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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持续景气 

——计算机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6 月底，工信部公布了 2022 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运行情况。 

软件业营收继续稳步增长，利润总额增速扭负为正。1-5 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36184 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降幅收窄，存在一定的边际改善。1-5 月

份，软件业利润总额 3747 亿元，同比增长 1.9%，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信息技术服务营收占比超 6 成，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持续维持高景气度。分领

域看，1-5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23457亿元，同比增长 12.1%，在全行业收入

中占比为 64.8%。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子类别中，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同比增

长 19.3%，增速与 1-4 月份基本持平，相较于一季度提升了近 2pct。工业互联

网平台服务是目前软件行业中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现数据流转的人、机、物全面互联互通的工业基础设施。

我们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大致可归为两类。其中一类聚焦于智能制造，通

过将产线中的设备数字化，进行状态监控，对可能出现的损耗进行提前预警，

或对于生产工序进行优化，降本增效。另外一类聚焦供应链，为工厂和采购方

提供数字化线上采购，打通上下游工业品的信息共享、流通、仓储、配送。 

政策驱动造就工业互联网风口。2021 年 12 月，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

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 2025 年建成 120 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

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目标。2022 年 4 月，工信部发布《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

组 2022 年工作计划》，拆解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任务、明确对应的保障性措施及

年度目标成果。预计未来 5-10 年内，工业互联网将持续受益于政策的支持。 

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域百舸争流。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2022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研究年度报告》，

2021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规模为 821.9 亿元。若以当前 20%的增速预

测，2022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规模将接近千亿。 

 当前行业的参与者来自不同领域，包括传统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工业软件领域软件商及以单点应用突破为主的初创企业。 

 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行业仍将维持分散化的竞争格局。工业领域不同行

业如电力、钢铁、船舶、汽车等具有各自的特征，短时间内难以通过普适性

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满足特定行业或企业特殊场景的应用需求。 

 

投资策略： 

 我们认为，上半年在整个制造业受到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平台服

务依然维持高增长，增速远高于软件行业整体增速，预示工业领域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需求相对刚性。我们重点推荐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军的上市企业宝信

软件（600845.SH）和浪潮信息（000977.SZ）。 

 

市场回顾： 

 计算机行业本周走势较弱，申万计算机指数下跌 1.38%，整体表现在申万一

级行业中排名 18/31。 

 计算机行业市值前十大股票涨跌呈现一定的分化，涨幅较大的是科大讯飞和

德赛西威。 

 本周计算机板块涨幅前十大主要是中小市值标的，聚焦于能源 IT、智能交通

和物联网等领域。 

 

风险提示：市场情绪风险、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风险、疫情反复风险、技术落地

不及预期、下游需求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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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持续景气 

6 月底，工信部公布了 2022 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运行情况。 

软件业营收继续稳步增长，利润总额增速扭负为正。1-5 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36184 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较 1-4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增速降幅收

窄，存在一定的边际改善。1-5 月份，软件业利润总额 3747 亿元，同比增长 1.9%，

增速实现由负转正（1-4 月份为同比下降 1.4%）。 

图1：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软件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信息技术服务营收占比超 6 成，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持续维持高景气度。 

 分领域看，1-5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23457 亿元，同比增长 12.1%，在全行业

收入中占比为 64.8%。其次是软件产品，收入 9190 亿元，同比增长 9.3%，占

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25.4%，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838亿元，同比增长10.8%。

另，嵌入式软件系统和信息安全产品收入分别为 2968 亿元和 568 亿元，占比

8.2%和 1.6%。 

 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子类别中，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同比增长 19.3%，增速与

1-4 月份基本持平，相较于一季度提升了近 2pct。同时，该增速水平超越了电子

商务平台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及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使得工业互联网平台

服务成为目前软件行业中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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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软件业分领域的营收占比情况  图4：信息技术与服务类别中部分核心领域的营收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 工信部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注：工信部未公布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的具体营收数据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1.1 政策驱动造就工业互联网风口 工业互联网平台赛道百舸争流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现数据流转的人、机、物全面互联互通的工业基础设施。工

业互联网以制造业为基点，逐步渗透到各样新兴业态中，推进相关产业优化升级。

我们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主要可以归为两类。其中一类聚焦于智能制造，

通过将产线中的设备数字化，实时监控每个设备的运行状态，每个工序的实施效

率，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对可能出现的设备损坏进行提前的预警，或对于生产工

序进行优化，降本增效。另外一类聚焦供应链，为工厂和采购方提供数字化线上

采购，打通上下游工业品的信息共享、流通、仓储、配送。 

图5：工业互联网概念全景图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申港证券研究所 

政策驱动造就工业互联网风口。过去几年间，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一系

列围绕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及安全三大功能体系的措施，逐步形成了愈加完善

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2021 年 12 月，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

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 2025 年建成 120 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目标。2022 年 4 月，工信部发布《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22 年工

作计划》，拆解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任务、明确对应的保障性措施及年度目标成果。

预计未来 5-10 年内，工业互联网将持续受益于政策的支持。 

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域百舸争流。 

软件产品, 

25.4%

信息技术服

务, 64.8%

信息安全, 

1.6%

嵌入式软件系

统,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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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2022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研究年度报告》，2021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规模为 821.9 亿元。若以当前 20%的增速预测，

2022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规模将接近千亿。 

 当前行业的参与者主要有五大类。一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孵化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公司，比如海尔的卡奥斯，航天科工旗下的航天云网。二是以百度、阿里、

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具有领先的云计算技术，但缺少对工业场景的认知。

三是以华为、浪潮信息为代表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四是以宝信软件、用友网

络为代表的工业软件领域的软件商。五是以单点应用突破为主的初创企业。 

 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行业仍将维持分散化的竞争格局。工业领域不同行业

如电力、钢铁、船舶、汽车等具有各自的特征，短时间内难以通过普适性的工

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满足特定行业或企业特殊场景的应用需求。 

表1：2022 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部分） 

单位名称 平台名称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卡奥斯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云闸 INDICS 工业互联网平台 

徐工汉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国信  Cloudiip  工业互联网平台 

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 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浪潮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平台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 supET 工业互联网平台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宝信 xIn3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 WeMake 工业互联网平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 FusionPlant 工业互联网平台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1.2 推荐标的 

我们认为，上半年在整个制造业受到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依

然维持高增长，增速远高于软件行业整体增速，预示工业领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需求相对刚性。我们重点推荐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军的上市企业宝信软件

（600845.SH）和浪潮信息（000977.SZ）。 

表2：推荐标的本周涨幅情况 

代码 证券名称 上周末收盘价/元 周末收盘价/元 涨跌幅 

600845.SH 宝信软件 53.60 53.59 -0.02% 

000977.SZ 浪潮信息 26.26 25.54 -2.74%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2. 板块回顾 

计算机行业本周走势较弱，申万计算机指数下跌 1.38%，整体表现在申万一级行

业中排名 18/31。 

图6：上周计算机板块涨跌幅 



计算机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6 / 10 证券研究报告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计算机行业市值前十大股票涨跌呈现一定的分化，涨幅较大的是科大讯飞和德赛

西威。 

表3：上周申万计算机行业前十大权重股票涨跌幅 

序

号 
Wind 代码 证券名称 

上周末收盘

价/元 

周末收盘价/

元 
涨跌幅 指数权重 主要业务 

1 002415.SZ 海康威视 35.80 34.12 -4.69% 8.69% 视频安防设备 

2 002230.SZ 科大讯飞 41.16 42.60 3.50% 5.01% 
AI（教育、平台 2C、城市医

疗） 

3 600570.SH 恒生电子 43.00 43.70 1.63% 3.55% 金融 IT 

4 002410.SZ 广联达 53.22 52.72 -0.94% 3.50% SaaS（建筑工程造价） 

5 600588.SH 用友网络 22.10 20.62 -6.70% 2.63% Saas（平台） 

6 300496.SZ 中科创达 134.17 127.29 -5.13% 2.59% 智能汽车操作系统 

7 002920.SZ 德赛西威 149.79 154.28 3.00% 2.52% 智能网联车 

8 603019.SH 中科曙光 28.45 27.73 -2.53% 2.08% 高性能计算机硬件 

9 002405.SZ 四维图新 14.35 13.94 -2.86% 1.91% 电子导航地图 

10 002236.SZ 大华股份 16.24 15.83 -2.52% 1.73% 视频安防设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本周计算机板块涨幅前十大主要是中小市值标的，聚焦于能源 IT、智能交通和物

联网等领域。 

表4：上周计算机板块涨幅前十名 

排名 Wind 代码 证券名称 上周末收盘价/元 周末收盘价/元 涨跌幅 主要业务 

1 300297.SZ ST 蓝盾 1.57 1.95 24.20% 信息安全 

2 600654.SH ST 中安 2.21 2.71 22.62% 安防运营 

3 002970.SZ 锐明技术 27.35 31.00 13.35% 
商用车综合监控产品及信

息化系统 

4 301162.SZ 国能日新 59.14 67.00 13.29% 能源 SaaS 

5 300532.SZ 今天国际 13.25 14.94 12.75% 智慧物流、智能制造 

6 600131.SH 国网信通 13.40 14.79 10.37% 能源 IT 

7 300807.SZ 天迈科技 21.70 23.85 9.91% 智能交通 

8 002421.SZ 达实智能 3.24 3.55 9.57% 物联网 

9 300098.SZ 高新兴 3.61 3.94 9.14% 物联网 

10 603003.SH 龙宇燃油 7.23 7.88 8.99% 
大宗商品贸易服务提供商

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商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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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要闻 

3.1 行业新闻 

7 月 5 日，深圳人大网发布公告，国内首部规范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法规《深圳经济

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通过审议，将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

指出，智能网联汽车列入国家汽车产品目录或者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目录，

并取得相关准入后，可以销售；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可以上道路行驶；

经交通运输部门许可，可以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可以组

织建立智能网联汽车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为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传感器、控制器、

执行器、大数据、云计算、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提

供支持。此外，还鼓励智能网联汽车相关行业协会参考国际先进标准，组织智能

网联汽车和相关行业的企业、机构，制定引领性、创新性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团

体标准，报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并通过相关标准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 

3.2 重要公司公告 

 【航天宏图】7 月 4 日，航天宏图（688066.SH）发布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拟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22年 7月 12日，

除权(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13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22 年 7 月 13 日。 

 【科大讯飞】7 月 4 日，科大讯飞（002230.SZ）发布公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股

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58.60 元/股（含）。 

 【用友网络】7 月 4 日，用友网络（600588.SH）公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470.946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0106%，购买的最高价为 24.98 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 20.21 元/股，已支付

的总金额为 8.03 亿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广联达】7 月 4 日，广联达（002410.SZ）发布公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1372.84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529%，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67.06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46.0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8.48 亿元(不含交易费

用)。 

 【卫宁健康】7 月 7 日，卫宁健康（300253.SZ）公告，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4,256,400 股后的

2,133,472,34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7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15 日。 

 【宝信软件】7 月 7 日，宝信软件（600845.SH）公布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为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1.00 元，每股转增

股份 0.3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7 月 14 日，除权(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15

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 

 【卫士通】7 月 7 日，卫士通（002268.SZ）公布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第二

期实施方案(草案)，公司第二期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1090 万股股票，约占股东大

会批准《长期激励计划》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 83,833.6028 万股的 1.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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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预留 109 万股，占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额的 10%。 

 【中科星图】7 月 7 日，中科星图（688568.SH）披露了定增发行情况报告书。

据公告，公司已向 7 名发行对象发行 2526.08 万股，发行价格 61.36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 15.5 亿元。本次定增发行对象均为金融机构，其中不乏明星基金。

具体来看，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获配 6.2 亿元，获配股数 1010.43 万股，

占本次增发股数的 40%，为所有获配机构之最。此外，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

（南京）获配 3亿元，中邮人寿保险、长三角（合肥）数字经济股权投资基金、

青岛青首产业投资基金、瑞华精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四家均获配 1.5 亿元，

另有北京首钢基金获配 3000 万元。 

 【德赛西威】7月 8日，德赛西威（002920）发布公告，公司股东新余市威立德

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威立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144.02 万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比例为

2.0603%，本次减持价格区间为 148.5－148.51 元/股，套现合计 16.99 亿元。 

4. 风险提示 

市场情绪风险；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风险； 

疫情反复风险； 

技术落地不及预期； 

下游需求风险：计算机行业下游客户多为政府及企业，如果客户需求景气度不足

则可能会影响应用软件类企业的盈利情况； 

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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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

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

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

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

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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