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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科技观点每周荟（通信） 

电力行业是我国最早落地物联网的领域，或是当前 5G 最大的应用场景。

电力通信业务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为三个阶段：1）以光纤通信为基础的

电力通信专网。我国电力系统最早采用以光纤通信为基础的电力通信专

网，但由于光纤覆盖难度大、成本高（10-15 万/km），电力通信专网也

仅覆盖了所有主网厂站和极少数配网站，没有覆盖到输电线路，可实现的

电力通信业务单一。2）需求驱动电力行业应用 4G。由于原有的电力通信

专网不能解决所有电力通信业务问题，电网公司起初考虑自建蜂窝无线通

信专网，由于 230M 频段覆盖面积大但是带宽和接入数量等其他性能差；

1.8G 频段实现技术性能过关但会面临极大的政策风险、投入产出比极低，

最终转向租赁公网 4G，解决了包括远程抄表、配网二遥等问题。3）试水

5G，有效解决安全和时延痛点。由于无法规避网络安全和提供足够短的

延时，4G 在电力行业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而 5G 拥有类物理隔离特性，

同时显著缩短了通信时延，将打开蜂窝无线通信在配电网控制保护等一系

列重要业务的应用空间。 

 

应用场景横向纵向拓展，蜂窝无线通信在电力行业前景广阔。电力系统从

场景来看，可以分为“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五个环节，蜂窝无线

通信的应用大致对应各个环节中的指挥调度、在线监测、移动作业、视频

监控、配电自动化以及智能抄表。落到具体的设备和终端，分为为发电侧

的远程 RTU，输电侧的巡检无人机、高清摄像头，变电侧的巡检机器人、

AR/MR 眼镜、边缘物联代理装置，配电侧的新台区智能终端、配电自动

化 FTU，用电侧的集中器、充电桩以及电网人员配备的智能安全帽、手持

终端等。横向来看，由于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需要，蜂窝无线通信应用的

终端从传统集中器、DTU/RTU/FTU/TTU 拓展到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储能

电站、机器人等新型终端设备；纵向来看，由于 5G 大带宽、高可靠、低

延时、大连接的能力延展，蜂窝无线通信可触达的业务深入到差动保护、

精准负荷控制等调控业务，前景十分广阔。 

 

蜂窝无线通信核心在于芯片和模组，电力行业通信模组百亿级市场空间。

蜂窝基带芯片属于标准产品，将芯片能力与业务需求结合、实现垂直行业

应用的关键是通信模组，尤其电力行业对安全性、可靠性和保密性要求高，

国网南网有专属的 AT 命令集和网管协议，需要模组厂商长期的产品技术

沉淀和工程经验积累。当前阶段，国内电力行业以 LTE Cat.4 模组为主，

配网侧试点 5G 模组，海外电力行业以 LTE Cat.1 模组为主。乐观预测

下，到 2025 年我国电力行业通信模组 5G 渗透率 20%左右，通信模组市

场规模约 16 亿美金，折合人民币约 105 亿元；悲观预测下，到 2025 年

我国电力行业通信模组 5G 渗透率 10%左右，通信模组市场规模约 8.1 亿

美金，折合人民币约 5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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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通信模组在电力行业应用前景广泛，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 5G 应用逐步

落地背景下，应用场景横向由传统集中器向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储能设施

等新型终端设备拓展，纵向由传统数据采集业务向差动保护、精准负荷控

制等调控业务延伸。推荐物联网模组龙头移远通信、广和通，建议重点关

注电力行业模组先驱有方科技，同时，建议关注智能线路状态监测系统供

应商映翰通以及布局 PLC 电力载波模块和智能变配等终端的威胜信息。 

 

截至上周，大部分规则性中报业绩预告披露完毕，通信行业中报业绩预告

归母增速中位数 40%，较一季报提升 5.5%，行业延续一季报向好态势，

大多数公司预喜或扭亏。当前时点我们建议关注中报超预期板块（根据季

度规律下半年通信行业往往业绩占比更大），如云计算基础设施、物联网

以及下半年有望反转个股的左侧布局机会。 

 

1）北美云计算市场高景气，台积电 22Q2 财报 HPC 收入占比 43%，替

代手机成为最大来源，信骅 6 月份营收继续环比提升 7%，数据中心市场

全年有望维持高景气度。中际旭创半年报业绩预告归母同比增长 32-

55%；新易盛半年报业绩预告归母同比增长 8%-21%；澜起科技内存配套

芯片需求旺盛，并预计 DDR5 时代内存接口子代迭代速度更快。国内方

面，我们认为东数西算将在十四五维度上给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带来不低于

20 的 CAGR，并给光纤光缆和通服代维行业带来增量。紫光股份集团层

面债务重组计划执行完毕，后续战略经营将更具定力；星网锐捷一季度继

续实现数据中心交换机份额的大幅突破，WLAN、云桌面产品多行业需求

饱满；润建股份发布中报预告显示归母净利预计同比增长 35%-45%。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和东数西算主线确定性高，我们建议持续关注上述公司。 

 

2）智能网联汽车板块关注度高，建议持续关注通信技术“从 0 到 1”的

环节，如智能模组在车身舒适域用于车载娱乐、多屏异显、360 环视，渗

透率持续提升；电子电气架构向多域控节点转变，车载以太网

PHY/Swtich/Controller 市场增量明显，国产替代空间巨大；激光雷达逐渐

成为 L2+中高端智能车型标配，行业 CAGR 有望保持高双位数，带动发

射模组/光学元件等上游上量。建议关注移远通信、广和通、美格智能、炬

光科技、腾景科技、天孚通信、裕太微（科创板申报）等。 

 

⚫ 风险提示 

5G 模组在电力行业应用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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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观点每周荟（通信） 

电力行业是我国最早落地物联网的领域，或是当前 5G 最大的应用场景。我们认

为，电力通信业务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为三个阶段：1）以光纤通信为基础的电力通信

专网。我国电力系统最早采用以光纤通信为基础的电力通信专网，但由于光纤覆盖难

度大、成本高（10-15 万/km），电力通信专网也仅覆盖了所有主网厂站和极少数配网

站，没有覆盖到输电线路，可实现的电力通信业务单一。2）需求驱动电力行业应用 4G。

由于原有的电力通信专网不能解决所有电力通信业务问题，电网公司起初考虑自建蜂

窝无线通信专网，普天公司利用 230M 频段将多个孤立频点拼接处足够带宽，覆盖面

积大但是带宽和接入数量等其他性能差；华为、中兴利用 1.8G 频段实现技术性能过

关但会面临极大的政策风险（频段在多数地方的电力行业不能合法使用），投入产出

比极低，最终转向租赁公网 4G，解决了包括远程抄表、配网二遥等问题。3）试水 5G，

有效解决安全和时延痛点。由于无法规避网络安全和提供足够短的延时，4G 在电力

行业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而 5G 拥有类物理隔离特性，通过切片技术，空中接口（频

段）、回传网、核心网，都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独立性；5G 削减了空中接口和回传网的

通信交换/转发时延，同时将核心网云化、下沉，缩短了基站-核心网的通信距离，显著

缩短了通信时延。总而言之，5G 将打开蜂窝无线通信在配电网控制保护等一系列重

要业务的应用空间。 

 

 

图表 1 复杂智能电网体系结构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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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横向纵向拓展，蜂窝无线通信在电力行业前景广阔。电力系统从场景来

看，可以分为“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五个环节，蜂窝无线通信的应用大致对应

各个环节中的指挥调度、在线监测、移动作业、视频监控、配电自动化以及智能抄表。

落到具体的设备和终端，分为为发电侧的远程 RTU，输电侧的巡检无人机、高清摄像

头，变电侧的巡检机器人、AR/MR 眼镜、边缘物联代理装置，配电侧的新台区智能终

端、配电自动化 FTU，用电侧的集中器、充电桩以及电网人员配备的智能安全帽、手

持终端等。横向来看，由于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需要，蜂窝无线通信应用的终端从传

统集中器、DTU/RTU/FTU/TTU 拓展到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储能电站、机器人等新型

终端设备；纵向来看，由于 5G 大带宽、高可靠、低延时、大连接的能力延展，蜂窝

无线通信可触达的业务深入到差动保护、精准负荷控制等调控业务，前景十分广阔。 

 

 

5G 与新型电力系统业务需求高度契合，在电力行业规模化应用可期。增强移动

宽带（eMBB）方面，5G 网络技术的峰值速率、边缘速率都较 4G 大幅提升，可以满

足电网高清视频、输配变智能巡检等大量数据传输需求；超高可靠与低时延通信

（uRLLC）方面，5G 的通信时延比 4G 低一个数量级，通过 99.999%的超高可靠性，

为配网差动保护、精准负荷控制等调控业务应用创造了条件；大规模机器类通信

（mMTC）方面，5G 网络容量更大，每平方公里支持连接 100 万个终端，能够满足

新型电力系统海量智能终端接入需求。例如近期火热的虚拟电厂，就是利用 5G 通信、

调控技术把分布式发电、分布式储能设施、可控负荷等不同类型分布式资源进行整合，

系统开展优化运行控制和市场交易，实现电源侧的削峰填谷和负荷侧的灵活互动，对

电网提供电能或调峰、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 

图表 2 4G/5G 在电力行业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Table_CompanyRptType] 

 

行业研究 

 

 
 

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7 / 16                                         证券研究报告 

蜂窝无线通信核心在于芯片和模组，电力行业通信模组百亿级市场空间。蜂窝基

带芯片属于标准化产品，将芯片能力与业务需求结合、实现垂直行业应用的关键是通

信模组，尤其电力行业对安全性、可靠性和保密性要求高，国网南网有专属的 AT 命

令集和网管协议，需要模组厂商长期的产品技术沉淀和工程经验积累。当前阶段，国

内电力行业以 LTE Cat.4 模组为主，配网侧试点 5G 模组，海外电力行业以 LTE Cat.1

模组为主。乐观预测下，到 2025 年我国电力行业通信模组 5G 渗透率 20%左右，通

信模组市场规模约 16 亿美金，折合人民币约 105 亿元；悲观预测下，到 2025 年我国

电力行业通信模组 5G 渗透率 10%左右，通信模组市场规模约 8.1 亿美金，折合人民

币约 53 亿元。 

 

图表 3 电力通信业务需求（按业务划分） 图表 4 电力通信业务需求（按场景划分） 

  
资料来源：紫光展锐，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广和通，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5 5G/4G/Cat.1 模组价格（美元，含预测值） 图表 6 国内电力行业通信模组空间测算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乐观预测 

电力行业蜂窝无线通信连接数量（亿） 0.5  0.6  0.9  1.2  1.7  

4G 模组占比（%） 100% 99% 95% 90% 80% 

4G 模组 ASP（美元/片） 14 12 10 9 8 

5G 模组占比（%） 0% 1% 5% 10% 20% 

5G 模组 ASP（美元/片） 80 40 20 17 15 

通信模组市场空间（亿美元） 6.3  7.7  9.3  12.1  16.2  

悲观预测 

电力行业蜂窝无线通信连接数量（亿） 0.5  0.5  0.6  0.8  0.9  

4G 模组占比（%） 100% 99% 95% 92% 90% 

4G 模组 ASP（美元/片） 14 12 10 9 8 

5G 模组占比（%） 0% 1% 5% 8% 10% 

5G 模组 ASP（美元/片） 80 40 20 17 15 

通信模组市场空间（亿美元） 6.3  6.6  6.8  7.5  8.1  
 

资料来源：华为，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预测 

 

 

时延 带宽 可靠性 连接规模

智能分布式配电自动化 ≤15ms ≥2Mbps 99.999%

精准负控 ≤200ms 10Kbps-2Mbps 99.999%

分布式能源调控 ≤1s ≥2Mbps 99.999%

低压集抄 ≤3s 1-2Mbps 百万-千万级

电站巡检机器人
集抄模式X*100个/km2

用户模式X*1000个/km2

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

配电房视频综合监控

移动现场施工作业监控

应急现场自组网综合应用

授时 - ≤2Kbps - 百万级

通信需求

≤200ms

4-10Mbps

20-100Mbps

99.99%

X*10个/km
2

1-2个/10km2

5-10个/10km2

控制类

采集类

业务名称 业务类别 所处环节 应用场景 通信需求 连接数量 设备形态

发电 海上风电 百毫秒级，几百kbps 百万 网关、内置

线路监测 秒级，几百kbps 千万 网关、内置

视频监控 百毫秒级，100Mbps 百万 5G摄像头

变电 视频巡检 百毫秒级，101Mbps 百万 安全帽，巡检机器人

配网自动化 秒级，几百kbps 千万 内置或外置DTU

差动保护+PMU 10ms级，几Mbps 百万 内置模块

配电监控（视频、传感） 百毫秒级，100Mbps 百万 5G摄像头

集中抄表 秒级，几十kbps 千万-5亿 内置模块

低压换相 秒级，几十kbps 千万 内置模块

输电

配电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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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科技深耕电力物联网市场，连续 13 年市占率第一。2009 年起，有方连续保

持国内电力物联网无线通信市场占有率第一，占比超过 50%，在电力行业有着深厚的

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其数据保护机制、射频能力、网络协议以及超低功耗、超宽工

作温度范围全行业领先。公司模组应用场景由传统集抄向智能变配终端、分布式光伏

逆变器、储能电站等新兴领域延伸。自 2014 年起拓展海外电力市场，目前海外已累

计出货 500 万片。公司 2G 时代开始耕耘印度市场，陆续推出 3G、LTE Cat.4、NB-

IoT、LTE Cat.1 等无线通信产品，引领印度电力物联网智能跃迁升级，2021 年公司在

印度市场出货量第一。 

 

广和通联合展锐，致力于电力模组的低成本、国产化。广和通在电力行业积极参

与标准化工作，参与了国网《5G 电力通信模组通用技术规范》企业标准制定等工作以

及南网《南方电网无线蜂窝通信接入设备测试规范》企业标准制定、测试验证等工作。

公司模组产品在电力行业应用广泛，5G、LTE Cat.1 模组嵌入智能分布式配电终端、

智能 DTU、负荷管理控制终端，分布式采集、控制终端，集中器、智能电表、巡检机

器人、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线路故障指示器、移动作业终端、智能头盔等电力行业

设备和装备，为配电通信网“最后一公里”无线接入通信覆盖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

此外，广和通联合展锐平台，2021 年量产了国产化 5G 通信模组 FM650 和 FG650

等，空口授时能力和切片能力强且尺寸小，可以适配智能融合终端、能源控制器、智

能量测终端等新型终端。 

 

 

图表 7 有方科技 4G 模组 N720 用于台区智能变配终端 

 

资料来源：有方科技，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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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远通信在电力行业拥有完善的平台布局、领先的研发进度和丰厚的商用经验。

作为全球物联网模组龙头，移远在电力行业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广泛的客户群体。

目前，移远 5G、4G、LPWA、GNSS 等多个系列模组已在发电、输电、变电、配电、

用电等不同环节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配网差动保护、精准负荷控制环节，移远 5G 模

组率先完成高精度授时功能调试，授时精度 1μs，应用终端包括 FTU、DTU、TTU 等。

电力巡检环节，移远 5G 模组已支持多家客户开发电力巡检机器人和无人机。信息采

集环节，移远与多家终端客户合作开发 5G 三相网络表、集中器、能源控制器等。 

图表 8 广和通电力相关模组产品线  

 
资料来源：广和通，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9 移远通信 5G 电力相关模组产品线  

 
资料来源：移远通信，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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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方面，通信模组在电力行业应用前景广泛，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 5G

应用逐步落地背景下，应用场景横向由传统集中器向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储能设施等

新型终端设备拓展，纵向由传统数据采集业务向差动保护、精准负荷控制等调控业务

延伸。推荐物联网模组龙头移远通信、广和通，建议重点关注电力行业模组先驱有方

科技，同时，建议关注智能线路状态监测系统供应商映翰通以及布局 PLC 电力载波

模块和智能变配等终端的威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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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行情回顾 

2.1 通信板块表现 

上周，通信（申万）指数上涨 0.017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4.0872pct，在申万

一级行业指数中表现排名 7。板块行业指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射频及天线，涨幅为

0.90%，网络可视化和芯片表现较差，跌幅分别为-5.02%和-5.41%；板块概念指数来

看，表现最好的是智能电网，涨幅分别为 4.64%，表现最差的是边缘计算指数和自主

可控指数，跌幅为-4.58%和-5.92%。 

图表 10 上周板块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 上周通信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表现第 7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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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上周 Wind 通信行业板块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 上周 Wind 通信行业概念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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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信个股表现 

从个股表现看，上周表现最好的前五名分别是科信技术、意华股份、移远通信、

梦网科技、万隆光电；精伦电子、天喻信息、辉煌科技、立昂技术表现较差。 

从今年表现来看，表现最好的前五名分别是科信技术、中天科技、超讯通信、中

瓷电子、铭普光磁；恒信东方、会畅通讯、万马科技、佳讯飞鸿、大富科技表现较差。 

图表 14 截至上周通信个股表现情况（%） 

周表现最好前十 周表现最差前十 今年以来表现最好前十 今年以来表现最差前十 

科信技术 28.02 精伦电子 -15.98 科信技术 121.28 恒信东方 -58.13 

意华股份 17.85 天喻信息 -10.38 中天科技 54.60 会畅通讯 -48.23 

移远通信 12.76 辉煌科技 -8.67 超讯通信 49.09 万马科技 -43.31 

梦网科技 10.37 立昂技术 -8.08 中瓷电子 41.29 佳讯飞鸿 -40.05 

万隆光电 9.95 恒信东方 -8.00 铭普光磁 23.53 大富科技 -39.72 

太辰光 9.77 中富通 -7.75 恒宝股份 17.97 新易盛 -39.39 

鼎信通讯 6.84 超讯通信 -7.66 亨通光电 12.40 线上线下 -37.04 

兆龙互连 6.78 华星创业 -7.46 华星创业 11.82 亿通科技 -34.91 

恒实科技 6.72 宜通世纪 -7.26 中国移动 9.63 三维通信 -34.05 

中天科技 6.59 星网锐捷 -7.05 中富通 8.55 天孚通信 -32.52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3 科技硬件行业重要新闻  

1）Dell'Oro：2026 年全球 RAN 市场收入将超 400 亿美元 

无线接入网（RAN）在 2022 年仍连续第五年保持增长，并预计全球收入到 2026

年将超过 400 亿美元，同时今年中国和北美的销售增长将达到顶峰。（来源：Dell'Oro） 

2）TrendForce：预计第三季度驱动 IC 价格降幅将扩大至 8%-10%  

在供需失衡、库存高涨的状况下，预计第三季度驱动 IC 的价格降幅将扩大至 8%-

10%不等，且不排除将一路跌至年底。TrendForce 集邦咨询进一步表示，中国面板驱

动 IC 供货商为了巩固供货动能，更愿意配合面板厂的要求，价格降幅可达到 10%-

15%。（来源：TrendForce） 

3）IC Insights：半导体行业掉头向下 

IC Insights 指出，台湾前十大半导体供应商 6 月营收有 7 家出现环比下降，整体

则下降了 5%，最多的一家下降了 26%。这些月度结果提供了一个早期指标，表明半

导体市场的方向可能下降。（来源：IC Insights） 

4）SEMI：预计 2022 年半导体制造设备全球总销售额达 117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7% 

原始设备制造商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全球总销售额预计将在 2022 年达到创纪录的

11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并预计在 2023 年增至 1208 亿美元。晶圆制造设备

领域包括晶圆加工、晶圆制造设施和光罩 / 掩模设备，预计将在 2022 年增长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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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010 亿美元（约 6797.3 亿元人民币）的新行业记录；2023 年将增长 3.2%，达

到 1043 亿美元（约 7019.39 亿元人民币）。（来源：SEMI） 

5）Omdia：中国三大智能音箱品牌（阿里巴巴、百度和小米）在 2021 年合计占

全球智能音箱出货量的 52% 

随着销售数字趋于平稳，北美地区的智能音箱革命即将结束，但世界其他地区的

增长表明，这场革命在北美以外的地区仍在继续，医疗等领域的新用例为智能音箱带

来了第二次生命的希望。根据 Omdia 最新的智能音箱报告，预计 2021-2026 年北美

地区智能音箱年出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 1.3%，而 2014-2021 年期间该地区的年

复合增长率则高达 118%。（来源：Omdia） 

6）Gartner：Q2 全球 PC 出货量总计 7200 万台，比 2021 年第二季度下降 12.6% 

Q2 全球 PC 出货量总计 7200 万台，比 2021 年第二季度下降 12.6%。全球 PC

出货量出现九年来最大降幅，唯有苹果实现正增长，同比增长 9.3%。（来源：IC Insights） 

7）Strategy Analytics：2022 年 Q1 全球智能手机内存市场收益 115 亿美元 

2022 年 Q1 全球智能手机内存市场收益 115 亿美元，三星稳居榜首，SK 海力士

第二，美光第三。在全球智能手机内存市场上，这前三家厂商的总营收份额在该季度

达到了 85%。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8）IC Insights：台湾前十大半导体供应商 6 月营收有 7 家出现环比下降，整体

则下降了 5% 

台湾前十大半导体供应商 6 月营收有 7 家出现环比下降，整体则下降了 5%，最

多的一家下降了 26%。（来源：IC Insights） 

 

4 科技硬件重点公司动态 

1） 科信技术：第 1 次 2022 年中报业绩预告发布。 

科信技术:第 1 次 2022 年中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扭亏，预测业绩：净利润约

800 万元-1200 万元。 

2）中际旭创：苏州云昌锦将流通股质押给广发证券。 

中际旭创：苏州云昌锦将持有的 130 万股流通股质押给广发证券。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比占持股总数 2,353.92 万股的 68.85% 。 

 3）吴通控股：公司收购四九八科技。 

吴通控股：公司以自有及自筹资金 5.85 亿人民币收购四九八科技 90%股权，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四九八科技 90%的股权，四九八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中国电信：李正茂先生因年龄辞任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 

中国电信：因年龄原因，李正茂先生辞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职

务，自 2022 年 7 月 12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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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测导航：公司向客户提供不超过 3.3 亿担保。 

华测导航：公司预计向符合资质条件的客户提供累计不超过 3.3 亿元人民币的担

保额度，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担保有效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12 个月。 

    

5 运营商集采招标统计 

1）中国移动 Web 应用防火墙（WAF）设备集采：山石网科、启明星辰、迪普中

标 

7 月 15 日，中国移动公示了 2022-2024 年 Web 应用防火墙（WAF）设备的集采

结果。本次 Web 应用防火墙（WAF）设备集采，总规模 1160 台，其中典配 1（10Gbps）

360 台，典配 2（10Gbps，带硬件 Bypass 功能）800 台。山石网科中标份额 50%；

启明星辰中标份额 27%；迪普中标份额 23%。 

2）中国移动物联网融合核心网扩容设备集采：华为、中兴中标 

7 月 14 日消息，中国移动日前发布 2022 年物联网融合核心网扩容设备集中采购

项目单一来源采购信息公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标。该项

目将对中国移动物联网融合核心网 AMF、SMF、CHF、UPF 网元设备进行扩容改造

升级。 

3）贵州移动家庭宽带新建及扩容施工集采：润建、中憬、中移建设等 15 家中标 

从中国移动官网获悉，贵州移动 7 月 12 日公示了工程建设部 2022-2024 年家庭

宽带新建及扩容施工项目的集采结果，润建、中憬、中移建设、长讯等 15 家中标。根

据贵州移动的评审结果，本次集采共 15 家企业瓜分 39 个份额，平均投标折扣约

34.25%。 

4）中移集成自研产品本地化实施服务框架采购：润建、浪潮、中软国际中标 

中移集成公示了自研产品本地化实施服务框架采购结果，润建、浪潮和中软国际

3 家中标。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中选份额为 47%；浪潮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中选

份额为 30%；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中选份额为 23%；本次主要采购产品本地

化实施服务，项目不划分采购包，确定 3 家中选供应商。 

5）天津移动西青数据中心小机电通信配套系统集成项目集采：华为、中通服中

标 

7 月 11 日，天津移动今日公示了 2022-2026 年西青数据中心小机电通信配套系

统集成项目的集采结果，华为、中通服两家中标。华为投标报价为 50%，中标份额一，

中通服投标报价为 52%，中标份额二。 

 

6 风险提示 

5G 模组在电力行业应用不及预期。 

 



[Table_CompanyRp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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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不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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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ankIntroduction] 投资评级说明 
以本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证券（或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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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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