名第三，动态市盈率为30.39，在TMT
板块中市盈率排名第二。陆股通净流入方面，流入前五包括亨通光电（1069万股）、数码视讯（502万股）、工业富联
（432万股）、海格通信（380万股）、中兴通讯（311万股） ；陆股通净流出方面，流出前五包括均胜电子（-371万
股）、梦网科技（-345万股）、航天发展（-325万股）、捷成股份（-312万股）、拓邦股份（-227万股）。

◆ 【本周重点】宝信软件、中天科技、亨通光电、中控技术、永新光学、炬光科技、联创电子、宇瞳光学、广和通、美格
智能、移远通信、和而泰、科博达、中国移动、赛意信息、能科科技、威胜信息、映翰通等。

◆ 【重点公司】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宝信软件、工业富联、中控技术、容知日新、怡合达、英威腾、维宏股份、赛意信
息、能科股份、中兴通讯、紫光股份等）；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光学镜头：舜宇光学、联创电子、宇瞳光学、永新
光学、水晶光电；控制器&算法：和而泰、科博达、拓邦股份、虹软科技、华阳集团；激光雷达：炬光科技；光库科技、
腾景科技、天孚通信等；车载模组/模块：广和通、移远通信、美格智能、鸿泉物联、移为通信等；连接器：电连技术、
瑞可达、得润电子、胜蓝股份、意华股份、永贵电器、鼎通科技、合兴股份、徕木股份等；导航系统：华测导航等）；
“新能源+”（海上风电：中天科技、亨通光电；液冷温控：英维克、申菱环境、高澜股份等；储能：科华数据等）；
物联网/电力物联网（威胜信息、映翰通等）；云计算（IDC：宝信软件、光环新网、奥飞数据、秦淮数据、万国数据、
科华数据、英维克等；设备商：中兴通讯、紫光股份、星网锐捷等；光器件：新易盛、中际旭创、光迅科技、天孚通信
等；SAAS：金山办公、哔哩哔哩、视源股份、亿联网络、声网、会畅通讯、梦网科技等）；军工通信/卫星互联网（海
格通信、七一二、上海瀚讯、中国卫通等）；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等。

◆ 风险提示：5G建设不及预期、云计算发展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蔓延。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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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6月造车新势力销量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

图：2022年我国多家车厂新能源商销量强势增长（辆）

◼ 6月份我国新能源车销量继续表现出强势增长，多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月销量均破万辆：
➢ 埃安：6月份销量24109辆，同比增长182%。1-6月合计销量100251辆，同比增长134%。
➢ 理想：6月份销量13024辆，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13%，1-6月合计销量60403辆，同比增长100%。
➢ 小鹏：6月份销量15295辆，同比增长133%，环比增长51%，1-6月合计销量68983辆，同比增长124%。
➢ 蔚来：6月份销量12961辆，同比增长60%，环比增长85%，1-6月合计销量50827辆，同比增长21%。
➢ 哪吒：6月份销量13157辆，同比增长156%，环比增长20%，1-6月合计销量63131辆，同比增长199%。
➢ 零跑： 6月份销量11259辆，同比增长186%，环比增长12%，1-6月合计销量51994辆，同比增长299%。
➢ 小康股份： 6月份销量12418辆，同比增长185%，环比增长19%，1-6月合计销量45622辆，同比增长

205%。
◼ 随着国内疫情的缓和，复工复产循序渐进，多项支持政策加速落地，新能源车进入快速恢复增长，并

进一步带动车载镜头、激光雷达、控制器、连接器、模组等子行业加速发展。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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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能源保障网建设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推动清洁能源成为电力增量
主体，再次鼓励海上风电建设。我们认为需要高度重视海风产业链投资机会。

➢ 《计划》提出，加快风光“四基地、两示范”建设。坚持海陆并进、集散并举，大力发展风电、
光伏发电。到2025年，光伏发电、风电装机分别达到6500万千瓦、2800万千瓦；到2030年，分别
达到1.25亿千瓦、5500万千瓦。

➢ 在海上风电基地建设上，打造山东半岛海上风电基地，聚焦渤中、半岛南、半岛北三大片区，以
省管海域为重点，加快启动首批千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逐步推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
探索推进海上风电军民融合发展新模式。2022年，海上风电开工500万千瓦，建成200万千瓦左右
。到2025年，开工1200万千瓦，建成800万千瓦；到2030年，建成3500万千瓦。

海上风电：山东发文再推海风建设，重视海风产业链投资机会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整理

图：十四五期间全国海风总装机量规划有望近140GW

地区 规划（GW） 政策文件

天津 0.9 《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 4.55 《浙江省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江苏 9.09 《江苏省“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海南 12.3 《海南省上风电项目招商(竞争性配置)方案》

广东 17 《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 7.5 《广西海上风电规划正式获得国家能源局批复》

山东 35 《山东省能源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福建 50 漳州海上风电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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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华为将发布全屋智能2.0，AIoT空间广阔

资料来源：华为公司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模组收入份额排名中国厂商包揽前三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 华为全屋智能新品即将发布，智能家居行业空间广阔。6月28日，华为官方宣布将于7月4日的
nova1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夏季发布会上推出新品——华为全屋智能2.0。全屋智能2.0作为华为家
居领域的革新升级，或将迎来全新升级的智能中控屏，将智能驾驶领域的毫米波传感技术应用于
家庭，赋予全新AI超感传感器更高的感知精度和更全面的感知能力。全屋智能即为智能家居，通
过智能化功能极大提升用户交互效率以及信息掌控程度，是物联网领域重要的应用下游，据奥维
云网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1-4月智能家居配置率为12%，较2021年提升2.4个百分点，为物联网
产业链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全屋智能作为为物联网重要终端消费应用，在国家《“十四五”智能
制造发展规划》等政策引领及国内外市场标准化程度逐步提高的大背景下，发展进程加快，经奥
维云网预测，2022全年智能家居系统配套规模将达到42.7万套，配置率预估达到14.7%，行业发
展空间广阔。

◼ 物联网行业发展快速，全球模组收入份额最新排名中国厂商包揽前三。受益于工信部政策支持
，推动存量2G/3G物联网业务向NB-IoT/4G（Cat1）/5G网络迁移，蜂窝物联网的行业渗透率逐年
提高。根据工信部发布《2022年1-5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我国蜂窝物联网用户增长迅速
，截止5月底已达15.9亿户，相比去年底净增1.96亿户，将在年内超越移动电话用户。作为全球
最大的物联网模组供应国，在2022年一季度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收入份额排名中，根据
counterpoint数据，中国模组厂商包揽前三，其中移远通信以份额38.1%位列第一，广和通和日
海通讯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随着5G应用领域不断扩展，5G模组产品陆续推出，中国模组产业发
展潜力巨大，为物联网行业发展持续赋能。

图：华为全屋智能智能中控屏为用户提供便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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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六部委政策加码“工业能效提升”，坚定看好智能制造大赛道

◼ 六部委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智能制造行业有望超预期发展。6月29日，工信部、发

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推动5G、云计算、边缘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节能提效领域的研发应用，积极构建面向能效管理的数字孪生系

统。推动企业深化能源管控系统建设，鼓励企业基于能源管控系统探索实施数字化碳管理，协同推进

用能数据与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管理。有望带动国内制造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持续利好国

内智能制造相关企业。

资料来源： 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工业能效提升主要目标/工作任务/保障措施

主要目标 工作任务 保障措施

2025年能耗下降13.5%

重点行业能效提升

绿色能源利用比例提升

大力提升重点行业领域能效

持续提升用能设备系统能效

统筹提升企业园区综合能效

有序推进工业用能低碳转型

积极推动数字能效提档升级

持续夯实节能提效产业基础

加强组织实施

加强政策引导

加强金融支持

加强宣传交流

节能提效装备应用

传统制造业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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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六部委政策加码“工业能效提升”，坚定看好智能制造大赛道

◼ “能效提升”促进工业用能低碳转型，赋能智能制造。《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五大主要目标提出

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重点产品能效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钢铁、石化化工、有

色金属、建材等流程型行业作为国家的重点支柱行业，行业规模大，同时流程型行业又具备工

艺环节多、工艺流程长的特点，涉及到大量硬件设备，从规模上来看，流程型智能制造需求空

间广阔。另一方面，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属于“高碳排放”行业，并且当前行

业平均工艺水平与设备落后、自动化程度低，能耗方面依旧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在“工业能

效提升”背景下，优化升级为智能制造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图：智能制造示意图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表：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重点

重点行业 数字化转型重点

钢铁 加速向设备运维智能化、生产工艺透明化、供应链协同全局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石化化工 在设备健康管理、智能炼化生产、供应链协同、安全监控等方向开展数字化转型。

煤炭 在设备健康管理、智能炼化生产、供应链协同、安全监控等方向开展数字化转型。

航空航天 从整合研发资源、重构生产范式、变革管理模式等方向进行数字化转型。

船舶
从设计协同化、制造智能化、管理精益化、融资在线化、产品服务化等方向进行数字化
转型。

汽车 加速向研发协同化、生产柔性化、产供销协同化、制造服务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工程机械 加速向设备运维智能化、经营管理精益化、生产制造服务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家电 加速向生产方式柔性化、经营管理平台化、产品服务生态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电子 在设备健康管理、智能化生产、产品质量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开展数字化转型。

资料来源：工信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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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BAT资本开支同比增长，云产业链逐步复苏
◼ 国内三大云巨头阿里、腾讯、百度2022Q1资本开支加总为181.51亿元，同比增长18.82%，环比下滑27.83%，整

体逐步改善：

➢ 1）阿里：阿里2022Q1购置物业及设备资本开支为92.01亿元，同比增长52.26%，环比下滑0.56%；

➢ 2）腾讯：腾讯2022Q1资本开支为69.71亿元，同比下滑9.87%，环比下滑40.22%；

➢ 3）百度：百度2022Q1资本开支为19.79亿元，同比增长32.02%，环比下滑53.29% 。

图：国内云巨头资本开支整体逐步改善

资料来源：阿里公告，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阿里单季度资本开支 图：腾讯单季度资本开支 图：百度单季度资本开支

资料来源：阿里、腾讯、百度公告，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腾讯公告，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百度公告，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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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speed月度营收情况（百万新台币）

云计算：Aspeed 3-5月 营收同比持续高增长
◼ 全球互联网企业服务器BMC管理芯片基本都采购自Aspeed，管理芯片出货量变动一般领先于服务器1-2个季度

，Aspeed 月度营收从2021年2月份开始改善，环比由负转正为5.83%，同比维持正增长水平，其中8-9月同比

大幅提升至49.53%、47.75%，10月同比环比均大幅提升至88.6%、16.3%，11月份同比依旧维持在33.62%高水

平，12月环比由负转正实现22%增长，同比增长32%，2022年3-5月同比增长66%、61%、53%。

资料来源：Aspee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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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单月，亿G）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和物联网数据
◼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为稳定，各月变动较小。

◼ 据IoT Analytics跟踪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物联网连接数首次超非物联网连接数，行业拐点出现。

◼ Counterpoint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Q1全球蜂窝物联网模块收入份额占比移远通信第一。

资料来源：工信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全球物联网连接数（十亿）

资料来源：IoT Analytics， c114通信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2022年Q1全球蜂窝物联网模块收入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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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情况（亿元）

运营商：资本开支

◼ 三大运营商部分更新2022年资本开支指引，预计22年资本开支情况为：中国移动1852亿元，中国电信870亿元，

中国联通未公布具体数值。

◼ 三大运营商21年资本开支情况为：中国移动实际开支1836亿元，与预算基本持平；中国电信实际开支867亿元，

略低于预算870亿元；中国联通实际开支690亿元，略低于预算700亿元。21年三大资本开支合计3393亿元，同比

增长1.89%。

资料来源：三大运营商财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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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基站建设
◼ 2020年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931万个，全年净增90万个。其中4G基站总数达到575万个，城镇地区实现深度覆

盖。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2022年5G基站积极推进，截至2022年6月份，我国5G基站总数达到161.5万站。

图：移动电话基站建设情况（万站）

资料来源：工信部，C114，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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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5G用户数
◼ 5G商用以来套餐用户快速增长，5G渗透率显著提升。2022年4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5G套餐用户

数分别为4.77亿户、1.75亿户、2.17亿户，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的5G渗透率分别为49.35%、57.17%。

图:中国移动、中国电信5G用户情况（百万户）

资料来源：运营商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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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电信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中国移动用户数（百万户）

图：中国联通用户数（百万户）

图：中国电信用户数（百万户）

资料来源：中国联通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官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运营商：三大运营商用户数
◼ 国内三大运营商总体用户数量庞大，中国移动用户数位于首位，远超联通与电信，近年来运营商总用户数量

变动幅度较小，4G用户数维持稳定趋势，未来主要关注5G用户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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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三大运营商ARPU值

图：中国移动ARPU值（元/户/月）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推介材料，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中国联通ARPU值（元/户/月）

资料来源：中国联通推介材料，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中国电信ARPU值（元/户/月）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推介材料，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 三大运营商ARPU值变动趋势一致，受提速降费等政策层面限制，ARPU值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未来随着5G

渗透率提升及政策端宽松，或将迎来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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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G手机出货量（万部）

5G硬件：5G手机出货量

◼ 2022年5月，国内手机总体出货量2080.5万部，同比下降9.4%，其中5G手机出货量1773.9万部，占同期手机出

货量的85.3%。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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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本周行情回顾

涨幅前五 跌幅前五

编号 代码 公司名称 涨跌幅 编号 代码 公司名称 涨跌幅

1 300565.SZ 科信技术 27.2% 002813.SZ 路畅科技 -9.9% 002813.SZ

2 603322.SH 超讯通信 23.5% 300552.SZ 万集科技 -8.8% 300552.SZ

3 600260.SH *ST凯乐 22.5% 688777.SH 中控技术 -8.4% 688777.SH

4 002231.SZ 奥维通信 16.5% 300297.SZ *ST蓝盾 -7.1% 300297.SZ

5 002123.SZ 梦网科技 14.8% 002417.SZ *ST深南 -7.0% 002417.SZ

代码 名称 周涨幅 年涨幅 市盈率

801770.SI 通信 0.65% -12.42% 30.39 

801080.SI 电子 4.08% -24.45% 26.89 

801750.SI 计算机 -0.50% -24.07% 43.76 

801760.SI 传媒 0.66% -23.28% 26.61 

表：TMT涨跌幅及估值

◼ 在申万一级行业中，通信（申万）指数上涨0.65%，在TMT板块中排名第三，动态市盈率为
30.39，在TMT板块中市盈率排名第二。

◼ 在本周重点公司涨跌幅中，科信技术、超讯通信、*ST凯乐、奥维通信和梦网科技涨幅居前，
路畅科技、万集科技、中控技术、*ST蓝盾和*ST深南跌幅居前。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股价为2022年07月01日收盘价）

表：本周重点公司涨跌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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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陆股通持股情况

表：沪深港通持股市值前十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表：沪深港通持股数量前十

◼ 陆股通方面，截至本周，重点公司持股市值前十分别为中天科技（50.78亿）、宝信软件（
48.52亿）、工业富联（43.30亿）、金山办公（33.11亿） 、中国联通（28.81亿） 、中兴
通讯（26.18）、中际旭创（21.29亿） 、国联股份（13.16亿）、亿联网络（12.46亿）、视
源股份（11.98亿），持股主要涉及工业互联网、光模块、IDC、通信设备等细分行业。

◼ 重点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分别为中国联通（8.32亿股）、工业富联（4.39亿股）、中天科技（
2.19亿股）、中兴通讯（1.02亿股）、宝信软件（0.88亿股）、拓邦股份（0.84亿股）、天
融信（0.71亿股）、中际旭创（0.68亿股）、海格通信（0.65亿股）、亨通光电（0.55亿股
） ，持股主要涉及工业互联网、通信设备、IDC、运营商、光模块等细分行业。

编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市值
（亿元）

总市值
（亿元）

周涨跌幅

1 600522.SH 中天科技 50.78 797.27 4.57%

2 600845.SH 宝信软件 48.52 716.69 -3.65%

3 601138.SH 工业富联 43.30 1,942.81 0.31%

4 688111.SH 金山办公 33.11 895.26 -1.05%

5 600050.SH 中国联通 28.81 1,075.29 0.87%

6 000063.SZ 中兴通讯 26.18 1,123.26 1.45%

7 300308.SZ 中际旭创 21.29 247.9 1.64%

8 603613.SH 国联股份 13.16 438.82 -1.73%

9 300628.SZ 亿联网络 12.46 659.14 -2.27%

10 002841.SZ 视源股份 11.98 491.91 -1.72%

编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量

（百万股）
总市值
（亿元）

周涨跌幅

1 600050.SH 中国联通 832.65 1075.29 0.87%

2 601138.SH 工业富联 439.99 1,942.81 0.31%

3 600522.SH 中天科技 219.84 797.27 4.57%

4 000063.SZ 中兴通讯 102.56 1,123.26 1.45%

5 600845.SH 宝信软件 88.86 716.69 -3.65%

6 002139.SZ 拓邦股份 84.01 156.87 4.41%

7 002212.SZ 天融信 71.06 119.13 -0.59%

8 300308.SZ 中际旭创 68.57 247.9 1.64%

9 002465.SZ 海格通信 65.85 207.86 -0.88%

10 600487.SH 亨通光电 55.58 334.02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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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陆股通增持情况

表：沪深港通净流入前十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 陆股通净流入方面，流入前十包括亨通光电（1069万股）、数码视讯（502万股）、工业富联
（432万股）、海格通信（380万股）、中兴通讯（311万股）、中天科技（251万股）、高鸿
股份（233万股）、中际旭创（208万股）、海能达（182万股）、万达信息（134万股），主
要涉及信息科技、能源互联、通信设备、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编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增减持数量
（百万股）

期末 期初

总股本
（百万股）持股市值

(百万元)
占自由流
通股比(%)

持股市值
(百万元)

占自由流
通股比(%)

1 600487.SH 亨通光电 10.69 808.08 3.27 667.86 2.64 2362 

2 300079.SZ 数码视讯 5.02 76.75 1.21 51.42 0.80 1429 

3 601138.SH 工业富联 4.23 4,329.53 12.85 4,257.44 12.72 19865 

4 002465.SZ 海格通信 3.80 598.56 3.98 562.18 3.75 2304 

5 000063.SZ 中兴通讯 3.11 2,618.41 3.55 2,505.28 3.45 4735 

6 600522.SH 中天科技 2.51 5,078.26 8.33 4,911.68 8.24 3413 

7 000851.SZ 高鸿股份 2.33 37.53 0.81 25.43 0.57 1165 

8 300308.SZ 中际旭创 2.08 2,129.05 12.17 2,061.16 11.80 800 

9 002583.SZ 海能达 1.82 124.26 3.69 110.21 3.43 1816 

10 300168.SZ 万达信息 1.34 54.61 0.49 40.67 0.37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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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陆股通减持情况

表：沪深港通净流出前十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 陆股通净流出方面，流出前十包括均胜电子（-371万股）、梦网科技（-345万股）、航天发
展（-325万股）、捷成股份（-312万股）、拓邦股份（-227万股）、英雄克（-196万股）、
高德红外（-164万股）、北信源（-136万股）、中国联通（-124万股）、 迪普科技（-118万
股），主要涉及信息科技、光模块、通信设备、电子元件等领域。

编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增减持数量
（百万股）

期末 期初

总股本
（百万股）持股市值

(百万元)
占自由流
通股比(%)

持股市值
(百万元)

占自由流
通股比(%)

1 300768.SZ 迪普科技 -1.18 115.34 2.97 125.31 3.47 644 

2 600050.SH 中国联通 -1.24 2,880.97 5.19 2,901.92 5.19 30988 

3 300352.SZ 北信源 -1.36 20.83 0.40 26.63 0.52 1450 

4 002414.SZ 高德红外 -1.64 647.44 4.21 673.17 4.34 3285 

5 002837.SZ 英维克 -1.96 126.59 2.26 182.34 3.13 435 

6 002139.SZ 拓邦股份 -2.27 1,030.84 8.61 1,069.88 8.84 1257 

7 300182.SZ 捷成股份 -3.12 228.23 2.13 229.34 2.29 2575 

8 000547.SZ 航天发展 -3.25 138.55 0.93 174.98 1.19 1604 

9 002123.SZ 梦网科技 -3.45 113.30 1.52 136.20 2.06 802 

10 600699.SH 均胜电子 -3.71 381.75 2.83 454.91 3.27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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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数科四款数据安全产品获信通院“可信数安”首批认证】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四款数据

安全产品——日志审计分析系统、数据资产地图V2.0、数据脱敏系统以及水印溯源系统顺利通过“可信数安

”首批产品测评。“可信数安”评估体系是由信通院发起的国内首个面向数据安全需求方及数据安全供应方

的体系化、市场化数据安全能力评测评估体系，代表着业界顶尖技术水准，有着较高的行业认可度与国际影

响力。联通数科除了本次通过测评的4款数据安全产品外，还孵化了“API接口监测系统”“数据安全下载与

分发系统”“零信任访问控制平台”“数据安全智能评估服务”等数据安全产品全家桶，从“人、数据、场

景”三个维度建立了风险自动识别、主动防御、深度检测、智能处置的闭环管理机制。(来源：通信世界网)

【阿里巴巴成立企业数智服务公司“瓴羊”】6月29日，阿里巴巴宣布成立专注企业数智服务的子公司——瓴

羊智能服务公司。瓴羊承担将阿里巴巴集团在消费等领域沉淀的数字化能力转化为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任，

旗下有分析云、营销云、产销云、客服云、开发云五大产品矩阵，包含Dataphin、Bizphin、Quick Audience

、Quick BI、生意参谋、经营参谋等11个核心产品，作为阿里巴巴“最懂数据的组织”，瓴羊沉淀了阿里数

字化实践的经验与能力，团队此前曾支撑阿里双11数据大屏、88VIP会员等数智项目孵化，并曾服务LVMH、现

代斗山、红星美凯龙、小鹏汽车、老板电器、海底捞等众多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来源：通信世界网)

【信通院牵头编制并发布3项边缘计算行业标准】为进一步推动边缘计算规模化落地部署，中国信通院云计算

与大数据研究所牵头，联合产学研用数十家单位联合编制的三项边缘计算行业标准正式发布和实施，包括《

互联网边缘云服务信任能力要求》、《基于云边协同的边缘节点管理解决方案能力要求》和《分布式云全局

管理框架》。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牵头立项和开展多项边缘计算标准制定，同时依据标准开展

评估测试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40余个产品／服务评估测试工作，进一步推动边缘计算相关技术和方案高质

量发展，构建“可信边缘计算”生态。(来源：通信世界网)

本周重点新闻：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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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物联网新布局：提出三个再思考】在由中国移动主办的“2022科技周暨移动信息产业链创新大

会”的“股权投资分论坛”上，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俞承志指出，在快速创新过程中，物

联网正呈现出新的技术特点：一是物联网未来一定是平台为王；二是垂直行业是价值突破的关键；三是技

术融合创新是大势所趋；四是数字孪生是未来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基础设施。俞承志表示，中国移动物联网

展开新布局，提出三个再思考：一是发展模式再思考，提出要以连接规模为基础确保主导地位，同时必须

加快5G时代物联网产品体系全产业链布局，实现基于规模的价值运营；二是业务方向再思考，提出中移物

联网聚焦三大业务方向，围绕5G+IoT，找准行业痛点，做大物联网价值；三是产品体系再思考，提出加速

构建5G时代物联网“4331”的产品体系，实现物联网的全产业链布局。(来源：C114通信网）

【诺基亚和Proximus提供5G网络切片创新】诺基亚和Proximus通过使用无线电软件定义网络和无线电资源

分配技术，成功地提高了5G网络切片在苛刻网络条件下的性能。在布鲁塞尔Proximus的5G创新实验室进行

的现场试验中，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程序被用来演示如何在拥塞的网络条件下确保一致的客户体验。该解决

方案现在可供试用，将在第三季度面向 5G 独立商用。该试验是在Proximus 5G创新平台上进行的，将基站

中新的高级RAN切片功能与无线电软件定义网络 (SDN) 技术相结合，以实现切片和网络性能的实时管理。

三台设备配置在三个端到端切片上，分别配置了60%、30%和10% 的可用带宽资源。每个设备在单独连接时

达到最大带宽，在同时连接时达到分配的容量。成功的试验为每个切片分配了特定的无线电资源，并辅以

进一步的无线电功能，以减少具有时间敏感应用的切片的延迟。它还强调了运营商一般如何控制和动态调

整切片参数，特别是设置每个切片的无线电资源。无线资源分配技术可以用于多个运营商共享的无线网络

中。（来源：讯石光通信网）

本周重点新闻：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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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吴锋表示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在2022中国汽车供应链大会暨首

届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生态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汽车管理处处长吴锋表示，工信部将在

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做好前瞻布局，积极推动构建智能化的新型生态。聚焦充换电设施、新一代电池

技术和材料、基础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等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关键技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创新力度，适时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积极推动产业化的应用。随着相关技术与测试不断

优化，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自动驾驶产业化之路也将越走越宽。（来源：C114通信网）

【智能网联汽车生态大会召开，充换电、芯片自主和线控底盘成重要议题】6月27日-29日，2022中国

汽车供应链大会暨首届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生态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该会的6个分论坛覆盖当前

汽车智能化建设中的焦点话题，包括智能网联、智能线控、芯片自主等。今年以来，国内政策端进一

步发力，目前，工信部正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多地也在支持无人驾驶方面上路测试

。今年已有90余家企业创新项目入围2022中国汽车供应链优秀创新成果推荐初选。据《科创板日报》

梳理，名单中，智能化条线的公司包括地平线、黑芝麻智能、智联科技、小马智行、科大讯飞、利氪

科技、芯驰科技等。（来源：财联社）

【东疆正式开放港口应用场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东疆约13.7公里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路段正式

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东疆成为天津市首个可以进行智能集装箱卡车道路测试和示范

运营的区域。东疆此次公布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路段包含辖区内主要面向商用车的澳洲路（8.3公里）

及主要面向乘用车的欧洲路（5.4公里）等共计约13.7公里路段。下一步，东疆综保区将深耕智能网联

科技领域，融入天津市“汽车大流通中心城市”发展战略，促进开展智能网联企业与东疆现有产业间

的融合发展和相互赋能。（来源：东方网）

本周重点新闻：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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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无源光网络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召开】由中兴通讯牵头承担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模态网络与通信重点专项“面向工业互联网应用的超低延迟、超大连接无源

光网络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线上顺利召开。该项目面向国家“十四五”发展

规划及工业互联网发展计划，聚焦工业互联网中的确定性低延迟和低抖动传输、单主站多点控制等新

特性、新场景的应用需求，构建面向多样化工业PON场景应用体系架构，研究基于低成本相干检测的低

延迟多维复用工业PON技术方案，攻克工业50G PON核心芯片、光模块和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发低

成本、高集成度的工业PON系统设备，实现工业PON在新能源场站、智慧工厂和智慧港口等多样化场景

示范应用。（来源：讯石光通讯网 ）

【六部门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提出要提高数字化节能提

效技术水平，提高“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创新能力。该计划提出到2025年，重点工业行业能效全面

提升，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能效明显提升，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重点产品，能效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20 年下降 13.5%。《行动计划》明确，要提高

“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创新能力，此外还设置“数字能效提档升级重点方向”专栏，其中阐述了“

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解决方案和“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集成创新应用。（来源：通信世界网）

【中国首个国际标识代码“MA”正式纳入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关村工信二维码

技术研究院签发了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管理机构许可证，“MA”国际标识代码正式纳入国家工业互联

网标识体系。据悉，中码院自主研发的“MA”标识体系是ISO/IEC 15459对象唯一标识的组成部分，成

为中国首个具有全球根节点管理权和代码资源分配权的对象标识体系。（来源：财联社）

本周重点新闻：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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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鸽“云通信+机器视觉”助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面对高复杂度的应用场景，通信性能已成为

机器人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途鸽科技聚焦机器人联网痛点，将“云通信+机器视觉”两大核心技术强

强融合，进行机器人领域的行业应用布局。在此背景下，途鸽云通信工业路由器、云通信模组、云通

信嵌入式SDK等系列化软硬件解决方案应运而生，成为机器人领域的优选解决方案。途鸽的平台在全球

网络侧实现了“5跨”：跨国、跨运营商、跨网络、跨技术体系、跨通信套餐，实现了各种技术制式、

各种套餐类型、全球运营商的不同的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且将这些通信能力进行标准化，为下游

的应用场景提供一键对接的SDK/API。截止目前，途鸽推出的云通信系列解决方案，已经在机器人行业

广泛落地应用，与科沃斯等头部机器人企业展开了深入合作。来源（凤凰网）

【长飞公司与湖北联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湖北省分公司宣布双方将共同探索推进5G技术在行业及工业领域的相关应用。双方本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整合技术、产品、渠道、服务

等资源，在通信服务等相关领域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源：讯石光通讯网 ）

【云通信平台Infobip英富必发布中国及亚太其他地区用户体验白皮书】全球云通信平台Infobip英富

必发布的《重新定义人工和自动化交互——亚太地区消费者如何影响用户体验议程》白皮书中指出，

在所有支持场景中，在线即时聊天互动和电话是中国消费者首选的两大接触点。白皮书分析了消费者

如何影响用户体验议程，并针对中国企业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海内外客户期望时需优先考虑的因素给出

了建议。Dara Deng表示，Infobip英富必期待与中国企业携手合作，助力其在拓展海内外业务过程中

实现无缝的用户沟通。"（来源：CTI论坛）

本周重点新闻：超高清&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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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电信携手华为打造乡镇MetaAAU创新试点】江西电信携手华为在江西南昌开通MetaAAU创新试点，打

造性能与节能双优5G精品网络。江西电信选用华为新一代5G MetaAAU设备，兼顾网络性能和绿色节能，引

入超大规模天线阵列新架构，在不增加发射功率的基础上，提升上下行覆盖和边缘用户体验，同时结合智

能算法创新，更窄的业务信道波束更精准地指向用户，大幅提升用户体验。在覆盖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基

站可通过配置更低发射功率，降低基站耗能。经过多期项目的持续投入，江西电信已实现5G在重点乡镇以

上场景连续覆盖，价值场景Massive MIMO规模部署，未来将继续开展MetaAAU在城区的立体覆盖试点和乡农

的规模部署，构建电信5G差异化领先优势。（来源：飞象网）

【河南联通携手华为开启全新一代MetaAAU连片规模商用】河南联通携手华为在郑州市北龙湖开启3.5GHz

全新一代MetaAAU规模商用。测试结果表明， MetaAAU相比传统32TR AAU设备，上下行覆盖提升3dB，路测

下行平均速率550Mbps，上行平均速率108Mbps。MetaAAU开通后相同区域内4G+5G流量增长41.82%,4G+5G用

户增长25.04%。河南联通携手华为积极开展联合技术创新引领“绿色革命”，持续推动5G网络绿色低碳发

展。MetaAAU开创性地引入超大规模天线阵列、超高分辨率波束管理、超高系统集成架构技术，配合华为独

有的Massive MIMO创新算法，不增加发射功率实现绿色节能的同时，天线阵列规模翻倍，上行覆盖、下行

覆盖、边缘用户体验大幅提升。（来源：飞象网）

【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5G信号全面覆盖亚洲最大铁路枢纽站】北京丰台火车站是是打造“轨道上的京津

冀”的重要节点，成为三大运营商重要的5G品牌高地和流量入口，同时也是“241”5G网络攻坚行动中的重

点场景和丰台区5G重点覆盖区域。作为5G新基建主力军，中国铁塔北京市分公司与北京市各家运营商紧密

协同，克服诸多困难与挑战，完成了5G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助力运营商打造了网络质量一流、服务体验优

良的5G网络，确保127岁丰台火车站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来源：C114通信网 ）

本周重点新闻：5G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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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周投资观点】：

◼ （1）6月份我国新能源车销量继续表现出强势增长，多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月销量均破万辆，同比环比均保持高
增速，同时汽车智能化成为大势所趋，新能源&智能汽车的发展将带动车载镜头、激光雷达、控制器、连接器、
模组等子行业加速发展；

◼ （2）山东发文再推海风建设，加快启动首批千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逐步推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
2022年，山东海上风电开工5GW，建成2GW，到2025年，开工12GW，建成8GW，到2030年，建成35GW。我国
“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有望迎来爆发式发展，海缆作为海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其市场空间大，发展确定性
强，行业壁垒高，企业先发优势明显，竞争格局稳定，重视龙头企业投资机会；

◼ （3）华为将发布全屋智能2.0，全屋智能2.0或将迎来全新升级的智能中控屏，将智能驾驶领域的毫米波传感技
术应用于家庭，赋予全新AI超感传感器更高的感知精度和更全面的感知能力，有望推动AIoT行业发展；

◼ （4）六部委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提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重点产品能效
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望带动国内制造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持续利好国内智能制造相关企业。

◆ 【产业动态&投资观点】：

◼ 【新能源汽车】6月造车新势力销量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6月份我国新能源车销量表现出强势增长，
多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月销量均破万辆，随着国内疫情缓和，复工复产循序渐进，多项支持政策加速落地，将进
一步带动车载镜头、激光雷达、控制器、连接器、模组等子行业加速发展。重点推荐：激光雷达：【永新光
学】、【炬光科技】等；车载镜头：【宇瞳光学】、【联创电子】等；模组【广和通】、【美格智能】、【移
远通信】等；汽车控制器【科博达】等。重点关注：汽车控制器【和而泰】、【均胜电子】；车载镜头【水晶
光电】；汽车连接器【电连技术】、【意华股份】、【永贵电器】、【瑞可达】、【鼎通科技】、【得润电
子】、【胜蓝股份】、【合兴股份】、【徕木股份】等。

◼ 【海上风电】山东发文再推海风建设，重视海风产业链投资机会。近期，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能源保障网建
设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推动清洁能源成为电力增量主体，加快启动首批千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逐步推
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2022年，海上风电开工5GW，建成2GW，到2025年，开工12GW，建成8GW，到2030
年，建成35GW。“十四五”期间，全国海上风电规划总装机量近140GW，海缆作为海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发
展确定性强、行业壁垒高、竞争格局稳定，重视龙头企业投资机会。重点推荐：【中天科技】；重点关注：
【亨通光电】、【东方电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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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六部委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持续利好国内智能制造相关企业。6月29日，工信部、发改
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提高“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创新能力，面向重点行业领
域探索“工业互联网+能效管理”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测试认证，逐步完善重点行业数字能效提升全景
图，打造解决方案资源库。推动重点用能设备、工序等数字化改造和上云用云。推广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以能效管理
为对象的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融合创新模式，全面赋能智
能制造行业发展。重点推荐：【宝信软件】、【中控技术】、【金山办公】、【能科科技】、【赛意信息】、【紫光股
份】、【中兴通讯】等。

◼ 【物联网】华为全屋智能新品即将发布，智能家居行业空间广阔；物联网行业发展快速，全球模组收入份额最新排名中
国厂商包揽前三。6月28日，华为官方宣布将于7月4日nova1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夏季发布会上推出新品——华为全屋智
能2.0。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22年1-4月智能家居配置率为12%，较2021年提升2.4个百分点，2022全年配套规模有望达
到42.7万套，配置率预估达14.7%，行业发展空间广阔。我国蜂窝物联网用户增长迅速，据工信部发布的《2022年1-5月
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截止5月底已达15.9亿户，相比去年底净增1.96亿户，将在年内超越移动电话用户。根据
counterpoint数据，在2022年一季度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收入份额排名中，移远通信以份额38.1%位列第一，广和通和
日海通讯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物联网行业发展潜力大。重点推荐：【广和通】（车载模组龙头）、 【美格智能】
（车载模组新锐企业） 、【移远通信】（车载模组龙头）等 。

◆ 【板块走势】：在申万一级行业中，通信（申万）指数上涨0.65% ，在TMT板块中排名第三，动态市盈率为30.39，在TMT
板块中市盈率排名第二。陆股通净流入方面，流入前五包括亨通光电（1069万股）、数码视讯（502万股）、工业富联
（432万股）、海格通信（380万股）、中兴通讯（311万股） ；陆股通净流出方面，流出前五包括均胜电子（-371万
股）、梦网科技（-345万股）、航天发展（-325万股）、捷成股份（-312万股）、拓邦股份（-227万股）。

◆ 【本周重点】宝信软件、中天科技、亨通光电、中控技术、永新光学、炬光科技、联创电子、宇瞳光学、广和通、美格
智能、移远通信、和而泰、科博达、中国移动、赛意信息、能科科技、威胜信息、映翰通等。

◆ 【重点公司】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宝信软件、工业富联、中控技术、容知日新、怡合达、英威腾、维宏股份、赛意信
息、能科股份、中兴通讯、紫光股份等）；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光学镜头：舜宇光学、联创电子、宇瞳光学、永新
光学、水晶光电；控制器&算法：和而泰、科博达、拓邦股份、虹软科技、华阳集团；激光雷达：炬光科技；光库科技、
腾景科技、天孚通信等；车载模组/模块：广和通、移远通信、美格智能、鸿泉物联、移为通信等；连接器：电连技术、
瑞可达、得润电子、胜蓝股份、意华股份、永贵电器、鼎通科技、合兴股份、徕木股份等；导航系统：华测导航等）；
“新能源+”（海上风电：中天科技、亨通光电；液冷温控：英维克、申菱环境、高澜股份等；储能：科华数据等）；
物联网/电力物联网（威胜信息、映翰通等）；云计算（IDC：宝信软件、光环新网、奥飞数据、秦淮数据、万国数据、
科华数据、英维克等；设备商：中兴通讯、紫光股份、星网锐捷等；光器件：新易盛、中际旭创、光迅科技、天孚通信
等；SAAS：金山办公、哔哩哔哩、视源股份、亿联网络、声网、会畅通讯、梦网科技等）；军工通信/卫星互联网（海
格通信、七一二、上海瀚讯、中国卫通等）；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等。

◆ 风险提示：5G建设不及预期、云计算发展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蔓延。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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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估值表

证券代码 证券 股价（元） 22EPS 23EPS 24EPS 22PE 23PE 24PE 22PB

600845.SH 宝信软件 53.60 1.47 1.93 2.56 36.5 27.8 20.9 7.2

600522.SH 中天科技 23.36 1.10 1.27 1.47 21.2 18.4 15.9 2.6

688777.SH 中控技术 71.31 1.54 2.02 2.67 46.3 35.3 26.7 6.7

000938.SZ 紫光股份 20.14 0.93 1.15 1.42 21.7 17.5 14.2 1.8

603297.SH 永新光学 111.89 2.47 3.10 4.08 45.3 36.1 27.4 7.1

300383.SZ 光环新网 10.09 0.48 0.51 0.57 21.0 19.8 17.7 1.3

300638.SZ 广和通 26.18 1.31 1.71 2.19 20.0 15.3 12.0 6.5

603236.SH 移远通信 127.56 4.41 6.89 9.36 28.9 18.5 13.6 6.3

002881.SZ 美格智能 32.49 0.97 1.31 1.78 33.5 24.8 18.3 9.0

300687.SZ 赛意信息 23.28 0.79 1.12 1.51 29.5 20.8 15.4 3.7

603859.SH 能科科技 29.86 17.35 13.05 9.76 1.7 2.3 3.1 1.9

688111.SH 金山办公 194.20 2.90 3.75 4.84 67.0 51.8 40.1 9.9

688167.SH 炬光科技 145.00 1.34 2.17 2.55 108.2 66.8 56.9 5.3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注：时间截至2022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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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1）5G建设不及预期

若运营商资本开支和5G建设不及预期，会影响到整个5G产业链的推进，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等5G应用的发展也会低于预期，从而影响到相关公司业绩。

2）云计算发展不及预期

若云巨头资本开支和云计算发展不及预期，会影响到IDC、交换机、光器件、服务器等产业链

的发展，同时对下游云通信、VR/AR等产业的发展也会有所影响。

3）中美贸易摩擦

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会影响到国内5G产业和云计算产业的推进。

4）新冠疫情蔓延

若新冠疫情蔓延反复，会影响到正常的复工复产的节奏，从而影响到产业和公司的发展。



35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免责声明

分析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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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致使信达证券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信达证券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

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信达证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会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信达证券所有。未经信达证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若信达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

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信达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信达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信达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信达证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本报

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信达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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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

风险。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5％以下。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以下简

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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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智能网联汽车、云计算产业链、互联网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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