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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板块下跌 3%，智能汽车和国产化主线回落较为明显，电力 IT等板块则在持续

高温和电力负荷紧张的背景下表现相对较好。下周是中报披露最密集的阶段，我们

预计业绩超预期的个股不会太多，板块仍然是个股和结构性行情为主。我们注意

到，市场近期对处于高位的股票基本面兑现要求较为苛刻，而对低位股的变化反应

积极，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市场存在一定的“高切低”现象。  

⚫ 电力信息化有望受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拉动：由于近期国内出现的干旱和极端高温

天气，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用电紧张现象。我们认为，随着极端天气

的多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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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业数字化与工业软件有望加速：我们认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众多行业降本

增效的有力手段，为传统行业赋能的产业数字公司和产业互联网平台值得重视。此

外，工业生产领域的智能化升级需求较为旺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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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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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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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估值回调有利于长期投资者布

局，看好拥有核心软件 IP能力，并与主芯片厂紧密合作的厂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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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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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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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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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评级)、东软集团(600718，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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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业观点 

上周板块下跌 3%，智能汽车和国产化主线回落较为明显，电力 IT 等板块则在持续高温和电力负

荷紧张的背景下表现相对较好。下周是中报披露最密集的阶段，我们预计业绩超预期的个股不会

太多，板块仍然是个股和结构性行情为主。我们注意到，市场近期对处于高位的股票基本面兑现

要求较为苛刻，而对低位股的变化反应积极，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市场存在一定的“高切低”现象。  

电力信息化有望受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拉动：由于近期国内出现的干旱和极端高温天气，东部和

中部地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用电紧张现象。我们认为，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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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数字化与工业软件有望加速：我们认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众多行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手

段，为传统行业赋能的产业数字公司和产业互联网平台值得重视。此外，工业生产领域的智能化

升级需求较为旺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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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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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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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估值回调有利于长期投资者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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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持续，多地电力负荷
紧张 

2.1 高温天气持续，多地电力负荷屡创新高 
今年夏季，国内多地出现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用电负荷激增，多地区的用电负荷多次创下历

史新高。8 月 12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四川、湖北、陕西等地共 55 个国

家站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直至 8月 20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 9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此次

持续高温天气主要涉及东部和中部地区，是对当地电力系统的一次巨大考验。 

图 1：8 月 20 日全国高温落区预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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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央气象台，东方证券研究所 

高温天气促使居民生活用电量激增。据国家能源局统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 8324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2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3%；第二产业用电量

51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1%；第三产业用电量 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量 14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在 7 月高温天气的影响下，居民空调等电器设备的

使用频率增加，从而导致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较 2021年显著上升。 

图 2：2021-2022 年 1-7 月全社会用电量对比  图 3：2021-2022 年 1-7 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比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多地电力负荷屡创新高。入夏以来，国家电网 5 个区域电网和 19 个省级电网负荷创下了历史新

高。7 月 11 日，浙江省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超过 1 亿千瓦，达到 10190 万千瓦，同比去年增加

168 万千瓦；8 月 3 日，山东电网全网负荷首次突破 1 亿千瓦大关，达到 10077.8 万千瓦，年内

第 6次创下历史新高；7月 12日，江苏省最大用电负荷达到 1.26亿千瓦，创下历史新高，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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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中 9个市均达历史新高；8月 8日，湖北省全网最大用电负荷达 4846万千瓦，是今夏以来

第 6次突破历史新高，较去年最高值增加 403万千瓦。 

各省陆续发布有序用电政策应对电力紧张问题。8月 14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联合下发《关于扩大工业企业让电于民实施范围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工业用电企业

（含白名单重点保障企业）生产全停 6 日，让电于民。据国网四川电力统计，四川全省用电需求

最高负荷已跃升至 6500万千瓦，同比增长 25%。截至 2022年 8月，已有浙江、江苏、上海、广

东等 28个省市发布了有序用电的通知。 

表 1：部分省市有序用电政策 

省市 政策内容 

浙江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同意启动 C级有序用电的函》显示，浙江省 8月 8日根据用电缺口实

际情况启动 C级 1250万千瓦有序用电措施，8月 9日再视情况调整有序用电等级。 

江苏南京 
江苏南京市发布节电倡议书，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带头节电、工业企业严格科学用电、加强公共场所合理用

电、提倡家庭生活节约用电。 

安徽 
安徽省合肥市发改委印发《关于全市电力用户节约用电的建议》，倡导工业企业通过计划检修等方式避峰发

电 ，积极支持用电高峰时段缓解供电压力。 

山东 

山东省能源局发布《2022年全省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优先保障居民生活、能源供应、化肥生产等涉及

公众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明确重点保障的用户电力供应。按照不低于全网历史最大用电负荷的 5%、

10%、15%、20%，将有序用电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预警，对应供电缺口规模分别为 500 万

千瓦、1000万千瓦、1500万千瓦、2000万千瓦。 

上海 

上海市经信委印发《2022 年上海市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预计上海电网最高负荷约为 3500 万千瓦，较

2021年净增 147万千瓦、增幅 4.38%。根据电力缺口大小、轻重缓急，将有序用电方案分四级，分别为：Ⅳ

级方案（常规方案）、Ⅲ级方案（应急方案）、Ⅱ级方案（避峰方案）、Ⅰ级方案（备用方案）。 

广东中山 
印发《中山市 2022 年有序用电实施方案》，相关电力用户按照当期计划实施错避峰用电，超计划用电的将

实施用户侧强制限电措施。 

辽宁 

辽宁省工信厅印发《2022 年辽宁省有序用电方案》，预计 2022 年辽宁电网最大供电负荷为 3270 万千瓦，

同比增长 2.5%。将预警等级划分为四级，电力缺口分别为 163.5万千瓦、327万千瓦，654万千瓦、981万

千瓦。 

云南 
云南省能源局印发《云南省 2022 年有序用电方案》，以保障安全为首要前提，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

最后拉闸的顺序，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印发《蒙西电网有序用电方案（2022 年版）》，蒙西电网用电负荷（含送华北网）约

2700万千瓦，剔除正常送华北网约 300万千瓦，蒙西地区用电负荷约 2400万千瓦，其中大工业用电负荷约

2000 万千瓦（含优先保障类用电负荷约 300 万千瓦），居民、一般工商业、农业用电负荷约 400 万千瓦。

若全网缺口在 2000万千瓦以上时，居民、一般工商业、农业将参与有序用电。 

数据来源：北极星售电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2 虚拟电厂方兴未艾，有效推动电网平衡 
虚拟电厂（Virtual power plant，VPP）是一种通过信息技术和软件系统来对分布式电源、储能、

可调负荷等多种资源进行聚合和协同优化的“虚拟式”电厂。虚拟电厂能够参与电力系统运行，

也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获取经济收益。虚拟电厂通过运用 IoT、云技术、AI 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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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电网进行统一调度与分配，既可以向系统供电，又可以加大负荷消纳，起到灵活的削峰填谷

的作用。 

图 4：虚拟电厂运作模式示意图 

 

数据来源：国网上海经研院，36氪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虚拟电厂是满足电力尖峰负荷的经济手段。根据国家电网测算，通过建设煤电机组来实现电力系

统削峰填谷，满足 5%的峰值负荷，需要电厂及配套电网投资 4000亿元；而通过虚拟电厂，在建

设、运营、激励等环节投资仅需 400亿-570亿元，虚拟电厂的成本仅为火电厂的 1/10-1/7。随着

今年全国各地用电负荷不断升高，通过建设更多火电的方式来满足短时的用电需求是经济性较低

的手段，基于大数据调度、投入相对更低的虚拟电厂则是保障用电平衡的性价比更高的方案。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促进虚拟电厂快速发展。2022年以来，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不

断推进，虚拟电厂在盈利模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盈利模式逐渐成型，虚拟电厂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十四五”以来，国家陆续推出相关支持政策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新能

源发展，大力开展各类资源聚合的虚拟电厂示范，虚拟电厂快速发展。 

 

表 2：我国虚拟电厂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5.07 《关于促进智能电网发展的指导意见》 

推广区域性自动需求响应系统、虚拟电厂定制化工程方案；探索

灵活多样的市场化交易模式，建立健全需求响应工作机制和交易

规则，鼓励用户参与需求响应。 

2021.03 
《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

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 

加强源网荷储多向互动，通过虚拟电厂等一体化聚合模式，参与

电力中长期、辅助服务、现货等市场交易，为系统提供调节支撑

能力；落实电源、电力用户、储能、虚拟电厂参与市场机制。 

2021.07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

见》 

鼓励聚合利用不间断电源、电动汽车、用户侧储能等分散式储能

设施，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结合体

制机制综合创新，探索智慧能源、虚拟电厂等多种商业模式。 

2022.01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的指导意见》 

建立市场化发电容量成本回收机制，探索容量补偿机制、容量市

场、稀缺电价等方式，保障电源固定成本回收和长期电力供应安

全。鼓励抽水蓄能、储能、虚拟电厂等调节电源的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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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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宽电力需求响应实施范围，支持负荷聚合商、虚拟电厂运营

商、综合能源服务商等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和系统运行调节。 

2022.01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丰富辅助服务交易品种，推动储能设施、虚拟电厂、用户可中断

负荷等灵活性资源参与辅助服务，研究爬坡等交易品种。建立源

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协调运营和利益共享机制。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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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