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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事件一：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据财联社 3月 7日报道，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的议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强化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统筹、综合协

调、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保留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学研结合、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监

督评价体系建设、科研诚信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科技评奖等相关职责，仍作为

国务院组成部门。

事件二：组建国家数据局。据财联社 3月 7日报道，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

议案，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

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承担的研究拟订数字中国建设方案、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协调促进智慧

城市建设、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责，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的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职责划入国家数据局。

点评：

电子：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集成电路国产替代进程。最新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完善新型举国体

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制造业重点产

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而此次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等职能，也体现出我国政策对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的大力支持。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

场，但目前自给率较低，根据IC Insights发表报告指出，2021年我国IC实际自给率仅16.7%，绝大部

分依赖进口，旺盛的下游需求与较低的自主供给率之间形成较大缺口，国产替代迫在眉睫；在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围绕集成电路、高端元器件等领域的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建议关注半导体设备与材

料、高端被动元器件等环节相关个股，如北方华创、江丰电子、三环集团、洁美科技等；

数字中国建设拉动服务器等硬件基础设施发展。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与数字中国的建设，凸显出国家对

于算力的重视程度，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势在必行，利好以CPU、PCB、存储、Chiplet为代表的服务器

供应链，建议关注兆易创新、胜宏科技、兴森科技等相关企业。

计算机：数据要素市场有望快速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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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据局。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

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国家数据局的组建

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对于数据要素的重视程度，结合上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对于数据要

素未来的发展规划，我们认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有望进一步加快。据国家工信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预

计，到2025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749亿元，2020-2025年复合增速高达26.26%。建议

关注两条主线，一是数据要素持有方、相关服务提供方，如人民网、奇安信、启明星辰、易华录、上

海钢联、卓创资讯等；二是参股数据交易所的相关公司，如广电运通、安恒信息等。

通信：通信新基建为底，5G与数字经济交汇实现赋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社会生产生活。通信新基建对于数字中

国建设而言具备三大重要意义，一是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是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的重要环节；

二是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稳步推进，对于基础网络设施建设需求将进一步提升；三是推动通信新基建

建设，是做优做好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的重要手段。

具体而言，仍需加快5G网络与千兆光网协同建设，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推进移动物联网全

面发展，大力推进北斗规模应用。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

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并构建国家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各级数据统筹管理机构。推动公共数据汇

聚利用。

当前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成为支撑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60

万亿元。我国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的发展目标。5G是实现数智赋能，点亮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通信技术。以连接+算力+能力为总体框架，丰富5G应用发展，能够持续挖掘信息能量融合创新的丰

富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加快推动国民经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向数智化转型。

基于现状而言，我国5G移动手机用户已超过5.75亿户，5G基站数量超过231.2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

已部署超1万个。2023年将新建开通5G基站60万个，总数将超过290万个。应用层发展亦在不断深入，

5G+实体产业案例正不断被拓展丰富，云边协同的各行业解决方案正不断落地；供需推动物联网连接

规模和应用持续增长，轻量化的5G小基站积极实现小区部署，搭载RedCap终端应用商用芯片及模组发

布。随着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不断支持、频谱资源分布相关规定日益完善、5G与数字经济交汇有望不断

拓展应用外延，实现提效增速，赋能经济发展。建议关注有望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个股，如中

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兴通讯、中际创旭、长飞光纤、亨通光电、移远通信等。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技术推进不及预期；国产替代进程不如预期；行业竞争加剧等。



3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减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股票不在常规研究覆盖范围之内

行业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标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说明：本评级体系的“市场指数”，A股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参照标的为三板成指。

证券研究报告风险等级及适当性匹配关系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主板股票及基金、可转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市场策略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含退市整理期）等板块的股票、基金、可转债等

方面的研究报告，港股股票、基金研究报告以及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投资者与证券研究报告的适当性匹配关系：“保守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低风险”级别的研报，“谨慎型”投

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低风险”的研报，“稳健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风险”的研

报，“积极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高风险”的研报，“激进型”投资者适合使用我司各类风险级

别的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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