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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峰会召开在即，人民币全球化加速

行情回顾：

本报告期计算机行业表现较差。计算机行业下跌 2.17%，沪深 300指

数上涨 1.83%，计算机行业指数跑输 4.00pct，位于申万一级 31个行业

中的第 29位。

202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计算机行业累计下跌 22.05%，沪深 300指数

累计下跌 21.65%，计算机行业累计跑输 0.40pct。从申万二级细分行业

来看，IT 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设备行业 2022 年累计变化幅度分

别为-12.80%、-22.73%、-30.86%，计算机行业整体表现差。

重点资讯：

◆外交部发表《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

◆三大运营商的业绩说明会

◆工信部：1-10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84214亿元，同比增长 10%

◆2021年中国数字政府 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发布

◆《中国制造业MES市场分析及厂商份额，2021》正式发布

本周观点：

11月 22 日，中国驻杜拜总领事馆发布新闻稿，称首届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峰会将于 12月上旬在沙特召开。12 月 1 日，外交部发布《新时

代的中阿合作报告》，其中提出“中国将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

上，鼓励和支持双方企业扩大和优化相互投资。支持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互设分支和开展多领域业务合作。加强双方央

行间货币合作，商讨扩大跨境本币结算和互换安排”。

中国是阿拉伯国家重要贸易伙伴国，中阿峰会是继上合峰会和 G20峰

会后的又一里程碑大会，两国间的合作有望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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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跨境支付、数币相关金融 IT企业以及

POS机等数币核心硬件供应商的市场信心有望提振，建议投资者长期

关注。

风险提示：

市场波动风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发展

速度低于预期等；相关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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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回顾

1 行情回顾

本报告期计算机行业表现较差。计算机行业下跌 2.1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83%，计算

机行业指数跑输 4.00pct，位于申万一级 31个行业中的第 29位。

202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计算机行业累计下跌 22.05%，沪深 300指数累计下跌 21.65%，

计算机行业累计跑输 0.40pct。从申万二级细分行业来看，IT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设备行业

2022年累计变化幅度分别为-12.80%、-22.73%、-30.86%，计算机行业整体表现差。

图 1：本报告期内申万一级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表 1：本报告期内主要指数表现

行业指数 本报告期内涨幅（%） 最近一年涨幅（%） 2022年涨幅(%)

IT 服务（SW 二级） -1.19 -14.02 -12.80

上证综合指数 1.90 -11.76 -13.29

沪深 300 指数 1.83 -20.09 -21.65

计算机 -2.17 -21.59 -22.05

软件开发（SW 二级） -2.95 -20.80 -22.73

深证成份指数 0.35 -24.16 -24.48

创业板指数 -0.27 -31.38 -28.27

计算机设备（SW二级） -2.05 -30.31 -30.86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本报告期计算机行业个股以下跌为主，市场情绪回落。本报告期内，计算机行业 333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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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成分股中有 90只个股上涨，占比约 27%；241只个股下跌，占比约 72%。

表 2：本报告期内计算机行业个股区间涨跌幅与换手率排行情况

区间涨跌幅前 5 区间涨跌幅后 5 区间换手率前 5

股票名称 涨跌幅（%） 股票名称 涨跌幅（%） 股票名称 换手率（%）

易华录 41.14 *ST 泽达 -52.76 声迅股份 280.14

佳缘科技 22.79 *ST 紫晶 -48.15 榕基软件 271.11

英飞拓 21.27 今天国际 -15.57 南天信息 256.87

山大地纬 20.89 榕基软件 -14.51 竞业达 235.06

卓朗科技 18.51 用友网络 -13.22 汉仪股份 182.40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计算机行业估值已回至均值水平线附近。截至本报告期末，计算机行业 PE为 51.14倍，略

低于历史均值（52.56倍）；PB为 3.21倍，低于历史均值（4.56倍）。

图 2：计算机行业历史 PE水平走势 图 3：计算机行业历史 PB水平走势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2 行业动态

本报告期内，计算机行业共有 45家公司的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减持，减持总市值合计约为

22.22亿元；共有 4家公司的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增持，增持总市值合计约为 3647万元。

表 3：报告期内重要股东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证券简称 股东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人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市值(万元)

东方通 1 1 减持 -1,653.89 -45,531.28

左江科技 2 1 减持 -200.00 -27,660.43

朗新科技 6 6 减持 -960.94 -24,681.89

诚迈科技 8 2 减持 -380.06 -17,369.89

神州数码 4 3 减持 -691.56 -17,0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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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宏图 1 1 减持 -184.88 -15,990.57

天阳科技 2 1 减持 -782.62 -11,411.36

京北方 1 1 减持 -314.83 -9,502.31

每日互动 5 1 减持 -662.00 -7,274.68

荣联科技 3 1 减持 -735.64 -6,525.28

博彦科技 1 1 减持 -557.60 -5,973.52

正元地信 2 2 减持 -1,093.71 -4,995.77

梅安森 3 1 减持 -412.25 -4,618.30

天亿马 1 1 减持 -131.90 -3,637.07

亚康股份 5 4 减持 -112.93 -3,386.45

汉得信息 1 1 减持 -368.17 -3,375.71

首都在线 2 1 减持 -234.63 -2,651.22

海天瑞声 1 1 减持 -26.19 -1,647.14

太极股份 1 1 减持 -50.00 -1,512.61

创意信息 3 2 减持 -111.34 -1,318.52

捷安高科 2 1 减持 -26.89 -676.80

石基信息 1 1 减持 -40.00 -640.99

真视通 1 1 减持 -44.36 -637.57

竞业达 1 1 减持 -12.10 -628.48

中威电子 5 1 减持 -103.30 -574.53

润和软件 1 1 减持 -20.70 -433.47

新晨科技 1 1 减持 -30.00 -430.91

同有科技 4 1 减持 -50.69 -405.93

数码视讯 1 1 减持 -60.00 -324.80

榕基软件 1 1 减持 -29.02 -254.89

安硕信息 3 1 减持 -15.79 -251.19

金证股份 1 1 减持 -20.00 -235.98

迪普科技 2 1 减持 -10.00 -165.05

龙软科技 4 2 减持 -3.25 -130.69

迪威迅 1 1 减持 -15.00 -82.24

中科信息 3 1 减持 -3.20 -64.89

古鳌科技 2 1 减持 -3.50 -40.77

盈建科 2 1 减持 -1.30 -39.36

声迅股份 1 1 减持 -0.99 -36.76

海量数据 1 1 减持 -1.45 -34.87

雄帝科技 1 1 减持 -0.55 -14.41

普元信息 1 1 减持 -0.50 -10.52

直真科技 1 1 减持 -0.20 -4.91

狄耐克 1 1 减持 -0.02 -0.23

信息发展 1 1 减持 -112.22

联迪信息 3 3 增持 2.24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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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 1 1 增持 40.10 998.46

深信服 2 1 增持 10.00 1,105.62

博思软件 1 1 增持 72.95 1,526.88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二、行业资讯

◆外交部发表《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

外交部近日发表《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回顾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友好交往历史，梳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中阿友好交往实践，展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和方向。

《报告》约 1.8万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传承千年的中阿友谊、

新时代的中阿关系、变局交织中继续快速发展的中阿合作、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报告》指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始终是中阿历史交往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后的 70多年间，双方友好合作的广度和深

度都实现历史性跨越，成为南南合作典范。自 2012年以来，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取得新进展、

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迈上新台阶。

《报告》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交织叠加，

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决

心更加坚定，支持彼此捍卫核心利益的行动更加有力，发挥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重要作用。

《报告》指出，中国愿以首届中阿峰会召开为契机，与阿拉伯国家一道弘扬中阿传统友好，

不断充实和深化中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格局，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

体，造福中阿双方人民，带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资料

来源：腾讯新闻）

◆三大运营商的业绩说明会

三大运营商接踵于 11月底召开业绩说明会，会议重点可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重点一：积极拥抱产业数字化

此次业绩说明会中，三大运营商均提及要“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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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收入达人民币 856亿元，同比增长 16.5%；中国移

动 DICT业务收入达 685亿元，同比增长 40%；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业务实现收入 532亿元，

同比增长 29.9%。

这三个指标尽管名称迥异、覆盖范围不同，但无论在数值、增长率抑或是占比上都表示出

惊人的分量。与此同时，中国电信表示，产业数字化业务已成为公司收入第一大增长动力；中

国联通表示近五年，公司产业互联网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 34%，今年前三季度产业互联网为公

司带来超过 70%的增量收入。从这些数据中，足以看出产业数字化已成为推动运营商收入增长

的主要引擎。

对于公司产业数字化的下一步发展，中国电信表示，将继续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全面

推进云改数转战略，加快产业数字化市场拓展；中国移动表示，将推进 CHBN全向发力、融合

发展，全力构建基于 5G+算力网络+智慧中台的“连接+算力+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预计

未来 1-2年产业数字化投资占比将有所提升；中国联通表示将以 5G全连接工厂为着力点，明年

全面启动“5G点亮千座工厂”计划，打造 1000个 5G全连接工厂，致力于成为国家和地方推

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重点二：运营商“三朵云”高歌猛进

当前，云计算在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作用，

已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和枢纽。在业务收入方面，前三季度，天翼云收入持续翻番；

移动云在连续三年三位数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增幅依然达到 103.6%；联通云实现收入

268.7亿元，同比大幅提升 142%。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速度的加快，“上云”已成为企业

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运营商“三朵云”业绩高歌猛进，均取得了收入“翻一番”

的良好业绩。

尽管运营商“三朵云”均提供为政企数字化转型“上云”服务，但三者的优势不尽相同。

其中，天翼云经过 10多年的发展，已掌握弹性计算、分布式数据库等数十项核心技术和专利，

成为云计算原创技术策源地，具备了自主可控、安全可信、开放合作、业内一流的全栈云能力；

而移动云则具有云网一体、云边融合、数智赋能、贴身服务、随心定制、安全可信的差异化优

势；此外，联通云以“安全数智云”为品牌形象，形成了“安全可靠、云网一体、专属定制、

经济实用、多云协同”的特色优势，核心优势可以体现在技术创新、产业赋能、生态共建上。

关于下一步发展和未来预期，天翼云表示其规模效益将逐步显现，中国电信在云计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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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研发投入将促进高利润产品占比提升，带来收入结构得到持续优化，结合持续有效的成

本管控，天翼云业务盈利情况将逐步改善；而联通云则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完成 300亿元左右的

销售收入。

亮点三：瞄准元宇宙、VR、5G新消息等新风口

此次业绩说明会，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均透露出已布局元宇宙。中国移动表示，已提前布

局元宇宙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卡位新的产业层级和关键枢纽，在算力层、能力层和应用层方

面均有详细部署；中国联通则表示 VR产业开辟了消费元宇宙和产业元宇宙两个赛道，尤其是

产业元宇宙是中国联通在 VR领域深耕的重要赛道，已经在产业元宇宙做出了技术储备和战略

部署科技创新。

此外，中国移动还对 To C端的 5G新消息做了阐述。作为短信服务的升级，5G消息是多

终端支持、广客户覆盖、多行业赋能的 5G普适性信息通信服务，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消息

发送渠道，同时也是运营商探索运营新模式、构建消息新生态、打造流量新入口的重大机遇。

上半年，中国移动 5G消息重点加速防疫、校园等特色场景应用落地。在疫情防控方面，累计

发送超 4000万条防疫消息，高效助力疫情防控。下一步，5G消息将继续推进产业协同，加快

引导终端支持，提升用户体验，构建持续健康、开放共赢的合作生态，助力数智化社会的构建。

重点四：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中国电信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为人民币 59.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1.4%，累计引进超过

70多名科技领军人才，建立近百名的首席专家队伍，并与头部高校、科研院所在云网融合、安

全、量子、AI等前沿技术领域开展 30余个项目研究；中国联通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92%，

授权专利数达到 1,366件。在 7月召开的中国联通科技创新大会上，16名院士及 3名行业专家

入选了 16中国联通新一届科技委的特聘专家和顾问；中国移动表示“科技创新”是信息发展的

根本驱动力，也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必要条件，将以“力量大厦”发展战略为指引，进一步

明确“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发展定位，努力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力量。（资

料来源：中国 IDC圈）

◆工信部：1-10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84214亿元，同比增长 10%

1-10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运行态势平稳向好，软件业务

收入增速小幅回升，利润总额增长加快，软件业务出口平稳增长。



行业周报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股票投资评级说明和法律声明
7 /8

总体运行情况：软件业务收入增速小幅回升。1-10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84214亿元，

同比增长 10.0%，增速较前三季度提高 0.2个百分点。软件业务出口平稳增长。1-10 月份，软

件业务出口 427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增速较前三季度回落 0.6个百分点，其中，软件外包

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1%。

分领域运行情况：软件产品收入增速小幅提升。1-10月份，软件产品收入 20737亿元，同

比增长 9.6%，增速较前三季度提高 0.2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24.6%。其中，工业

软件产品收入 1861亿元，同比增长 12.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10 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54583 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与前三季度持平，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4.8%。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

现收入 8234亿元，同比增长 7.7%，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比重为 15.1%；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2286亿元，同比增长 13.0%；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8386亿元，同比增长 16.5%。

信息安全收入增速稳中有落。1-10 月份，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 1549亿元，同比增长

9.7%，增速较前三季度回落 2.7个百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长加快。1-10月份，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7344亿元，同比增长 9.6%，

增速较前三季度提高 1.2个百分点。

分地区运行情况：东部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加快增长，中部地区增势领先。1-10月份，东部

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9464亿元，同比增长 9.4%，增速较前三季度提高 0.2个百分点；中部

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045亿元，同比增长 14.7%，高出全行业整体水平 4.7个百分点；西部

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8831亿元，同比增长 13.0%，高出全行业整体水平 3个百分点；东北地

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874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较前三季度回落 0.2个百分点。四个地区

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 82.5%、4.8%、10.5%和 2.2%。

主要软件大省收入占比小幅提升。1-10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居前 5名的省份中,北京市、广

东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软件收入分别为 17574 亿元、14319亿元、10541 亿元、8433

亿元和 7162亿元，分别增长 8.5%、10.3%、7.0%、17.9%和 10.4%，五省（市）合计软件业务

收入 58029亿元，占全国比重为 68.9%，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0.1个百分点。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稳步增长。1-10月份，全国 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42237亿元，同比增长 8.4%，增速较前三季度提高 0.1个百分点，占全国软件业务收入比重为

50.2%，占比较去年同期回落 0.7个百分点。其中，宁波、武汉、济南、青岛、大连、西安和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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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软件业务收入增速超过全行业整体增速。（资料来源：中国 IDC圈）

◆2021年中国数字政府 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发布

IDC 于近日发布了《中国数字政府 IT 解决方案市场份额，2021》报告。2021年数字政府

IT 解决方案市场规模为 27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3%。

从市场驱动因素来看，一方面，国家电子政务重大工程正持续释出市场空间，包括金审三

期进入项目验收阶段，金税四期、金保三期、智慧检务等工程接连启动建设，相关投资带动应

用层、平台层以及基础设施层的建设；另一方面，2018年机构改革后的业务梳理期基本结束，

应急、医保、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卫健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加速推进。

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尽管垂直行业内的竞争格局较为稳定，但随着信息化过程中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深入应用，以应用软件开发商为主的市场格局正面临来自

其他类型厂商的挑战。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背景公司，新兴技术提供商，云服务商

在不断夯实行业认知，在垂直行业内出现跨界竞争的情况。整体市场竞争格局头部厂商排名为

中国软件、浪潮、航天信息、太极股份、华宇软件、中国系统、东软。（资料来源：IDC中国）

◆《中国制造业MES市场分析及厂商份额，2021》正式发布

IDC于 2022年 11月对外发布了《IDC中国制造业MES市场分析及厂商份额，2021：分化

加速》。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制造执行系统（MES）软件总市场份额达到 38.1亿元人民

币，年增长率为 23.3%，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从竞争格局来看，西门子、SAP、宝信软件在 2021年中国制造执行系统（MES）软件市场

排名前三。鼎捷软件、罗克韦尔、黑湖智造、新核云、中控技术等分列第四到第八。与上半年

相比，SAP、新核云位置有所提升，头部厂商格局整体较为稳定。其他典型供应商包括金蝶、

羚数智能、鑫海智桥、模德宝、能科科技、力控科技、机智互联等都在各自领域有不错的成绩。

2021 年中国 SaaSMES 软件子市场为 5.35 亿元人民币，占MES软件市场的 14%。IDC预

计该市场未来仍将保持高于整体市场的增速。（资料来源：IDC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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