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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蒙生态加速发展  

 
➢ 迈入万物互联时代 

根据工信部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2022年 8月，我国蜂窝物联网终端

用户数首次超出移动电话用户数。而据 Counterpoint 预计，到 2030 年，

全球移动物联网装机量超过 60 亿，年均复合增速达 10.8％，物联网市场

前景广阔。万物互联场景带来了跨设备协作、分布式开发等挑战，推进物

联网发展需要专业操作系统支持。 

➢ 鸿蒙面向万物互联需求 

华为鸿蒙 HarmonyOS 系统是面向万物互联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提出

了基于同一套系统能力、适配多种终端形态的分布式理念，“1+8+N”全场

景战略。HarmonyOS整体遵从分层设计，支持根据实际需求裁剪某些非必要

的子系统或功能/模块，具备能力部件化、高内聚、低耦合、水平动态扩展

等特点。2023年 8月 4日，HarmonyOS 4正式发布，具备元服务、分布式

万物互联、大智慧、更安全、更个性等特点。 

➢ 鸿蒙生态加速发展 

HarmonyOS市占率呈现快速提升趋势，根据 Counterpoint统计，截至 2023

年三季度，华为 Harmony OS系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13%，同比增

长 5pct，仅次于安卓、iOS。根据 TechInsights预测，从 2024年起华为鸿

蒙 HarmonyOS将取代苹果 iOS，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2023 年 9 月 25 日，华为宣布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目前已有支付宝、

小红书、B站等宣布启动或已完成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 投资建议 

2024 年，HarmonyOS 有望成为中国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华为全面启

动鸿蒙原生应用，将带动软件、硬件开发需求等产业机遇。建议关注：（1）

技术开发：软通动力、中国软件国际、润和软件、中科创达、拓维信息、东

方中科、常山北明、法本信息、芯海科技、诚迈科技、北信源等；（2）行业

解决方案：证通电子、新大陆、新国都、南威软件、捷顺科技、科蓝软件

等；（3）应用产品：金山办公、科大讯飞、万兴科技、浩辰软件、大智慧、

岩山科技等；（4）硬件设备：智微智能、九联科技、优博讯等。 
  

风险提示：技术突破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风险；产品推广不及预期风

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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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鸿蒙面向万物互联需求 

1.1 万物互联带来新挑战 

迈入万物互联时代。根据工信部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2022 年 8 月，我国

移动网连接终端中代表“物”连接的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数，首次超出代表“人”连

接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

端用户 23.1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46772万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包括移动电话

用户和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的比重达 57.3%。 

图表1：蜂窝物联网连接数超移动用户数 

 
资料来源：工信部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国联证券研究所 

物联网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移动物联网市场在智能电表、汽车和资产跟踪等

行业应用所采取的数字化转型举措推动下实现了显著增长。移动物联网连接在提高

生产力、简化运营、最大限度减少停机时间、完善自动化流程和为行业节约成本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Counterpoint 预计，到 2030 年，全球移动物联网装机量超过

60 亿，年均复合增速达 10.8％，增长主要由公用事业、汽车、工业、零售和医疗保

健等各个行业采用移动物联网来推动。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计，到 2030

年，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达到 35亿，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 

万物互联场景带来了新的挑战。开发者不仅需要支持更加多样化的设备，还需要

支持跨设备的协作。不同设备类型意味着不同的传感器能力、硬件能力、屏幕尺寸、

操作系统和开发语言，还意味着差异化的交互方式。同时跨设备协作也让开发者面临

分布式开发带来的各种复杂性，例如跨设备的网络通信、数据同步等。若采取传统开

发模式，适配和管理工作量将非常庞大。当前移动应用开发中遇到的主要挑战包括：

（1）针对不同设备上的不同操作系统，重复开发，维护多套版本；（2）多种语言栈，

对人员技能要求高；（3）多种开发框架，不同的编程范式；（4）命令式编程，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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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变更频繁，维护成本高等。 

推进物联网发展需要专业操作系统支持。PC 互联网时代，Windows 操作系统主

打图形化操作，直观简洁的操作模式替代了 Linux系统的命令行操作，能够使非专业

人士便捷使用，推动了 PC 互联网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iOS 操作系统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推出，重新定义了手机，APP应用程序拓展了手机功能。物联网发展也离

不开适应物联网特点的专业操作系统支持，提升开发者和用户的体验。 

万物互联催生新的应用生态。华为在《鸿蒙生态应用开发白皮书 2.0》中认为，

为了应对万物互联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更好的抓住机遇，新的应用生态应该具备如

下特征：（1）单一设备延伸到多设备：应用一次开发就能在多个设备上运行，软件实

体能够从单一设备转移到其他设备上，且多个设备间能够协同运行，给消费者提供全

新的分布式体验。（2）厚重应用模式到轻量化服务模式：提供轻量化的服务，最小化

资源消耗，一步直达，快速完成消费者特定场景的任务。（3）集中化分发到 AI加持

下的智慧分发：为消费者提供智慧场景服务，实现“服务找人”。（4）纯软件到软硬芯

协同的 AI能力：提供软硬芯协同优化的原生 AI能力，全面满足应用高性能诉求。 

1.2 鸿蒙系统持续迭代进步 

华为鸿蒙 HarmonyOS 系统是面向万物互联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在传统的

单设备系统能力基础上，HarmonyOS提出了基于同一套系统能力、适配多种终端形态

的分布式理念，能够支持手机、平板、智能穿戴、智慧屏、车机等多种终端设备，提

供全场景（移动办公、运动健康、社交通信、媒体娱乐等）业务能力。对消费者而言，

HarmonyOS能够将生活场景中的各类终端进行能力整合，形成“One Super Device”，

实现不同终端设备之间的极速连接、能力互助、资源共享，匹配合适的设备、提供流

畅的全场景体验。 

图表2：HarmonyOS 面向万物互联时代 

 
资料来源：HarmonyOS 2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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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OS 持续迭代进步。2019年 8月 9日，HarmonyOS 系统于东莞举行的华为

开发者大会（HDC.2019）上正式发布。2020 年 9 月 10 日，华为鸿蒙系统升级至

HarmonyOS 2.0 版本。2021 年 6 月 2 日，华为正式发布 HarmonyOS 2 及多款搭载

HarmonyOS 2 的新产品。2021年 10月，华为宣布搭载鸿蒙设备破 1.5亿台。2021年

12 月 23 日，首款鸿蒙 HarmonyOS 座舱汽车 AITO 问界 M5 发布。2022 年 7 月 27 日，

HarmonyOS 3 正式发布。2023年 8月 4日，HarmonyOS 4正式发布，HarmonyOS Next

操作系统开发者预览版(Developer Preview)发布。 

图表3：HarmonyOS 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太平洋科技，国联证券研究所 

性能和功能方面，2019 年 8 月，HarmonyOS 率先应用于华为智慧屏；2020 年 9

月，HarmonyOS 2 版本带来了分布式软总线、分布式数据管理、分布式安全等技术；

2022年 7月，HarmonyOS 3开启升级，超级终端、鸿蒙智联、万能卡片、流畅性能、

隐私安全、信息无障碍六大特性，带来了常用常新的智慧体验。 

图表4：大模型接入鸿蒙系统 AI 

 
资料来源：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3，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3年 8月，HarmonyOS 4 全面进化，具备元服务、分布式万物互联、大智慧、

更安全、更个性等特点。全新升级的鸿蒙 4相比上一代系统滑动流畅性提升 20%，续

航增加 30 分钟。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将会带来下一代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智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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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将华为盘古大模型接入鸿蒙系统 AI，增强了智慧助手小艺在智慧交互、生产效

率的提升和个性化的服务方面的能力。 

据 Techweb 报道
1
，根据华为的规划，全新 HarmonyOS NEXT 开发者预览版将在

2024年第一季度面向所有开发者开放。HarmonyOS NEXT系统将去除 Linux内核以及

AOSP代码，完全采用鸿蒙内核以及代码。 

图表5：HarmonyOS NEXT 将开放 

 
资料来源：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3，国联证券研究所 

1.3 鸿蒙系统面向万物互联需求 

华为提出鸿蒙三大技术理念。在万物智联时代重要机遇期，鸿蒙系统结合移动生

态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三大技术理念：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可分可合，自由流转；

统一生态，原生智能。“一次开发，多端部署”指一个工程，一次开发上架，多端按需

部署。目的是为了支撑开发者高效地开发多种终端设备上的应用。“可分可合”指在

分发运行态，每个 HAP 都可以单独分发满足用户单一使用场景，也可以多个 HAP 组

合分发满足用户更加复杂的使用场景。“自由流转”指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开发出跨越

多个设备的应用，用户也能够方便地使用这些功能。“统一生态”指鸿蒙系统对应的

提供系统 WebView、ArkUI 框架和 XComponent 能力来支撑三种类型的跨平台框架的

接入。“原生智能”指鸿蒙系统内置强大的 AI能力。 

 
1 https://www.techweb.com.cn/it/2024-01-04/2939189.shtml 华为鸿蒙 HarmonyOS NEXT 将于一季

度开放，不再兼容安卓软件 

https://www.techweb.com.cn/it/2024-01-04/29391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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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鸿蒙系统技术理念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生态应用开发白皮书 2.0》，国联证券研究所 

HarmonyOS 打造“1+8+N”全场景战略。其中，“1”是智能手机，“8 个大行星”

是指大屏、音箱、眼镜、手表、车机、耳机、平板、PC 等等。围绕着关键的八大行

星，周边还有合作伙伴开发的 N个卫星，指的是移动办公、智能家居、运动健康、影

音娱乐及智能出行各大板块的延伸业务。未来，HarmonyOS会持续围绕着端、管、云、

芯构筑全场景智慧生态。 

图表7：HarmonyOS“1+8+N”全场景战略 

 
资料来源：华为开发者联盟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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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OS整体遵从分层设计，从下向上依次为：内核层、系统服务层、框架层

和应用层。系统功能按照“系统 > 子系统 > 功能/模块”逐级展开，在多设备部署场

景下，支持根据实际需求裁剪某些非必要的子系统或功能/模块，具备能力部件化、

高内聚、低耦合、水平动态扩展等特点。 

图表8：HarmonyOS 技术架构 

 
资料来源：华为开发者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鸿蒙系统为开发者提供了端到端的开发能力支持。鸿蒙系统为开发者提供了赋

能套件、鸿蒙开发套件、三方库、开发者支持平台等。其中鸿蒙开发套件包含设计、

开发、测试、运维套件以及 OS开放能力集。通过鸿蒙开发套件，开发者可以高效开

发鸿蒙生态应用、元服务。 

图表9：鸿蒙生态应用开发能力全景图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生态应用开发白皮书 2.0》，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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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鸿蒙开发套件 

 
资料来源：华为《鸿蒙生态应用开发白皮书 2.0》，国联证券研究所 

 

2. 鸿蒙生态加速发展 

生态将是打造鸿蒙操作系统的第三个战役。在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3上，华为终

端 BG 软件部总裁龚体表示，“如果说打造鸿蒙操作系统是三大战役的话，目前已经

完成了两个，鸿蒙底座已经有 1亿多行代码、2万多的 API、7亿多的鸿蒙生态设备，

并建立了差异化的用户体验。第三个战役是生态。” 

图表11：生态将是打造鸿蒙操作系统的第三个战役 

 

资料来源：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3，国联证券研究所 

HarmonyOS 市场份额呈现快速提升趋势。2023 年 10 月华为官方宣布鸿蒙

HarmonyOS 4 升级设备数量突破 1 亿。根据 Counterpoint 统计，截至 2023 年三季

度，华为 Harmony OS系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13%，仅次于安卓、iOS，在全

球市场的份额也达到 3%。根据 TechInsights预测，从 2024年起，华为鸿蒙 Harmon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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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代苹果 iOS，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2
。 

图表12：全球智能手机市占率（按操作系统）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3：中国智能手机市占率（按操作系统）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国联证券研究所 

2.1 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 

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2023 年 9 月 25 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CEO、智

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余承东在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表示，鸿蒙

HarmonyOS NEXT 即将发布，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2024 年 1月 2日，华为常务董

事、终端 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智能终端与智能汽车部件 IRB主

任余承东发布 2024年新年信，表示“2024年是原生鸿蒙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加快推

 
2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1_04_721258.shtml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1_04_7212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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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类鸿蒙原生应用的开发，集中打赢技术底座和三方生态两大最艰巨的战斗。”
3
 

图表14：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 

 
资料来源：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3，国联证券研究所 

根据 HarmonyOS官方微博发布，2023年 11月以来，支付宝、小红书、B站、58

集团、高德地图、网易游戏、米哈游、同花顺、360、爱奇艺等众多头部厂商宣布启

动或已完成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图表15：众多厂商开启或完成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资料来源：HarmonyOS官方微博，国联证券研究所 

 
3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81318.html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81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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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DC 2023期间，华为正式发布鸿蒙生态伙伴发展计划——“鸿飞计划”，宣布

未来三年将投入百亿人民币，向伙伴提供全方位的资源扶持，包括技术支持、市场推

广、商业合作等，让每一位伙伴都成为鸿蒙生态的主角。 

图表16：华为发布鸿蒙生态伙伴发展计划 

 

资料来源：钛媒体，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开源 OpenHarmony 促生态共建 

华为捐赠开源项目 OpenHarmony。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是致力于开源产业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独立法人机构，也是中国首个以开源为主

题的基金会。2020 年 9 月，华为将开源项目 OpenHarmony 捐赠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

会。OpenHarmony目标是面向全场景、全连接、全智能时代，基于开源的方式，搭建

一个智能终端设备操作系统的框架和平台，众多开发合作伙伴将以开源社区为中心，

分阶段快速迭代，不断完善系统能力，逐步构建起面向万物互联时代的 OpenHarmony

生态。 

OpenHarmony 开源项目推动生态建设。截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OpenHarmony

开源项目已有 269604 个 PR，6 万 7 千次 Fork，6792 个贡献者。目前有 8 个 A 类捐

赠人、1个特殊捐赠人、1个 A类候选捐赠人、12个 B类捐赠人、12个 C类捐赠人。

根据OpenHarmony社区运营报告，累计已有165个厂家的447款产品通过OpenHarmony

兼容性测评，包括商用设备、软件发行版、开发板/模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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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OpenHarmony 项目捐赠人 

 
资料来源：OpenHarmony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8：165 个厂家的 447 款产品通过 OpenHarmony 兼容性测评 

 

资料来源：OpenHarmony社区运营报告（2023年 11月），国联证券研究所 

 

3. 投资建议 

2024年，HarmonyOS有望成为中国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华为全面启动鸿蒙

原生应用，将带动软件、硬件开发需求等产业机遇。 

3.1 技术开发 

建议关注：软通动力、中国软件国际、润和软件、中科创达、拓维信息、东方中

科、常山北明、法本信息、芯海科技、诚迈科技、北信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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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业解决方案 

建议关注：证通电子、新大陆、新国都、南威软件、捷顺科技、科蓝软件等； 

3.3 应用产品 

建议关注：金山办公、科大讯飞、万兴科技、浩辰软件、大智慧、岩山科技等； 

3.4 硬件设备 

建议关注：智微智能、九联科技、优博讯等。 

 

4. 风险提示 

技术突破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风险；产品推广不及预期风险等。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15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所有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

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 6到 12个

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6 到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

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

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

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韩国市场以柯斯达

克指数或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介于 5%~20%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跌幅 10%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跌幅 10%以上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属机构（以下统称“国联证券”）。

未经国联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国联证

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国联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联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

但国联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

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

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

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国联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

担保。在不同时期，国联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国联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

论和/或交易观点。国联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联证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

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国联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

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国联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

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版权声明 

未经国联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和引用。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有私自翻版、复制、

转载、刊登和引用者承担。 

 

 

 

联系我们 

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208号中粮置地广场 A塔 4楼                   上海：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 号世纪汇二座 25楼 

无锡：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国联金融大厦 12 楼                            深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号新世界中心大厦 45楼 

电话：0510-851875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