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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计算机板块大涨 7.4%，在所有行业中表现突出，主要是受到信创、医疗教育

IT等板块的带动。在全国瞩目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科技”等关键词出现

的频次较 5年前明显提升，我们认为，信创、网络安全、应急管理等领域未来将迎

来更进一步的政策驱动。目前行业正处于业绩偏弱而政策预期较强的状态，板块波

动可能较大，建议优选有明确政策预期以及 3季度业绩较为理想的标的。 

⚫ 信创与国产化有望迎来新的加速期。十九届七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把

“安全”提到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认为，在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科技

领域限制的背景下，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预计未来将在政策和

市场两个层面不断加强对 IT基础领域的支持，信创与国产化替代将进入新的发展快

车道。其中，央国企与重点行业信创工作的加速值得期待。 

⚫ 财政贴息贷款将带来教育等领域 IT开支增加。9 月 7 日国常会决定，对部分领域设

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包括对高校、职业院

校和实训基地、医院、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我们注意到，高校

与医院对相关项目申请态度积极，银行已经有较多的贴息贷款发放，不过，从我们

交流的情况看，医院目前申请项目以设备投资为主，信息化建设不太多见，我们后

续将持续进行跟踪。 

⚫ 产业数字化与工业软件有着较高的景气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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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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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力信息化有望受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拉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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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行业

改革很有可能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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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创和国产化板块：推荐海光信息(688041，买入)、金山办公(688111，增持)、中

科曙光(603019，买入)，建议关注普联软件(300996，未评级)、神州数码(000034，
未评级 )、中国软件 (600536，未评级 )、华大九天 (301269，未评级 )、广联达
(002410，未评级)。 

⚫ 产业数字化和工业软件领域：看好国联股份(603613，买入)、航天宏图(688066，买
入)、中控技术(688777，买入)，建议关注瑞纳智能(301129，未评级)、广联达
(002410，未评级)、容知日新(688768，未评级)、赛意信息(300687，买入)、奥普

特(688686，未评级)、和达科技(688296，买入)。 

⚫ 电力信息化领域：推荐远光软件(002063，买入)、安科瑞(300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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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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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业观点 

上周计算机板块大涨 7.4%，在所有行业中表现突出，主要是受到信创、医疗教育 IT 等板块的带

动。在全国瞩目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科技”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 5 年前明显提升，

我们认为，信创、网络安全、应急管理等领域未来将迎来更进一步的政策驱动。目前行业正处于

业绩偏弱而政策预期较强的状态，板块波动可能较大，建议优选有明确政策预期以及 3 季度业绩

较为理想的标的。 

信创与国产化有望迎来新的加速期。十九届七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安全”提到

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认为，在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科技领域限制的背景下，科技安

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预计未来将在政策和市场两个层面不断加强对 IT基础领域的支

持，信创与国产化替代将进入新的发展快车道。其中，央国企与重点行业信创工作的加速值得期

待。 

财政贴息贷款将带来教育等领域 IT开支增加。9 月 7 日国常会决定，对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

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包括对高校、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医院、新型

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我们注意到，高校与医院对相关项目申请态度积极，银行已

经有较多的贴息贷款发放，不过，从我们交流的情况看，医院目前申请项目以设备投资为主，信

息化建设不太多见，我们后续将持续进行跟踪。 

产业数字化与工业软件有着较高的景气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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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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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信息化有望受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拉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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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行业改革很有可能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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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周行业专题：财政贴息贷款政策落地，教育、
医疗等领域 IT 建设有望加速 

9 月 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确定以政策贴息、专项再贷款等一系列“组合拳”，来支持制

造企业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总体规模为 1.7 万亿。会议指出，企业是创新主体，要实施支持企

业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期限截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此外，对于高校、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

医院、中小微企业等九大领域的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贷款和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中央财

政贴息 2.5个百分点，期限 2年，总体规模为 1.7万亿。会议还指出，今年第四季度，对高新技术

企业购置设备的，允许一次性税前全额扣除并 100%加计扣除；对现行按 75%税前加计扣除研发

费用的，统一提高到 100%，鼓励改造和更新设备；对企业出资科研机构等基础研究支出，税前

全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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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1.7 万亿贴息贷款 

 

数据来源：央视新闻，东方证券研究所 

9月 2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额度为 2000亿元以上。为贯彻落

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设备更新改造的决策部署，增加制造业和服务

业现实需求、提振市场信心，人民银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以不高于3.2%

的利率向教育、卫生健康、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等 10个

领域的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加上此前中央财政贴息 2.5 个百分点，今年第四季度内更新改造

设备的贷款主体实际贷款成本不高于 0.7%。 

图 2：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对于各领域贷款的申报与审批，尤其是设备和资质审核层面，政策也有明确要求，以教育、卫生

健康等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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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领域：重点支持职业院校、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实验实训等重大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

设备要求：教学、科研、实验、实训等重大设备购置。院校要整合打包购置需求，一所院校

原则上只能申请一个贷款项目，贷款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跨省跨市建设分校区，以及贷款

需求超过 20亿元的，可以拆分申请。 

2> 卫生健康：重点支持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的综合医院(含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下同)、专

科医院、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少数民族医医院)、传染病医院、优抚医院、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诊疗、临床检验、重症、康复、科研转化等涉及的设备更新改造。重点支持

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科研等涉及的设备更新改造。设备要求医院

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诊疗、临床检验、重症、康复、科研转化等涉及的设备购置。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科研等涉及的设备更新改造。 

3> 新型基础设施：5G应用方向支持企业采购 5G智能化改造所需的信息通信设备、模块、终端、

相关配套软件及带有 5G 通信功能的其他设备;数据中心和超算中心、物联网、云计算、人工

智能方向，支持企业采购信息通信设备、相关供电和节能设备及配套软件开发;创新平台方向

支持购置用于研发和试验验证的设备仪器和技术装备。 

4> 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支持制造业企业聚焦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应用，迭代升级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方面的现有装备和软件系统;支持产业链有

关企业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和合作伙伴数字化改造;支持能源、交通、水利、

国防科技工业等重点行业企业，提供通用、易部署的行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涉及的软硬件设

备、系统购置改造。 

图 3：专项再贷款支持的十大领域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整理 

本次贴息贷款政策有望带动教育、医疗 IT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需求。在过去，高校和医院是不能

贷款的，过去更多是通过专项债支持，但要求更多，额度也较为有限。而此次的贴息贷款政策是

政策创新，允许通过贷款来实现设备更新改造，此外贷款实际利率也仅为 0.7%，这将大大提升职

业院校、高校以及医院进行设备更新、改造的意愿。而且此次贴息贷款政策目的是刺激新增设备

更新需求（而不是存量的更新需求），贴息窗口期仅 4个月（对今年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合

格贷款贴息），因此需求将较快并且较为集中地传导至教育、医疗 IT建设厂商。目前，全国已有

超过 20多个省份或直辖市已有相关项目的贷款投放或签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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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申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

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与其在本

研究报告中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投资评级和相关定义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个月内的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买入：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减持：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 —— 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股票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股

票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 —— 根据监管制度及本公司相关规定，研究报告发布之时该投资对象可能与本公司

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情形；亦或是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股票的价值和价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股

票给予投资评级等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股票的投资评级、盈利

预测及目标价格等信息不再有效。 

行业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看淡：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行业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行业

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等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由于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行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

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

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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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报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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