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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计算机行业上涨 2.7%，与其他板块指数表现相当，近期数据要素主线表现较

好，我们认为数据要素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板块最引人注意的方向。我们认为，数

据要素是构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引擎，相关市场有着庞大的

市场空间、较长的产业链条，未来将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投资机会值得挖掘。 

⚫ 数据要素市场是数字经济重要支撑，建议关注三类企业。从产业链角度，数据要素

市场可以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析、生态保障、

数据应用七大模块，覆盖数据要素从产生到发生要素作用的全过程。我们认为，拥

有数据资源的企业、与政府合作开展公共数据运营以及进行数据加工与保障数据数

据安全的企业有着较好的投资机会。 

⚫ 信创标的有望持续扩展。前期出台的政策文件为信创工程未来几年的推广提供了较

好的确定性。整个信创板块可以分为三类公司，第一类是以 CPU、操作系统、数据

库、办公软件为代表的基础软硬件产品型公司，如金山办公、中国软件等；第二类

是 ERP、OA等通用管理软件企业，如用友网络、致远互联等；第三类是面向重点

行业的管理软件和业务软件厂商，如远光软件、普联软件等。我们认为，随着行业

与央国企信创的启动，信创产品的种类和标的有望持续扩展，建议关注出现明显边

际变化的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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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要素领域：建议关注安恒信息(688023，增持)、上海钢联(300226，未评级)、

云赛智联(600602，未评级)、山大地纬(688579，未评级)、国联股份(603613，买

入)、航天宏图(688066，买入)、朗新科技(300682，未评级)、星环科技-

U(688031，未评级)、易华录(300212，未评级)、每日互动(300766，未评级)、拓尔

思(300229，未评级)、东方国信(300166，未评级)、奇安信-U(688561，未评级)。 

⚫ 信创与国产化领域：推荐远光软件(002063，买入)、用友网络(600588，买入)，建

议关注普联软件(300996，未评级)、致远互联(688369，未评级)、中国软件

(600536，未评级)、金山办公(688111，增持)、神州数码(000034，未评级)、中科

曙光(603019，买入)。 

⚫ 产业数字化和工业软件领域：看好瑞纳智能(301129，买入)、赛意信息(300687，买

入)，建议关注广联达(002410，未评级)、容知日新(688768，未评级)、和达科技

(688296，买入)。 

 

风险提示 
数据要素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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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业观点 

上周计算机行业上涨 2.7%，与其他板块指数表现相当，近期数据要素主线表现较好，我们认为

数据要素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板块最引人注意的方向。我们认为，数据要素是构建支撑数字经济

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引擎，相关市场有着庞大的市场空间、较长的产业链条，未来将形成

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投资机会值得挖掘。 

数据要素市场是数字经济重要支撑，建议关注三类企业。从产业链角度，数据要素市场可以分为

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析、生态保障、数据应用七大模块，覆盖数

据要素从产生到发生要素作用的全过程。我们认为，拥有数据资源的企业、与政府合作开展公共

数据运营以及进行数据加工与保障数据数据安全的企业有着较好的投资机会。 

信创标的有望持续扩展。前期出台的政策文件为信创工程未来几年的推广提供了较好的确定性。

整个信创板块可以分为三类公司，第一类是以 CPU、操作系统、数据库、办公软件为代表的基础

软硬件产品型公司，如金山办公、中国软件等；第二类是 ERP、OA 等通用管理软件企业，如用

友网络、致远互联等；第三类是面向重点行业的管理软件和业务软件厂商，如远光软件、普联软

件等。我们认为，随着行业与央国企信创的启动，信创产品的种类和标的有望持续扩展，建议关

注出现明显边际变化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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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周行业专题：数据要素 

2.1 数据要素是新型生产要素，有望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动力 
数据要素是新型生产要素，显著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效率。传统经济学将资源和劳动作为最基本

的生产要素，传统的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

展，数据对生产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具有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双重属性，首先数据作为劳动对

象，通过采集、加工、存储、流通、分析环节，具备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其次，数据作为劳动工

具，通过融合应用能够提升生产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数据要素显著提升了传统生产要素在生

产中的效率，成为新型生产要素。 

图 1：数据要素理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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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要素市场分为七大模块，市场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数据要素市场是将尚未完全由市场配置的

数据要素转向由市场配置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形成以市场为根本调配机制，实现数据流动的价

值或者数据在流动中产生价值。 

1) 从产业链角度看，数据要素市场分为七大模块：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

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生态保障，覆盖了数据要素从产生到发生作用的全过程。 

2) 数据要素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我国各要素市场规模实现不同程度的增

长，以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加工、数据流通等环节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市场增长尤为迅

速。据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测算数据，2020 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 545 亿元，“十三

五”期间市场规模复合增速超过 30%；“十四五”期间，这一数值将突破 1749亿元，整体

上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图 2：数据要素市场构成  图 3：中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字化成为国家级战略，行业发展面临更多积极因素。从“十二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国

家不断加深对于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强调，2020年 11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的第五篇章专门针对数字化方面进行论述，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

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二十大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由 2008年的 4.8万亿增长到 2021年的 45.5万亿，

2015-2021年CAGR达到 16.1%；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不断提升，2021年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达到 39.8%，较 2015年增长 12.8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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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国家数字化领域规划 

 

数据来源：CBInsight，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万亿元）  图 6：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 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国信通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国信通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字经济涵盖要素、供给、融合与治理四个方面，其中数据要素是重要支撑。四化框架分别对应

着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成为关键生

产要素，包含着数据采集、确权、交易等环节。 

图 7：数字经济“四化框架”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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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新引擎，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数据的爆发增长、海量集聚

蕴藏了巨大的价值，为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数据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是数据供需双方在

数据资源和需求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必然现象，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1) 数据是关键投入要素，对数据资源高效利用将极大地推动创新，加速产业升级； 

2) 数据是数字经济产业链最重要的传输媒介，数字经济运行围绕数据进行，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都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加工，然后传递到下一环节，数据经济的主线就是数据要素价值的不

断挖掘； 

3) 数据对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乘数作用，可以利用数据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创新价值链

流转方式，放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社会各行业中的价值； 

4) 数据与算法、算力的有机融合构成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随着计算机智能水平和算力规模的

不断发展，数据越来越成为驱动数字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 

5)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运行和进一步创新发展的燃料。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有利于为算法

体系发展提供基础训练数据集，也有利于牵引数据处理需求，推动数字经济核心硬件和软件

自主化和赶超发展。 

2.2 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资源-资产-资本三个层面
叠加发挥作用 
数据要素分为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 

1) 政府数据：指政务部门履职过程中获取或制作的数据，可包括个人数据和商业数据，应用于

政府部门管理和公共事业服务需要，一般免费使用或低成本收费。政府数据按照来源可以分

为五类：政府各部门内部管理中所产生的数据、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由政府专门的职能机构采集的社会管理数据、政府通过业务外包或采购方式获得的数据

和从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如公安、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

科技、环境、金融、统计、气象等数据。无论是从数据资源分布特点，还是从数据资源质量

来讲，政府数据是现阶段数量最庞大、价值密度最高、涉足广度最宽的数据资源，其价值远

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垂直领域的数据价值。政府手上有大量高价值数据，开放数据对整

个数据要素市场的繁荣有重要作用，政府可以收集到很多其他市场主体收集不到的核心数据，

其中，国家安全相关数据不开放；公共管理数据免费开放，为全社会提供基础资源；剩余少

数数据则是收费开放。 

图 8：政务数据中台整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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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云计算百科，东方证券研究所 

2) 企业数据：指商业机构运行中获取或生产的数据。企业数据包括交易数据、主数据和分析数

据，其中，交易数据描述企业的经营活动，如产品出入库、财务应收、采购、销售、制造、

收款、付款生成的应付等；主数据描述企业核心业务的主体。主要有客户、产品、地点、供

应商、主体等；分析数据：描述企业的业绩，用于决策支持的数据通常以客户、产品和供应

商为主要维度，反映企业的运营情况，用于支持决策分析。我国企业数据流通方式以“数据

交易所+数据公司”模式为主，具有盈利性、私人性、独立性。以工业领域为例，工业企业

拥有较长的产业链，工业数据的全产业链整合在未来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加显著，同时，

工业场景大量的应用场景会用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如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进行的缺陷识

别等，不同的零件、产品都需要进行单独的标注与训练，会使数据要素的行业属性更加明显。 

图 9：工业生产管理数字化看板样例 

 
数据来源：文谷科技，东方证券研究所 

3) 个人数据：指与个人相关，能够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个人数据包括自然人独有的特征数据

和参与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数据，如个人的姓名、电话、住址、职业、学历、偏好、

习惯、旅游去过的城市、购物的交易记录、上网浏览的页面等数据。个人数据通常保存在政

府和企业手中，按照数据是否加工，可以将数据区分为原生数据和衍生数据，其中，原生数

据是指不依赖于现有数据而产生的数据；衍生数据是指原生数据被记录、存储后，经过算法

加工、计算、聚合而成的系统的、可读取、有使用价值的数据。 

 

数据要素应用不断拓展，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建设。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

术加速向各行业融合渗透，数据赋能、赋值、赋智作用日益凸显，数据要素市场应用场景不断拓

展，应用场景的丰富提供了大量垂直领域的数据需求，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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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业生产领域：数字生产企业可以在产业链条中嵌入所需的各类数字服务，以提高全链条

的生产效率，例如，在产业互联网中加入金融服务链路、智能化采购链路、市场端智能库存

和售后服务链路等。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已达 47.1%，未来数

字化转型加快推进。 

图 10：全国制造企业设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数据来源：工信部，国新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 在服务消费领域：数字服务企业可以嵌入多平台、多场景，例如，金融服务可以嵌入支付平

台、电商平台、租房平台、售车平台、网约车平台等，寻求个性化与大规模相结合的商业模

式。这样数字服务企业才能不断迭代更新。“数据+”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居民消费习

惯加速向线上迁移。2020 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增速明显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未来服务消费数据将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图 11：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3) 其他领域：在公共治理领域，数据要素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

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加快转

型。在货币金融领域，移动支付全面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提速，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精准

性显著提升。在农业农村领域，车间农业、认养农业、云农场等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农

业物联网、病虫害数字化防控、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加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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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的价值分为两个层次：“新资源”、“新资产”。“新资源”和“新资产”，两个层次

既可以单独作用，也可以叠加在一起发挥更大作用。 

1) 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信息技术出现并不断发展以后，数据真正成为了一种新型生产资

料，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实现了新的飞跃。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乘数作用，比如数控机床

的生产效率就比传统机床要高出数量级。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

一起，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成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数据是一种新的“资产”。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数据，比如客户信息、

市场分析、产品设计、生产规程、专利、著作权、管理制度等等， 这些数据都能为企业的后续发

展带来经济利益，因而也就成为了企业重要的数据 “资产”。 

 

风险提示 

数据要素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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