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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计算机行业震荡微涨，结构性分化明显，行业涨幅 0.3%，AI板块仍是最引人

注目的方向，标的和品种则进一步扩散到算力相关的领域。我们依然对板块行业相

对乐观，一是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政策频出将对行业估值带来正

面影响，二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下游需求有望出现较好恢复，板块业绩表现值得

期待。此外，ChatGPT为代表的新技术突破，也给部分公司带来了主题催化。 

⚫ 国企改革将给部分 IT公司带来发展良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收官，阶段性改革成果显著，国企改革进入下一深化阶段。在当前美国对中

国的科技封锁层层加码之际，通过改革发挥国企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作用已刻

不容缓，相关 IT公司有望迎来发展良机。叠加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下央国企估值有望

重塑，央国企入股的科技上市公司值得关注。 

⚫ 数据要素领域政策有望持续推出：去年底“数据二十条”发布后，各个部委将围绕

顶层文件中所明确的原则与方向进行一系列具体细则与措施的制定，我们预计 2023

年数据要素领域政策将密集发布，从而帮助行业实现从 0到 1的突破。大的市场空

间、较长的产业链条、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都将使得相关主线的持续性值得期待。

我们继续推荐数据资源持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以及相关技术服务提供商。 

⚫ 行业信创有望迎来逐步落地：伴随着各家央国企 2023年“两会”的召开以及新的一

年工作计划、预算的制定，我们认为，行业与央国企信创有望迎来试点落地与招投

标启动。我们认为，基础软硬件企业将有较大的业绩弹性，而 ERP、OA等管理软

件企业有望通过试点、订单的落地，让市场对需求体量和份额有更清晰的预期。相

对而言，我们更加看好行业信创中的管理和业务软件商，并建议投资者关注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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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企改革领域：建议关注太极股份(002368，未评级)、南威软件(603636，未评
级)、电科数字(600850，未评级) 

⚫ 数据要素领域：建议关注上海钢联(300226，未评级)、航天宏图(688066，买入)、
云赛智联(600602，未评级)、深桑达 A(000032，未评级)、每日互动(300766，未评
级 )、星环科技 -U(688031，未评级 )、中远海科 (002401，未评级 )、三维天地
(301159，未评级)、安恒信息(688023，增持)、新点软件(688232，未评级)、易华
录(300212，未评级)、东方国信(300166，未评级)、奇安信-U(688561，未评级)。 

⚫ AI 领域：建议关注算法领域的科大讯飞(002230，买入)、三六零(601360，未评
级)，企业级应用领域的致远互联(688369，未评级)、ST泛微(603039，未评级)，以
及算力领域的浪潮信息(000977，未评级)、中科曙光(603019，买入)、海光信息
(688041，买入)； 

⚫ 信创与国产化领域：推荐远光软件(002063，买入)，建议关注普联软件(300996，未
评级 )、中国软件 (600536，未评级 )、彩讯股份 (300634，未评级 )、神州数码
(000034，未评级)。 

⚫ 产业数字化和工业软件领域：看好国联股份(603613，买入)、瑞纳智能(301129，买
入 )、赛意信息 (300687，买入 )、和达科技 (688296，买入 )，建议关注广联达
(002410，未评级)、容知日新(688768，未评级)。 

风险提示 
国企改革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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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业观点 

上周计算机行业震荡微涨，结构性分化明显，行业涨幅0.3%，AI板块依然是最引人注目的方向，

标的和品种则进一步扩散到算力相关的领域。我们依然对板块行业相对乐观，一方面是国家对数

字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政策频出将对行业估值带来正面影响，第二，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下游需求有望出现较好恢复，板块业绩表现值得期待。此外，ChatGPT 为代表的新技术突破，也

给部分公司带来了主题催化。 

国企改革将给部分 IT公司带来发展良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

阶段性改革成果显著，国企改革进入下一深化阶段。在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层层加码之际，

通过改革发挥国企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作用已刻不容缓，相关 IT公司有望迎来发展良机。叠

加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下央国企估值有望重塑，央国企入股的科技上市公司值得关注。 

数据要素领域政策有望持续推出。去年底“数据二十条”发布后，各个部委将围绕顶层文件中所

明确的原则与方向进行一系列具体细则与措施的制定，我们预计2023年数据要素领域政策将密集

发布，从而帮助行业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大的市场空间、较长的产业链条、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都将使得相关主线的持续性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推荐数据资源持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以

及相关技术服务提供商。 

行业信创有望迎来逐步落地。伴随着各家央国企2023年“两会”的召开以及新的一年工作计划、

预算的制定，我们认为，行业与央国企信创有望迎来试点落地与招投标启动。我们认为，基础软

硬件企业将有较大的业绩弹性，而 ERP、OA 等管理软件企业有望通过试点、订单的落地，让市

场对需求体量和份额有更清晰的预期。相对而言，我们更加看好行业信创中的管理和业务软件商，

并建议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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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深化，发展安全并举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是推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

举措。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

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对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

质量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 年-1992 年）：放权让利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国有资产运营方式先后经历扩

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实行拨改贷、两步利改税、推行承包制、进行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 

第二阶段（1992 年-2002 年）：创新制度建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

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改

革措施包括：推进股份制改革与国有企业上市，打造国有资本流动机制；实施“抓大放小”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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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加大兼并

重组力度，调整和优化国有资产布局。 

第三阶段（2002 年-2012 年）：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规范国有资产监管。2003 年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和部门职能分工上实现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与

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确立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

“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以管资本为主全面统筹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国企

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以及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指导意见》颁布，此后与《指导意见》相配套的一系列文件已经印发，形成了国企改革的“1+N”

文件和政策体系，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框架。 

图 1：我国国企改革的四大阶段 

 

数据来源：《经济参考报》，东方证券研究所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收官，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央深改委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三年来国企改革进一

步深化，瘦身健体有序推进，全国范围纳入名单的“僵尸企业”处置率超过 95%。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目前已有 1.3万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 2.5万户地方各级国有企业子企

业建立了董事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在各级国有企业全面推开，覆盖全国超 8 万户

企业共 22万人。 

图 2：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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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资委、新华社，东方证券研究所 

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国家科技自立迫在眉睫，央国企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作用越发突出。美国意

图全面掐断我国自主开发生产先进性能芯片以及超级计算机的道路，从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对我国

实行封锁，在先进性能芯片与超级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的各个环节设置障碍，科技自立已迫在眉

睫。当前中国信创产业趋向集团化，目前形成“三大四小”的发展格局。“三大”指的是中国电

子、中国电科和华为，“四小”指的是航天系、中科系、浪潮股份和紫光集团。其中，中国电子

和中国电科作为信创产业国家队，在信创产业链布局较早，通过投资、控股等方式，已逐渐形成

完善的信创产业链条，助力信创产业从党政加速向金融、电信、能源等重点行业推进。 

中国电子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是兼

具计算机 CPU和操作系统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中国电子成立于 1989年 5月，是中国最大

的综合性国有 IT企业集团，已成功突破高端通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构建了兼容移

动生态、与国际主流架构比肩的安全先进绿色的“PKS”自主计算体系（飞腾 Phytium CPU+麒

麟 Kylin操作系统+安全 Security能力），打造了从基础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整机、应用系

统到信息安全的自主安全产业链。在“PKS”体系中，中国电子创造性地在全球率先把可信计算

技术深度融入 CPU、操作系统和内存的内核中，实现了 CPU、操作系统、内存三位一体的内生

安全。 

图 3：“PKS”计算体系 

 

数据来源：南方软件园，东方证券研究所 



 
 
 

计算机行业行业周报 —— 板块有望保持较高热度，建议关注国企改革、数据要素与AI等领域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7 

中国旗下上市公司均位列细分行业领域前茅。中国电子旗下拥有 27 家二级企业、17 家上市公司。

同时还参股多个信创产业上市公司，如奇安信等。在信创领域，中国电子已形成了从基础芯片、

操作系统、数据库、整机、应用系统到信息安全的完善产业链。 

表 1：中国电子旗下上市公司（22Q3） 

 代码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身份 公司主营业务 

688439.SH 振华风光 43.04%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专注于高可靠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及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信号链及电源管理器等系列产品，建有完整的模拟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平台和系统封装设计平台。 

0085.HK 中电华大科技 59.42%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开发、销售以及提供先进解决方

案。产品主要应用在智能卡、射频识别以及无线通信领域，

具备研发设计和应用开发优势。 

000066.SZ 中国长城 40.73% 实际控制人 

公司核心业务覆盖自主可控关键基础设施及解决方案、军工

电子、重要行业信息化等领域，从芯片、整机、操作系统、

中间件、数据库、安全产品到应用系统等计算机信息技术各

方面完全自主可控。 

000021.SZ 深科技 34.51%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为提供数据存储、半导体封测、医疗器械、汽车电子、

消费电子、商业与工业、新型智能产品等领域产品的制造服

务以及智能计量智能终端与工业物联网系统的研发生产服

务。 

0798.HK 中电光谷 33.67% 第一大股东 公司主营园区运营、园区开发和产业投资业务。 

000733.SZ 振华科技 32.73%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涉

及基础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子功能材料等门类。 

600707.SH 彩虹股份 21.06% 第二大股东 
公司主要业务为液晶基板玻璃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全球

唯一的“面板+基板”上下游产业联动企业。 

0438.HK 彩虹新能源 30.15%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00536.SH 中国软件 29.47% 实际控制人 

公司打造了完整的从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安全产品

到应用系统的产品链条，着力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 

688707.SH 振华新材 34.81%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专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成功研发并

形成一系列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2878.HK 晶门半导体 28.31% 实际控制人 
集团为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专门设计、开发、销售专有集

成电路芯片及系统解决方案。 

600775.SH 南京熊猫 29.98% 实际控制人 公司以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和电子制造服务为主业。  

600171.SH 上海贝岭 25.02% 实际控制人 
公司集成电路产品业务包括智能计量及 SOC、电源管理、通

用模拟、非挥发存储器、高速高精度 ADC等五大产品领域。 

000727.SZ 冠捷科技 28.13%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显示器、电视及影音产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与服务。 

301269.SZ 华大九天 34.06% 第一大股东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模拟电路设计全流程 EDA工具系统、数字

电路设计 EDA工具、平板显示电路设计全流程 EDA工具系

统和晶圆制造 EDA工具等 EDA工具软件，并围绕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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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开发服务。 

000032.SZ 深桑达 A 50.15%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经营以电子整机产品、新兴电子元器件等电子高新

技术产品为主导，兼及房地产、商贸等多个领域。 

688008.SH 澜起科技 12.92% 第一大股东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提提供以芯片为

基础的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内存接口，津逮服务器

CPU以及混合安全内存模组。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我国军工电子主力军、网信

事业国家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02年 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电科在原信息产业部直属

46家电子类科研院所及 26户企业基础上组建成立。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科技创新战略力量，中国

电科全力推动关键技术突破，着力解决产业链痛点，打造了包括元器件、IC设计、功能材料、制

造装备、工艺流程、芯片、基础软硬件、云产品、系统等在内的“炼沙成芯，从芯到云”信创全

生态链。 

图 4：中国电科信创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旗下上市公司均背靠子集团或科研院所，研发实力强。中国电科旗下拥有 16家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定位清晰，覆盖集团四大业务板块，均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同时中国电科还参股多家信创

产业公司，进一步拓展完善集团在信创产业布局。 

表 2：中国电科旗下上市公司（22Q3） 

代码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身份 公司主营业务 

002415.SZ  海康威视 40.46% 实际控制人 
公司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视频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

内容服务，聚焦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服务和智慧业务。 

002368.SZ  太极股份 38.84%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党政、国防、公共安全、能源等行业提

供安全信息系统建设和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服务，涵盖信

息基础设施、业务应用、云和大数据服务、网络信息安全等

综合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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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44.SZ  普天科技 36.37%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业务集中在公网通信、专网通信、智慧应用、智能制造

四大业务群。 

600850.SH  电科数字 37.88%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增值销售、专业服务、解决方案及创新

业务领域，在政府、教育、金融、电信、制造、能源及交通

等行业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 

600562.SH  国睿科技 65.78%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营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轨道交通系统、微波器件、

特种电源等业务。 

002268.SZ  卫士通 36.02%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专注网络信息安全，致力打造从芯片到系统的全生命周

期安全解决方案，为党政军用户、企业级用户和消费者提供

专业自主的网络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 

600990.SH  四创电子 35.52% 实际控制人 

公司重点聚焦气象雷达、空管雷达、低空监视雷达、特种车

辆改装、印制电路板、电源、微波器件、安防信息系统、应

急人防、粮食信息系统等核心业务。 

002935.SZ  天奥电子 43.30%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时间频率、北斗卫星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卫星导航、军民用通信

及国防装备等领域。 

600071.SH  凤凰光学 49.30%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光学镜片、光学镜头、光电模组、电池、科学

仪器等五大业务板块，具有数码相机、安防、机器视觉、车

载等各行业丰富的光学/机构设计经验。 

600877.SH  声光电科 37.93%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营硅基模拟半导体芯片、模拟集成电路及其应用行

业。 

003031.SZ  中瓷电子 55.65%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陶瓷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广泛应

用于光通信、无线通信、工业激光、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

领域。 

600776.SH  东方通信 43.44% 实际控制人 

公司是一家集通信和金融电子网络于一体的行业应用整体解

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企业网和信息安全、智能自助设备和信

息通信技术业务。 

200468.SZ  宁通信 B 53.49%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营业务为信息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形成了

配线产业、布线产业、视频会议产业、网络和系统集成产业

多元化的经营格局。 

1202.HK  四威科技 60.00% 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线缆专用材料、辐

照加工、电缆附件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销售和服务。 

002017.SZ 东信和平 44.21%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业务覆盖移动通信、金融服务、政府公共事业的智能卡

产品及服务，以及消费电子、工业物联、车联网等多领域的

数字身份安全解决方案和垂直行业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688375.SH 国博电子 61.62% 实际控制人 
公司主要从事有源相控阵 T/R 组件和射频集成电路相关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覆盖军用与民用领域。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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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国企改革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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