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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可视化是网络数据空间的“摄像头”和“信号指示灯”，可对数据进行采集识

别及分析管理。网络可视化系统由前端与后端组成，前端包括各类基础的软硬件产

品以及智能采集管理系统，主要用于采集并识别链路上的数据，产品广泛部署于电

信运营商的骨干网、城域网/省网、IDC出口等各层级网络节点；后端包括存储子系

统及针对不同应用的业务子系统，如信息安全、大数据运营、网络优化与运营维护

等。 

⚫ 按照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关系，网络可视化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基础架构提供商、 

应用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基础架构提供商主要为下游应用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提

供流量及数据获取、解析、 管控等各类基础的软硬件产品；应用开发商主要为下游

系统集成商提供各类应用系统的开发， 在网络可视化基础软硬件产品之上， 专注于

一类或多类网络应用；系统集成商直接面向整个行业的下游用户。目前，诸多业内

厂商正从提供单一的基础架构向应用开发、系统集成业务纵向扩展。 

⚫ 产业链下游主要集中在政府、运营商以及企事业单位等。根据观研天下《2020年中

国网络可视化市场分析报告》，我国网络可视化需求中，政府市场目前是该行业最

大的细分市场，占比超过 50%，其次为运营商市场，占比通常约 35%左右，其余为

企事业单位市场。 

⚫ 网络可视化有望受益于政府网安 IT支出的增加及 5G网络节点的增加。（1）政府

市场：目前，我国网安信息化支出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 Gartner 公布的数据估

算， 2019年我国网络安全支出不到 IT 总支出的 1%， 而全球的网络安全平均支出

占 IT 总支出的 3.2%左右。然而在政府数字化趋势下，在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政策催

化下，网络信息安全需求提升。根据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数据， 2021年我国网络

安全市场规模约为 614亿元，同比+15.4%，预计未来三年将保持 15%以上的增

速。（2）运营商市场：5G+双千兆背景下，城域网、骨干网等网络的新建及扩容有

望提升对网络可视化产品需求。前端产品主要源于“新建项目+扩容项目”双轮驱

动，后端产品有望受益于前端产品的量增及应用需求的丰富化。 

 

 
⚫ 网络可视化系统包括前端识别采集设备及后端系统应用。建议关注前端软硬件设备

提供商中新赛克(002912，未评级)、浩瀚深度(688292，未评级)，以及聚焦后端公

安领域应用的迪普科技(300768，未评级)。 

 

风险提示 
⚫ 运营商资本开支不及预期；下游客户需求不及预期；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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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可视化：网络数据的采集识别及分析管理  

概念 

网络数据空间的“摄像头”和“信号指示灯”。网络可视化是以网络流量及数据的识别、采集与

深度检测为基本手段，结合各种网络处理技术和信息技术，对网络的物理链路、逻辑拓扑、运行

质量、流量内容、用户信息、承载业务等进行监测、识别、统计、展现与管控，并将可视化的数

据传递给下游客户，实现网络流量计数据的智能化管控、商业智能以及信息安全等一系列目标。

这些技术包括流量采集与分流、深度包检测（DPI）、深度流检测（DFI）、深度包提取（DPE）、

协议与应用识别、协议还原、流控、分布式等，在较大规模的系统中还包括分布式计算与存储、

软件定义网络（SDN）、大数据、流式计算等。 

图 1：网络可视化系统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网络可视化系统包括前端的识别采集及后端的分析应用。网络可视化系统由前端与后端组成： 

 前端。1）主要包括各类基础的软硬件产品以及智能采集管理系统，例如高性能 DPI 探针设

备、汇聚分流硬件、各类软件中间件和软件模块等；2）功能：通常负责对网络关键节点处

的流量和报文内容进行深度检测分析，以对链路上的流量进行识别、分析、管控，并对数据

进行采集，将流量计分析统计数据进行镜像分发，以供后端智能化应用系统所需；3）按底

层数据采集来源来看，可分为移动网与宽带网需求；4）产品广泛部署于电信运营商的骨干

网、城域网/省网、IDC出口等各层级网络节点。 

 后端。1）主要包括分布式存储、集中存储、大数据存储等存储子系统，以及各应用方向业

务子系统；2）下游应用主要包括网络优化与运营维护（电信运营商的信令监测、IPTV 质量

监测等系统），信息安全（流量清洗、不良信息监测等系统），大数据运营（移动互联网日

志留存、流量经营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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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可视化市场中，前端市场规模占比约 20%，后端市场规模占比达 80%。根据智研咨询，

2018 年全国网络可视化整体市场规模约 200亿元，其中前端市场规模约 40亿元，前后端市场占

比为2:8。后端业务除了传统的网络安全、网络优化等领域，还向大数据挖掘、商业智能等整体方

案方向拓展，目前网络可视化出现前端业务逐步向后端渗透，后端应用领域快速拓展的产业发展

趋势。 

表 1：网络可视化系统前端主要产品 

产品 形态 功能 

光切换设备 
 

该设备部署在运营商网络中的路由器之间， 对原始链路进行分光、 选

路的操作， 实现将原始链路的流量转发给后端的 DPI设备。 

分光器 
 

该设备部署在运营商网络中的路由器之间， 对原始链路进行分光操

作， 实现将原始链路的流量转发给后端的汇聚分流设备。 

DPI探针设备 

 

该设备用于流量识别、分析、 管控以及数据采集。 

汇聚分流设备 

 

该设备主要用于接收 DPI 设备处理后的流量， 并将该流量复制和分发

给后端系统， 起到扩容 DPI输出端口的作用。 

光模块设备 

 

配置在 DPI设备、 汇聚分流设备、 服务器设备的网络接口上， 光模

块上配置光纤连接其他设备， 用于设备接收和发送网络流量数据。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智能采集管理系统  图 3：智能化应用系统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网络可视化应用的发展受多种技术和需求的推动，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目前互联网正从流量及

数据的被动可视化逐步向可视、可管、可控、可预测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1) 网络使用分析阶段：利用流量采集和 DPI技术，对网络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和

定位网络故障点、性能瓶颈等。主要应用于企业市场和运营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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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视化业务的控制和管理阶段：P2P应用兴起导致蠕虫、木马、DDOS等网络威胁增加，在

应用场景和新技术的推动下，基于网络可视化的P2P流量管理和优化、骨干网流量清洗、非

法业务检测、网络审计、网络行为管理、政府信息安全、合法侦听等应用应运而生。 

3) 业务智能化阶段：利用大数据、SDN 等新技术，对网络流量情况和信息内容进行智能识别，

对网络业务进行定制和动态调整，支持不同的计费模式和个性化的业务流程。此外，还会进

一步对网络流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提取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例如分析用户特征、用户行为、

网络舆论热点和传播等，并与广告、电商、位置服务、内容服务等各种商业形态实现更为精

准的对接，从而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 

图 4：网络可视化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产业链 

网络可视化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按照企业特点来分，一类是传统电信设备商 Cisco、华为等，一

类是网络可视化专业厂商，如中新赛克、迪普科技、浩瀚深度等；按照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关系，

主要参与者包括基础架构提供商、 应用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 

 基础架构提供商主要为下游应用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提供流量及数据获取、解析、 管控等

各类基础的软硬件产品， 例如高性能 DPI 探针设备、 汇聚分流硬件、 各类软件中间件和软

件模块等。 

 应用开发商主要为下游系统集成商提供各类应用系统的开发， 在网络可视化基础软硬件产

品之上， 专注于一类或多类网络应用， 主要应用方向包括： 网络优化与运营维护、 信息安

全、 大数据运营等方面。 

 系统集成商则直接面向整个行业的下游用户， 如电信运营商、 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等， 

提供方案咨询与设计、 项目建设和技术服务等业务。 

在实际开发中，不乏有厂商实现了从基础架构、应用开发到系统集成业务的纵向贯穿，如具有大

型电信设备制造背景的 Cisco、华为、诺基亚等。随着研发不断投入，不乏有基础架构提供商开

始向应用开发、系统集成业务扩展，开始直接向下游政府、运营商等最终客户提供产品或解决方

案。 

图 5：网络可视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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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产业链上游包括生产原材料、加工服务、通用产品及开源技术。生产原材料包括芯片/元器件、功

能模块、内存卡、PCB和机框等；加工服务包括 PCBA焊接和金属外壳的加工等，主要用于硬件

类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产品开发；通用产品包括服务器、存储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光盘等，

主要用于软件类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产品和应用系统。 

产业链下游主要集中在政府、运营商以及企事业单位等。根据观研天下《2020年中国网络可视化

市场分析报告》，我国网络可视化需求中，政府市场目前是该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比超过

50%，其次为运营商市场，占比通常约 35%左右，其余为企事业单位市场。 

行业特点 

用户对产品稳定性、性能等方面要求较高，需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网络可视化产品目前的大部

分需求源于公安、网安等政府部门及运营商，对网络可视化设备的功能、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有

较高要求。一方面，可视化产品通过串联、并联方式部署在网络中，采集设备直接与网络端口相

连，一旦采集设备发生故障，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因此产品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用

户对产品的性能指标也有较高要求。根据运营商招标标准，数据采集丢包率要求小于 10-7，总体

流量识别率不低于 95%。 

表 2：中国电信 2018-2019 年宽带互联网部分 DPI 设备集采的部分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要求 

数据采集丢包率 低于 10-7 

串接端口平均转发时延（在叠加业务识别、流

控等功能开启条件下） 
不大于 200us 

最小线速转发字节  不大于 256字节 

总体流量识别率 不低于 95% 

串联 DPI设备的流量管理精确度 误差小于 5% 

串接设备 P2P下载管理响应时间 低于 1ms 

Bypass硬切换时间（串接方式） 不大于 50ms 

URL过滤管理准确率 达 99.9% 

数据来源：中国电信招标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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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客户本身对厂商的资质有较高要求。由于政府业务的高度机密性，政府客户往往会对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应用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提出相关资质要求。以浩瀚深度为例，除了基础的公

司资质外，公司业务的开展也需获得行业协会的认证，另外产品还需获得由工信部、公安等核发

的设备进网及销售许可证。 

表 3：网络可视化行业具有一定的认证资质壁垒 

资质类型 资质名称 核发部门 

公司资质 
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 工信部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许可证 通信管理局 

产品资质 
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 工信部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其他业务资

质认证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证书

（二级）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

技术服务分会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证书（二级）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通信网络安全服务能力评定证书（安全设

计与集成一级）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 国家保密局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整理 

 

二、网络可视化有望受益于政府网安 IT 支出的增加及
5G 网络节点的增加 

网络可视化公司营收与入网流量正相关。我们挑选中新赛克、恒为科技、迪普科技作为网络可视

化代表厂商，发现其收入规模与流量呈正相关。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流量急剧增长，以及 5G 时

代运营商用户主体将逐渐由个人用户向医疗、制造、交通等垂直行业用户转变，用户定制化服务

需求提升，运营商加快构建智能管道，开展流量经营，挖掘网络流量的潜在价值，最大限度发挥

大数据经营优势，构造好用、易用的智能信息传送管道。另一方面，信息安全与威胁加强，面向

内容的监管势在必行。由于网络可视化前端单产品处理流量的能力有限，在流量总量上升后需要

增加部署，后端应用也需不断升级以解决更复杂的网络场景需求。 

据上文所述，我国网络可视化需求中，政府市场目前是该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比超过 50%，

其次为运营商市场，占比通常约 35%左右，其余为企事业单位市场。 

1) 政府市场：政府数字化趋势下，网络信息安全需求提升。在数字政府的大背景下，对网络内

容进行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我国网安信息化支出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 

Gartner 公布的数据估算，2019年我国网络安全支出不到 IT 总支出的 1%， 而全球的网络

安全平均支出占 IT 总支出的 3.2%左右。近年来，在网络安全法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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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令政策的催化下，以公安户互联网应急中心等为代表的政府机关部门对于网络内容监

测管理的信息化投入持续提升。根据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数据，近三年我国网络安全市场

整体保持稳健增长，2021年市场规模约为 614亿元，同比+15.4%，预计未来三年将保持 15%

以上的增速，到 2024年市场规模预计超 1000亿人民币。据 IDC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网

络安全 IT总投资规模为 1687.7亿美元，有望在 2026年增至 2875.7亿美元。 

图 6：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及增速预测  图 7：迪普科技面向公安场景的视频传输网社会面前端接入解

决方案 

 

 

 

数据来源：CCIA，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迪普科技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 运营商市场：随着互联网流量急剧增长，运营商加快构建智能管道，开展流量经营，挖掘网

络流量的潜在价值。5G 相对 4G 有着更高网速、低延时高可靠、低功率海量连接等特点，

且运营商用户主体将逐渐由个人用户扩张到为医疗、制造、交通等垂直行业用户，运营商需

根据不同用户对网络的具体需求提供各类定制化解决方案和差异化的网络服务。 

5G +双千兆将刺激入网流量的增长。立足当下，随着 5G基站建设进度已完成大半，5G应用场景

不断丰富，叠加宽带网络扩容，预计流量将持续增长，有望为网络可视化产品带来新增和替换双

重需求。 

 5G网络建设：截至 9月末，我国 5G基站总数达 222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0.7%，占

比较上年末提升 6.4 pcts。目前，中国 5G 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的地市级城市、县城城区和

92%以上的乡镇镇区，5G 建设水平全球领先。根据运营商规划，自 2023 年起，5G 投资将

开始下降。 

 千兆宽带网络：截至 9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0.55亿个，具备千兆网络服

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数达 1268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482.2 万个。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

大，10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网用户数达 7603万户，渗透率从 2020年 9月的 0.89%

提升至 13.1%。 

运营商 DPI 设备集采在节奏上略滞后于基础网络建设。中国移动是国内网络规模居首位的运营商，

通过分析中国移动历年 DPI设备集采的情况，我们发现 DPI设备集采在节奏上略滞后于网络建设：

中国移动于 2013年底拿到 4G牌照，并于 2014年开始大规模 4G网络建设。直至 2016年移动总

部才开始统一 DPI互联网设备的集采，且 2018-2019年集采规模达到高峰，而后随着 5G开始商

用，DPI设备招标规模开始回落。目前 5G商用已 3年，我们认为随着 5G网络建设进入后期，运

营商 DPI设备集采有望迎来新一轮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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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网络可视化公司营收与入网流量正相关  图 9：中国移动历年统一 DPI 互联网设备招标规模（G） 

 

 

 

数据来源：工信部，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挑选中新赛克、恒为科技、迪普科技作为网络可视化代表厂商，收入规模
为三家营收合计值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招标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5G建设初期，DPI设备招标量价处于低位，随着网络逐步建成，或将迎来量价齐升。回顾近几年

中国移动招投标情况，2019年尚处于 5G商用初期，4G网络规模建成，4G DPI设备处于大规模

招标后期，同时运营商未对产品实施限价措施，供应商单位报价约 0.28 万元/G。2020 年受疫情

影响未开展招标，2021及 2022年，4G DPI设备招标量明显萎缩，且供应商在限价的基础上进一

步降价，单位报价最低仅 0.17 万元/G。随着新一代网络的建设进入后半场，5G 设备招标有望推

进，同时技术的升级有望提升产品价值。 

表 4：中国移动 2019-2022 年统一 DPI 互联网设备招投标情况 

招标年份 
招标规模

（G） 
限价合计（万元） 

报价合计

（万元） 
折扣率 

单位报价

（万元/G） 

2019年 86040 - 24459.38  0.28 

2021年 60030 15007.5 11086.17 74% 0.18 

2022年 78620 19658 13425.08 68% 0.17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招标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2019年第 9标包（新疆）二次招标且未公布中选结果，故不纳入招标规模中。 

 

前端产品主要源于“新建项目+扩容项目”双轮驱动，后端产品有望受益于前端产品的量增及应

用需求的丰富化。根据浩瀚深度招股书，运营商对于前端产品的部署往往分两个阶段，首先通过

招投标或比选等公开方式选择供应商部署前端产品，之后一般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选择后续系

统扩容、升级及技术服务的供应商。复盘 4G 时代，在中后期浩瀚深度各主要产品的扩容项目签

约量均大幅高于新建项目签约量，且收入占比逐年提升。因此，5G时代网络可视化前端产品或仍

将保持先新建、后扩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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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公司介绍 

我国网络可视化领域的上市公司较少，主要包括可提供前端软硬件设备的中新赛克、浩瀚深度，

以及聚焦后端公安领域应用的迪普科技。 

3.1 中新赛克：网络可视化前端龙头 
脱胎于中兴，深圳市国资委系实控人。中新赛克前身是中兴通讯子公司中兴特种，2012 年 10 月

公司脱离中兴通讯并由深创投收购，核心业务逐步向全球化拓展并突破重点发达国家运营商市场。

目前，深创投持有公司 26.5%股份。公司产品分为五大体系，包括宽带网产品、移动网产品、网

络内容安全产品、大数据运营产品、工业互联网安全产品，分别覆盖了网络空间数据提取、数据

存储和计算、数据分析和挖掘、数据应用及展示等领域，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图 10：中新赛克主营业务 

 

数据来源：中新赛克 2021年年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2021 年，公司网络可视化前端与后端的占比分别为 64%和 14%。公司以网络可视化的硬件设备

起家，包括宽带网产品和移动网产品。2018年，公司逐步向后端应用拓展，重点开发内容安全、

大数据运营、工业互联网安全等业务。 

 宽带网产品用于互联网流量分析领域，产品可分为机架式、盒式、加速卡等形态，主要应用

于运营商和政企部门。2021年，公司推出了 400G接口单板，并研发推出新一代自主可控的

宽带网产品，全面满足了国产化需求；升级优化了 5G精细化分流产品，满足运营商多种 5G

组网模式下的信令解析、流量采集、数据解析和应用感知等数据可视化需求；同时公司及时

全面升级优化了 DFX产品。 

 移动网产品用于电磁空间信号分析领域，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及个人。为满足客户对 5G

业务的需求，公司推出了 5G 移动式和固定式移动网产品，升级优化了无线信号检测的智能

天线阵测向系统；研发了电磁安全智能临检一体化设备，并通过了国家保密局国家保密科技

测评中心的测评，满足客户保密场所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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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中新赛克营收结构（亿元，按产品）  图 12：中新赛克为网络可视化前端龙头（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营收代表前端产品收入 

 

毛利率行业领先，近年来始终保持在 80%左右。其一，公司客户以政府和运营商为主，对价格敏

感程度相对较弱，更注重产品质量和技术优势。2019-2021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分别

为 56.10%、57.92%、28.97%。其二，公司历史上主要通过经销商开拓市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

大和产品系列的扩展，逐步发展为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更少让利于经销商，有效提升

了利润空间。 

图 13：中新赛克毛利率情况（%）  图 14：中新赛克直销经销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3.2 浩瀚深度：网络可视化前后端融合业务提供商 
浩瀚深度成立于 1994年，于 2022年 8月在上交所上市。公司采用“以采集管理系统为基础，全

方位拓展延伸”的业务发展模式，在持续迭代升级智能采集管理系统的同时，纵向拓展各类智能

化应用系统，横向延伸开发信息安全防护类产品，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等各类客户提供全方位、 

高性能、跨平台的网络智能化及信息安全防护解决方案。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相关产品已广泛部

署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主要国内电信运营商的骨干网、城域网/省网、IDC 出口等

各层级网络节点。 

图 15：浩瀚深度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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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公司产品以自主研发的 DPI 技术为核心。DPI（深度包检测） 技术是一种基于应用层的流量检测

和控制技术。 普通报文检测仅分析 IP 包的 4 层以下的内容， 而 DPI技术为深度检测技术，除了

对 IP 包前面的 4 层进行分析外，还增加了对第 7 层应用层的分析，根据应用层的净荷特征识别其

应用类型或内容。当 IP 数据包经过基于 DPI技术的网络设备时，DPI 引擎对不同的网络应用层载

荷（例如 HTTP、DNS 等） 进行深度检测， 能够对 IP 数据包应用层实现“可视”。 

公司核心产品为智能采集管理系统（前端），是公司 DPI 技术实践的产物，具备互联网流量识别、

分析、管控以及数据采集功能，是实现流量计数据智能化应用的重要基础，现已实现产业化。智

能采集管理系统包括硬件 DPI系统、软件 DPI系统，以及嵌入式 DPI引擎产品，以适应不同场景

需求。长期以来，公司为中国移动提供硬件 DPI系统，在中国移动总部 2018-2021年互联网 DPI 

集中采购招投标的中标总份额超过 50%。2017 年，公司推出基于 x86 架构、华为鲲鹏等通用硬

件设备的软件 DPI 系统以拓展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市场。在中国电信 2021 年 DPI 集采项目（宽

带互联网部分）中，公司在三家中标企业中排名第二，公司规划不断取得成效。 

表 5：硬件 DPI 系统与软件 DPI 系统的区别 

项目 硬件 DPI探针设备 软件 DPI探针设备 

网络场景 侧重带宽管理和流量采集的网络环境中 侧重流量采集的网络环境中 

部署方式 串接 并接为主 

主要处理芯片 FPGA可编程芯片 X86等多核 CPU处理器 

系统耗能比 较低 较高 

竞争优势 
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性能，能够实

现对带宽流量的实时管控 

功能丰富，部署灵活，升级更新

迭代快 

数据来源：浩瀚深度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6：浩瀚深度营收结构（亿元）  图 17：浩瀚深度网络智能化产品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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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3.3 迪普科技：网络可视化的综合性网安解决方案厂商 
企业级网络通信产品及解决方案厂商。迪普科技成立于 2008 年，目前已成长为综合性的网安解

决方案厂商，拥有网络安全产品、基础网络产品、应用交付产品三大产品线，满足用户在各类 IT

基础设备之间实现安全、高速、可靠、有效的数据通信的需求。公司具备风险评估、安全保障、

安全加固、应急响应、攻防演练、安全培训等专业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运营

保障。作为国内信息安全产业的重要厂商之一，迪普科技是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一级技术支撑单

位、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图 18：迪普科技主要产品介绍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整理 

 

高管出自华为、华三，行业背景深厚。公司实控人郑树生先生合计持股公司 45.11%，是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郑树生先生曾任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曾担任交换事业部总裁、公司常务副总裁

等职位；2003 年至 2012 年，任杭州华三总裁。此外，副总经理周顺林、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

人邹禧典等多位公司管理层具有华为、华三等企业的管理或研发经历，保证了公司的管理及技术

水平。 

表 6：迪普科技管理层部分人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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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职位 经历 

郑树生 董事长、总经理 

毕业于浙江大学通信与电子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任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研发项目经历、交换事业部总裁、常务副总裁，杭州

华三总裁、杭州迈尚董事长。 

周顺林 副总经理、董事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空间

中心工程师，华为产品研发经理，杭州华三软件部部长，迪普

科技首席技术官、公司副总裁。 

邹禧典 
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董事 

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就职于华为财务部，曾

任杭州华三财务副总裁。 

李强 董事 

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华为企业网经理，杭州华

三政府系统部总监，迪普科技市场部总裁、公司副总裁、公司

副总经理。 

钱雪彪 副总经理、董事 
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杭州华三系统工程

师，迪普科技软件开发部部长。 

数据来源：公司 2021年年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公司收入主要源于网络安全产品，占收比约六成。公司基础网络产品用于实现各类 IT基础设备互

联互通，包括路由器、交换机等；应用交付产品用于提供各类 IT基础设备之间相互通信的质量和

可靠性，包括应用交付平台（ADX）、统一管理中心（UMC）等；公司网络安全产品分为安全防

护（防火墙类产品）、安全分析（漏洞扫描、流量分析类产品）。毛利率方面，近几年公司网络

安全与应用交付产品毛利率均保持在 75%左右，基础网络产品毛利率有逐年提升的趋势。 

图 19：迪普科技营收结构（亿元）  图 20：迪普科技毛利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 运营商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运营商资本开支水平影响 5G 骨干网、核心网等网络建设节奏，

进而影响对网络可视化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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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客户需求不及预期：若下游客户对数字化、智能化需求不及预期，则会影响对前端设备

及后端应用的需求。 

⚫ 疫情影响：疫情反复可能会导致项目交付、收入确认等环节延误，对公司业绩造成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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