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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 周观点： 

3 月 5 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国防费预算约为 1.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回顾 2020-

2022 年，国防预算增速分别为 6.6%、6.8%、7.1%，从绝对值来看，

国防预算分别为 1.27、1.38、1.48 万亿元。近些年，尽管我国经济增

长速度有所波动，但是国防预算稳中有升的基本盘没有改变。 

 

其次，我国的强军思路正在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移。世界范围内最近

几次战争来看，在电子对抗环境下，如果没有指挥、控制、通信、计

算机、情报和监视与侦察等系统的加持，国之重器无法发挥其真正的

威力，相反信息化手段对于作战效能有质的提升，因此国防预算有望

向信息化方向落实到实处，通信目前是制约许多作战设想落地的瓶

颈，亟待解决。 

 

再次，卫星应用在此次俄乌战争中得到催熟，前景不容忽视。目前，

军事领域对于卫星导航、遥感和通信的需求都比较迫切但侧重点各有

不同：1）导航领域，北三已经完成组网，但终端发展落后于卫星本

身，预计北三终端将会成为需求重点；2）遥感领域，超低轨、高重访

的遥感卫星星座以及基于全天候、强穿透载荷能力所产生的遥感应用

将会成为新发力点；3）通信领域，在轨道和频率资源稀缺情况下，海

外星链给到我国压力，国家星网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低轨卫星星座或

将加速，卫星制造成本和火箭发射能力是当下堵点也是机遇点。  

 

最后，卫星通信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仅是“开胃小菜”，低轨卫星互联

网才是真正的星辰大海。星地一体化、手机/汽车直连卫星是 6G 核心

课题，地面网络覆盖能力有限、发展天花板可见，通信作为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核心组成部分想要有大的发展唯有向空间里寻求突破。但

是，6G 的推进，需要在算法、芯片、天线、终端设计等多个领域实现

关键技术的研究突破，目前处于标准推进、技术预研和储备阶段，6G

技术有望在 2030 年左右实现商用。 

 

⚫ 投资建议 

1）持续关注运营商。运营商云计算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政企业务继续

拉动基本面维持向好。估值逻辑由修复将转向重塑，云计算板块 PS 估

值、数据要素入表提升资产质量和价值、东数西算算力网络逐渐落地

运营商为 AI 算力主要供给方。长期来看，三大运营商估值有望进一步

提升，建议关注中国联通（港股）、中国电信（A 股）、中国移动（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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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消费复苏主线之智能控制器、物联网模组。目前全球家电厂商

已进入本轮库存周期末期，并将在上半年陆续补充库存，随着国内消

费政策刺激、地产修复以及海外通胀缓解，市场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看

到需求的向好。智能控制器厂商将受益于消费复苏的贝塔以及布局汽

车电子+储能新能源等阿尔法，或迎来双击行情，建议关注标的为拓邦

股份、麦格米特、和而泰、振邦智能等。 

 

3）关注军工信息化。进入十四五第三年，军工信息化渗透率有望加

速，整个行业维持较高景气度。推荐上海瀚讯、盛路通信；卫星领

域，推荐航天宏图、华测导航，其中，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议重点关注

信科移动，公司承担参与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多项 6G 课题，在持续

开展 5G/6G 星地融合通信技术的研究与验证，由于公司目前尚未盈

利，存在一定预期差。 

 

⚫ 风险提示 

国  国防信息化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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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观点：国防预算稳中有升，军工信息化注入

强心剂 

3 月 5 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国

防费预算约为 1.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回顾 2020-2022 年，国防预算增速分

别为 6.6%、6.8%、7.1%，从绝对值来看，国防预算分别为 1.27、1.38、1.48 万亿

元。近些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波动，但是国防预算稳中有升的基本盘没

有改变。 

 

其次，我国的强军思路正在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移。世界范围内最近几次战争

来看，在电子对抗环境下，如果没有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和监视与侦察

等系统的加持，国之重器无法发挥其真正的威力，相反信息化手段对于作战效能有

质的提升，因此国防预算有望向信息化方向落实到实处，通信目前是制约许多作战

设想落地的瓶颈，亟待解决。 

 

再次，卫星应用在此次俄乌战争中得到催熟，前景不容忽视。目前，军事领域

对于卫星导航、遥感和通信的需求都比较迫切但侧重点各有不同：1）导航领域，北

三已经完成组网，但终端发展落后于卫星本身，预计北三终端将会成为需求重点；

2）遥感领域，超低轨、高重访的遥感卫星星座以及基于全天候、强穿透载荷能力所

产生的遥感应用将会成为新发力点；3）通信领域，在轨道和频率资源稀缺情况下，

海外星链给到我国压力，国家星网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低轨卫星星座或将加速，卫

星制造成本和火箭发射能力是当下堵点也是机遇点。  

 

最后，卫星通信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仅是“开胃小菜”，低轨卫星互联网才是真

正的星辰大海。星地一体化、手机/汽车直连卫星是 6G 核心课题，地面网络覆盖能

力有限、发展天花板可见，通信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核心组成部分想要有大的发

展唯有向空间里寻求突破。但是，6G 的推进，需要在算法、芯片、天线、终端设计

等多个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的研究突破，目前处于标准推进、技术预研和储备阶段，

6G 技术有望在 2030 年左右实现商用。 

 

投资建议： 

1）持续关注运营商。运营商云计算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政企业务继续拉动基本

面维持向好。估值逻辑由修复将转向重塑，云计算板块 PS 估值、数据要素入表提升

资产质量和价值、东数西算算力网络逐渐落地运营商为 AI 算力主要供给方。长期来

看，三大运营商估值有望进一步提升，建议关注中国联通（港股）、中国电信（A 股）、

中国移动（A 股）。 

 

2）关注消费复苏主线之智能控制器、物联网模组。目前全球家电厂商已进入本

轮库存周期末期，并将在上半年陆续补充库存，随着国内消费政策刺激、地产修复

以及海外通胀缓解，市场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看到需求的向好。智能控制器厂商将受

益于消费复苏的贝塔以及布局汽车电子+储能新能源等阿尔法，或迎来双击行情，建

议关注标的为拓邦股份、麦格米特、和而泰、振邦智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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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注军工信息化。进入十四五第三年，军工信息化渗透率有望加速，整个行

业维持较高景气度。推荐上海瀚讯、盛路通信；卫星领域，推荐航天宏图、华测导

航，其中，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议重点关注信科移动，公司承担参与了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中多项 6G 课题，在持续开展 5G/6G 星地融合通信技术的研究与验证，由于公

司目前尚未盈利，存在一定预期差。 

 

 

 

 

 

 

 

 

 

 

 

 

2 市场行情回顾 

2.1行业板块表现 

上周，通信（申万）指数上涨 6.64%，跑赢沪深 300 指数 4.93pct，在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表现排名第 1。板块行业指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光模块，涨幅为

8.28%，表现最差的是射频天线和芯片，涨幅分别为 1.57%和 2.26%；板块概念指

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工业互联网，涨幅为 3.93%，表现最差的是智能电网和手机

产业，涨幅分别为-0.16%和 0.51%。  

 

图表 1 上周板块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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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上周通信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表现第 1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3 上周 Wind 通信行业板块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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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上周 Wind 通信行业概念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表现 

从个股表现看，上周涨幅前五分别是华脉科技、太辰光、剑桥科技、震有科技、

浩瀚深度；盟升电子、长盈通、中瓷电子、意华股份、路畅科技等表现较差。 

从今年以来表现来看，表现最好的是剑桥科技、浩瀚深度、华脉科技、联特科

技、灿勤科技；阿莱德、意华股份、盟升电子、科信技术、鼎通科技等表现较差。 

图表 5 截至上周通信个股表现情况 

周表现最好前十 周表现最差前十 今年以来表现最好前十 今年以来表现最差前十 

华脉科技 61.00% 盟升电子 -8.39% 剑桥科技 103.74% 阿莱德 -18.60% 

太辰光 27.25% 长盈通 -7.96% 浩瀚深度 100.00% 意华股份 -13.54% 

剑桥科技 26.73% 中瓷电子 -7.23% 华脉科技 89.97% 盟升电子 -9.11% 

震有科技 23.26% 意华股份 -7.16% 联特科技 70.63% 科信技术 -5.89% 

浩瀚深度 18.21% 路畅科技 -5.24% 灿勤科技 60.28% 鼎通科技 -1.42% 

中国联通 17.64% 坤恒顺维 -4.58% 天孚通信 60.04% 中天科技 -0.68% 

中通国脉 17.28% 威胜信息 -3.74% 太辰光 53.39% 创远信科 -0.19% 

博创科技 16.99% 春兴精工 -3.23% 中国电信 52.27% 中瓷电子 0.52% 

国脉科技 15.49% 润建股份 -3.05% 博创科技 51.27% 云里物里 2.03% 

中国电信 15.37% 天孚通信 -2.73% 通宇通讯 47.08% 广脉科技 3.15%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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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要闻  

1）IDC：2022 年中国瘦客户机市场出货量 157.4 万台，同比下降 3.3% 

IDC 统计，2022 年中国瘦客户机市场出货量 157.4 万台，同比下降 3.3%。应用

VDI 解决方案的云终端出货量为 164.6 万台，同比下降 6.2%。IDC 预计，至 2027 年，

中国瘦客户机市场规模将超过 216 万台，五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6.1%；应用 VDI 解

决方案的桌面云终端市场规模将突破 221 万台，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7%。（来源：

IDC） 

2） 高通:计划利用 Snapdragon Spaces 拓展下一代计算 

高通与七家全球领先运营商宣布计划利用 Snapdragon Spaces 拓展下一代计算，

多家 OEM 厂商推出了搭载骁龙技术和开发者平台的全新终端，扩展当前的 XR 硬件

产品。（来源：高通） 

3）华为：正式发布全球首个双栈容器解决方案 

华为云核心网产品线总裁刘康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个双栈容器解决方案，以一套架

构同时支持虚拟机和容器，在云原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电信级、全融合网络能力，

全面迈向 5.5G 时代。（来源：华为） 

4）Canalys：2022 年第四季度全球个人智能音频设备出货量下降 26% 

据 Canalys 统计，2022 年第四季度，全球个人智能音频设备出货量下降 26%，

跌至 1.1 亿部。出货量位居首位的苹果出现了 30%的下滑，三星位居第二，但其出货

量下降了 24%（来源：Canalys） 

5）Dell'Oro：2022 年 Massive MIMO 市场增长放缓，但未来仍有更大上行空间 

2022年Massive MIMO市场增长放缓，但未来仍有更大上行空间。Massive MIMO

投资预计将保持高位，但全球增长预计将会放缓，预测到 2024 年 Massive MIMO 收

入相较于 2021 年将增长近 20%。（来源：Dell'Oro Group） 

6）Canalys：2023 年五大主要科技行业发展趋势 

Canalys 公布了 2023 年五大主要科技行业发展趋势，包括：5G 个人电脑和平板

电脑的出货量将增长 25%；60%的智能手机出货将来自 5G 手机；笔记本电脑出货量

中将有 15%使用 ARM 架构；亚洲将迈入“印度十年”；消费者将推动车企走向循环

经济。（来源：Canalys） 

7） IDC：2022 年全球网络安全总投资规模为 1955.1 亿美元 

2022 年全球网络安全总投资规模为 1955.1 亿美元，有望在 2026 年增至 2979.1

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1.9%。中国的网络安全市场仍将保持着高速增长，到

2026 年支出规模预计接近 288.6 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8.8%，增速位列

全球第一。（来源：IDC） 

8）Strategy Analytics：2023 年到 2027 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基数将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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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23 年到 2027 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基数将增长 11%。全球智能手机

渗透率将保持上升趋势，短期来看，该增长是由疫情居家办公 / 学习的需求推动。长

远来看增长是由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推动。（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9）IDC：2022 年中国 AR/VR 头显出货 120.6 万台 

2022 年中国 AR/VR 头显出货 120.6 万台，其中 AR 出货 10.3 万台，VR 出货

110.3 万台。其中 VR 一体机出货 101.4 万台，自问世以来首次在中国突破年出货量

100 万台大关；Tethered VR 出货 8.9 万台。到 2022 年第四季度 500 美金以下的 AR

产品出货占比已接近 90%。（来源：IDC） 

10）GSMA：成功牵头 5G 轻量化终端测试标准项目  

GSMA 发布《2023 全球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截至 2022 年底，全球独立移动用

户数为 54 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 44 亿。2022 年，移动技术和服务创造了全

球 GDP 的 5%，贡献了 5.2 万亿美元的经济附加值。今年全球的 5G 采用率将达到

17%，到 2030 年将上升到 54%。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全球独立移动用户数将增

至 63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到 55 亿。（来源：GSMA） 

11）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全球 Micro-LED 专利超 4 万件 

《2023Micro-LED 产业技术洞察白皮书》报告，全球 Micro-LED 专利超 4 万件，

从 2017 年开始，Micro-LED 技术研发活跃度明显上升，目前正处于爆发式增长期。

根据 Omdia 数据显示，受智能手表和高端电视市场需求影响，全球 Micro-LED 显示

器的出货量将从 2020 年的低水平飙升至 1600 多万片，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来源：

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12）美国商务部：芯片法案规定补贴细则 

根据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商务部发放了 390 亿美元的激励措施，旨在

补贴美国半导体工厂建设。该法案还计划将超过 130 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劳动力投资，

并为建造估计价值 240 亿美元的芯片工厂提供 25%的投资税收抵免优惠。（来源：台

美国商务部） 

 

 

4 重点公司公告 

1）德科立：实现营业收入 7.14 亿元，归母净利润 1.02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4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31%；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4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6.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53%。 

2）映翰通：实现营业收入 3.87 亿万元，归母净利润 6,996.46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7 亿万元，同比下降 13.85%；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6,996.46 万元，同比下降 33.3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6,192.62 万元，同比下降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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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旺通信：实现营业总收入 3.36 亿万元，归母净利润 9,631.63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36 亿万元，同比增长 32.30%；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31.63 万元，同比增长 59.4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33.13 万元，同比增长 67.52%。 

4）国盾量子：实现营业收入 1.35 亿元，归母净利润-8006.42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 亿元，同比减少 24.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8006.42 万元，同比减少-115.6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6 亿元，同比减少-60.94%。 

5）信科移动：实现营业总收入 69.12 亿元，归母净利润-6.69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9.12 亿元，同比增长 22.00%；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6.69 亿元，同比减亏 5.14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19 亿万元，同比减亏 5.07 亿元。 

6）中际旭创：实现营业收入 96.42 亿万元，归母净利润 12.36 亿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96.42 亿万元，与 2021 年度

相比增加 25.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6 亿万元，与 2021 年度

相比增加 40.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0 亿

元，与 2021 年度相比增加 44.32%。 

7）盟升电子：实现营业总收入 4.72 亿元，归母净利润 2,700.14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7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0.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9.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9.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0.76%。 

8）路畅科技：归母净利润 328.32 万元，同比减少 37.3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32 万元，同比减少 

37.3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6.92 万元，同比减

少 25.08%。 

9）震有科技：归母净利润 2.1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24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1.09 亿元。 

10）亿联网络：实现营业收入 48.29 亿元，归母净利润 21.84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29 亿元，同比增长 31.08%；实现利润总额 23.85

亿元，同比增长 34.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4亿元，同比增长 35.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64 亿元，同比增长 44.52%；

基本每股收益为 2.4258 元，同比上升 34.8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8%，上

升 2.7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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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九联科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1.86%股份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3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50 元/股，最低价为 6.68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650,064.33 元。 

12）奥维通信：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拟与上海熵熠在淮南市田家庵区组建合资公司，投资建设 5GW 高效异质结

（HJT）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公司拟投入现金人民币 2.1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金的 51%；上海熵熠拟以技术及知识产权投入计人民币 2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金的 49%。 

 

5 运营商集采招标统计 

1）广东移动 2023 年全光 WIFI（FTTR）第一批终端公开集采：华为、中兴、兆

能、锐捷四家中标。 

公示了 2023 年全光 WIFI（FTTR）第一批终端公开集采结果，华为、中兴、兆

能、锐捷四家中标，华为份额最多。采购的产品包括：XGPON PTMP、GPON PTMP

和 GPON PTP，采购总预算为 1.53 亿元（不含税）。 

2）联通互联网公司启动 ITO 业务外包服务采购：总预算 5000 万元。 

联通（吉林）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业务外包服务项目，本次采购内容涉及包含信

息技术外包服务，ITO 运营业务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用户的网络系统、安全系统、

云平台、数据库、中间件及业务系统等软件运维及维保工作；负责安全设备、网络设

备、小型机、PC 服务器及各类专用设备的硬件维护及维保工作；负责网络系统建设、

云平台建设、安全系统建设及其他相关 ICT 业务交付等。项目预算为 5000 万元（不

含税）。 

3）中国联通智网中心启动宽带接入网综合分析及任务调研集采：总预算 1445 万

元。 

中国联通智网创新中心日前发布公告称，启动 2022 年宽带接入网综合分析及任

务调度能力研发项目公开招标，本次集采项目总预算为 1445 万元（不含税）。 

4）长飞中标浙江移动 G655 光缆采购，报价超 584 万元。 

浙江移动 2023-2024 年干线及本地网骨干层维护用 G655 光缆采购项目的中标

结果，长飞中标，报价 584.23 万元。 

5）中国移动启动多模万兆软跳纤产品集采，总预算 681.92 万元。 

中国移动发布公告称，启动 2023-2024 年（一年期） 多模万兆软跳纤产品公开

招标，预计本次采购需求满足期为 1 年。本期集中采购产品为多模万兆软跳纤产品，

预估采购规模约 8,208,921 米。项目最高总预算 681.92 万元（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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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国防信息化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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