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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板块上涨 5.6%，EDA、信创为代表的国产化主线明显回落，低估值板块则有

较好表现。我们判断，随着中报密集期的到来，板块可能较难有趋势性机会，短期

将以个股和结构性机会为主。我们认为，随着美国对中国 EDA限制的正式落地，国

产化板块不排除会反复活跃，另外，我们依然看好电力行业信息化领域，认为电力

行业数字化建设和新型电力系统的持续推进，将给相关领域带来较大的投资机会。 

⚫ 信创与国产化板块仍然值得重视与关注：上周相关领域出现回落，但我们认为，除

EDA行业外其他细分领域公司估值处于合理位置，而党政信创进入常态化推进阶

段，而以金融、能源、电信为代表的行业信创今年有着明确的加速趋势，我们也注

意到，海光信息、达梦数据库等行业信创标的今年以来业绩呈现高速增长，较好地

验证了相关产业逻辑。 

⚫ 产业数字化与工业软件有望加速：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我

们认为，产业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值得重视，工业软件企业今年以来在产品迭代升

级、业务领域扩展及客户拓展方面都有较好进展，继续维持较好的景气度，另外机

器视觉板块有望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的重点领域。 

⚫ 电力信息化有望受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拉动：7月 23日，南方电网宣布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体系在南方区域落地，有望形成跨区跨省与省内联合运营的电力市场，开展

多品种、高频率的电力交易。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逐步提升、用电侧

的变革持续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迫在眉睫，而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将带来配网

智能化、微电网、虚拟电厂等系统建设需求，同时也会带来电力交易、用能服务等

服务需求，看好电力 IT企业。 

⚫ 智能汽车属于长坡厚雪赛道：虽然近期汽车销售进入季节性淡季，但是从前期新车

型发布和当前车型销售情况来看，智能化越来越成为新车型的核心功能迭代点，我

们认为从电动化到智能化的转变才刚刚开始，看好拥有核心软件 IP能力，并与主芯

片厂紧密合作的厂商。 

 

 
⚫ 国产化板块，推荐中科曙光(603019，买入)，建议关注金山办公(688111，增持)、C

海光(688041，未评级)、中国软件(600536，未评级)、广立微(301095，未评级)

等。 

⚫ 电力信息化领域：推荐远光软件(002063，买入)，建议关注朗新科技(300682，未评

级)、云涌科技(688060，未评级)、东方电子(000682，未评级)、国网信通

(600131，未评级)。 

⚫ 产业数字化和工业软件领域：看好国联股份(603613，买入)、中控技术(688777，买

入)、和达科技(688296，买入)，建议关注赛意信息(300687，未评级)、奥普特

(688686，未评级)、容知日新(688768，未评级)、广联达(002410，未评级)。 

⚫ 智能汽车主线，继续推荐中科创达(300496，买入)，关注光庭信息(301221，未评

级)、东软集团(600718，未评级)。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汽车智能化进展不及预期，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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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业观点 

上周板块上涨 5.6%，EDA、信创为代表的国产化主线明显回落，低估值板块则有较好表现。我

们判断，随着中报密集期的到来，板块可能较难有趋势性机会，短期将以个股和结构性机会为主。

我们认为，随着美国对中国 EDA限制的正式落地，国产化板块不排除会反复活跃，另外，我们依

然看好电力行业信息化领域，认为电力行业数字化建设和新型电力系统的持续推进，将给相关领

域带来较大的投资机会。 

信创与国产化板块仍然值得重视与关注：上周相关领域出现回落，但我们认为，除 EDA行业外其

他细分领域公司估值处于合理位置，而党政信创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而以金融、能源、电信为

代表的行业信创今年有着明确的加速趋势，我们也注意到，海光信息、达梦数据库等行业信创标

的今年以来业绩呈现高速增长，较好地验证了相关产业逻辑。 

产业数字化与工业软件有望加速：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我们认为，产业

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值得重视，工业软件企业今年以来在产品迭代升级、业务领域扩展及客户拓展

方面都有较好进展，继续维持较好的景气度，另外机器视觉板块有望成为近期市场关注的重点领

域。 

电力信息化有望受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拉动：7月 23日，南方电网宣布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在

南方区域落地，有望形成跨区跨省与省内联合运营的电力市场，开展多品种、高频率的电力交易。

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逐步提升、用电侧的变革持续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迫在眉

睫，而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将带来配网智能化、微电网、虚拟电厂等系统建设需求，同时也会带

来电力交易、用能服务等服务需求，看好电力 IT企业。 

智能汽车属于长坡厚雪赛道：虽然近期汽车销售进入季节性淡季，但是从前期新车型发布和当前

车型销售情况来看，智能化越来越成为新车型的核心功能迭代点，我们认为从电动化到智能化的

转变才刚刚开始，看好拥有核心软件 IP能力，并与主芯片厂紧密合作的厂商。 

二、本周行业专题：微电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环节 

2.1 新型电力系统持续推进，微电网建设如火如荼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和必然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需要整合

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全环节，以源网荷储一体化与多能互补为支撑，以智能电网为枢

纽平台，最大化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随着大规模的分布式新能源和储能系统的发展，与之配套

的微电网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重要角色。自2015年以来，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微电网

的建设。 

表 1：我国推动微电网建设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5.07 
《关于推进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建

设的指导意见》 

要求积极组织推进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建设，探索适应新能源发展的

微电网技术及运营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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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 《推动并网型微电网建设试行办法》 

明确微电网的定义与特征，微电网内部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建成后按程序

纳入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范围，执行国家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

贴政策。鼓励各地政府对微电网发展给予配套政策支持。 

2017.05 
《关于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名单的

通知》 
批准建设 28个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 

2021.11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鼓励工厂、园区开展工业绿色低碳微电网建设，发展屋顶光伏、分散式

风电、多元储能、高效热泵等，推进多能高效互补利用。 

2022.01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

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支持微电网、分布式电源、储能和负荷聚合商等新兴市场主体独立参与

电力交易。 

2022.05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 

在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加快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

等新能源项目，支持工业绿色微电网和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推进

多能互补高效利用。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政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微电网是指由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能量转换装置、负荷、监控和保护装置等组成的小型发配

电系统。微电网可以与大电网实现兼容互补，有助于促进分布式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实现

对负荷多样供给。在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的分散性、间歇性的特点下，微电网通过储能和控制装置

的实时调节，保障网络内部电力动态平衡，避免对大电网的运行可靠性带来影响。微电网的自治

性使得系统能够在上一级电网发生扰动故障时，断开与电网的连接，持续对用户进行供电，保障

微电网的供电可靠。 

图 1：典型的微电网构造 

 

数据来源：海兴电力招股说明书，中国电科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分布式光伏和储能系统装机量逐年攀升，微电网建设如火如荼。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光伏发电

并网容量 3087.8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 1965.3 万千瓦，占新增光伏发电容量的 63.6%。累计

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7亿千瓦，占光伏装机容量的 37.7%。与分布式光伏配套的储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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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现较高增速，根据 CESA数据，2021年我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达 5117兆瓦，2016-2021年间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82.2%。分布式能源和储能系统作为微电网的基础设施，装机量的增长为微电

网的建设提供了充足动力。 

图 2：2016-2022H1 我国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图 3：2016-2021 我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CESA，东方证券研究所 

2.2 电力市场化改革落地，企业微电网需求提升 
7月 23日，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试运行，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在南方区域落地。南方区域

电力市场覆盖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个省，首次实现了区域间的电力现货交易，五省

发电厂和用电企业可以实现跨省区实时买卖电能，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提速。据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24825.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5.8%，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0.6%，同比提高 17.3个百分点。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比重逐年上升。 

图 4：2016-2022H1 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情况 

 
数据来源：中电联，东方证券研究所 

高温天气持续导致社会用电负荷屡创新高。根据中电联统计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随着疫情受到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积极推进，预计下半年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左右。当前我国进入了季节性用电高峰期，高温天气持续，河北、江

苏、山东、浙江等地均在今年创下了电力负荷历史新高。7 月 15 日，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

12.6亿千瓦，在持续大范围高温情况下，预计最高负荷可能达到 13亿千瓦左右。 

0%

50%

100%

150%

2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16 2018 2020 2022H1

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万千瓦) 增速

0%

50%

100%

150%

2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累计装机量（兆瓦） 增速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H1

市场化交易电量（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用电比重



 
 
 

计算机行业行业周报 —— 接下来关注结构性机会为主，国产化、电力IT依然值得重视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7 

图 5：2016-2022 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电力峰谷价差引导用电侧负荷响应。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的放开，使得电力逐渐具有商品化属性，

用电负荷的变化直接反映到电力价格波动上，更能反映电力供需关系。在高温天气的影响下，大

部分地区的工商业用户电价开始执行尖峰电价，峰谷价差进一步拉开。根据CNESA的统计，8月

共 18个地区的电力最大峰谷价差超过 0.7元/千瓦时。电价的上涨一方面将会引导高能耗企业在用

电高峰时期减少用电，加强企业能效管理，减轻电网电力负荷；另一方面也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投资安装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分布式储能设备，建立企业微电网，在高电价时段实现企业微电网

电力自治，在低电价时段通过微电网系统进行储电，并有望通过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实现盈利。  

在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化背景下，企业对微电网的建设意愿有望提升。随着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体

系建设逐步推进，预计未来电力分时价格将加剧分化，企业都将成为电力交易市场的参与主体。

未来随着电力商品化的大趋势和各地对企业、园区微电网建设的支持政策逐步出台，企业微电网

的建设需求将快速提升，市场空间广阔。 

表 2：国内主要微电网企业 

企业名称 主要业务领域 经营情况 

海兴电力 
主要提供智能电表产品以及分布式光伏解

决方案、工商业储能解决方案等 
2021年营收 26.91亿元，同比下降 4.09% 

国电南瑞 
覆盖发输变配用全流程，主要从事电力自

动化软硬件开发及系统集成服务 
2021年营收 424.11亿元，同比增长 10.15% 

华阳股份 
主要提供分布式光伏和储能系统，提出

“光储网充”一体化解决方案 
2021年营收 380.07亿元，同比增长 21.89% 

安科瑞 
主要提供企业微电网能效管理系统和各行

业解决方案 
2021年营收 10.17亿元，同比增长 41.49%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汽车智能化进展不及预期，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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