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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彰显 AI 发展活力，6G 标准助力商业化变革 
  

——通信行业周报（2024.1.22-1.28）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行业核心观点 

行情回顾：过去一周（2024.1.22-1.28），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

别为2.75%、-0.28%，中信通信指数涨跌幅为2.58%，在中信30个一级行

业排第11位。 

过去一周通信板块呈现上升走势，细分板块涨跌情况：细分板块增值服

务II、通讯工程服务近一周涨跌幅分别达到-1.39%、-1.79%，通信设备子

板块上涨1.40%，电信运营II板块上涨7.52%。 

 

产业要闻追踪： 

事件 1 

1 月 24 日，从中国联通官网获悉，中国联通日前发布预审公告称，2024

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本次中国联通共将采购

2120台人工智能服务器，365台关键组网设备 RoCE交换机，该项目不划

分标包。 

 

点评 

AI 芯片需求高增，国内云厂商前瞻布局。2023 年 8 月，百度、字节跳

动、腾讯和阿里巴巴四家公司合计向英伟达订购了价值 50亿美元的AI芯

片，其中包括约 10 万块 A800 芯片，价值 10 亿美元，另外价值 40 亿美

元的芯片都将于 2024 年交付。 

服务器规模同步骤增，未来两年持续利好。根据 TrendForce 预测，2023

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已接近 120 万台，年增长率接近 38.4%，占整体

服务器约 9%；预计到 2025 年整体出货量将增加至 190 万台，2022-2025

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9%。 

AI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交换机与光模块长期受益。交换机方面， AI数据

中心发展有望迅速催化 InfiniBand 交换机市场长期扩容。根据英伟达数

据，1个 SU包含 20 个服务器计算节点，创造大约 leaf 层 8台交换机以及

Spine 层 5 台交换机的需求，对应服务器与交换机比例为 1:0.65，交换机

的置换需求长期显著。光模块方面，伴随超预期的数据中心带宽需求以

及AI应用带来的数据流量爆发，光模块朝着 800G、1.6T方向快速迭代，

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CPO、硅光子技术备受关注。 

 

我们认为，随着 AI 应用加速落地，智算中心建设持续驱动，交换机、光

模块将伴随 AI 服务器增长而长期扩容。 

建议关注：紫光股份、浪潮信息、中兴通讯等。 

 

事件 2 

北京时间 1 月 24 日，ITU（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

（6G）标准和无线接口技术框架，为下一代移动通信发展奠定了基础。

ITU无线电通信局局长 Mario Maniewicz表示，基于 IMT-2030标准开发的

地面无线电系统，有望推动下一波创新型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发展，促进

全球数字公平。 

 

点评 

商业模式仍未完善，业务拓展尚待突破。5G 技术具有一定原生弊病，在

网络覆盖广度、融合应用、核心技术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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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层面，5G 相关项目的研发周期长，导致产品无法快速上线。商业模

式层面， 5G 专网设计及产品多为公网标准、集采产品，难以满足个性

化、差异化的行业应用需求。落地层面，当前 5G 市场需求尚未充分激

发，现象级应用未能显现。 

6G 技术持续赋能，商业场景逐步扩展。 

1）在 6G 时代，天基、空基网络将与地基网络深度融合，组成“空天

地”一体化网络，实现全域、全时段的网络覆盖。“空天地”一体化网

络可在系统层面实现地面与非地面网络的全面一体化，在体制、协议、

网路、业务、终端等层面实现深度融合。 

2）6G 网络在物联网工业自动化，蜂窝车联网与数字孪生体域网等方面

发挥重要价值。工业自动化领域，ICT 与传统工业的进一步融合可加强

在物联网集成、工业设备互通互联等方面的优势，有力推动生产发展。 

3）6G 可支持“设备+边缘+云”的计算架构，按需提供动态的、细致的

服务计算资源，各种 AI 设备的协同服务将会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而

被广泛应用。 

 

我们认为， 6G有望在应用开发与商业模式创新双方面加速推进，迎来下

游需求的长期繁荣。 

建议关注：中国联通、中兴通讯、中国移动等 

 

行业要闻： 

Gartner：2023 年全球半导体收入将减少 11%。2023 年排名前 25 半导体

厂商的半导体收入总和下降了 14.1%，占整个市场的 74.4%，较 2022 年

的 77.2%有所下降。 

 

来自市场研究公司 Dell'Oro Group 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无线接入网

（RAN）市场目前正处于下行轨道，5G-A 不会推动下一个主要资本支出

增长周期。 

 

◼ 投资建议 
维持通信行业“增持”评级 

◼ 风险提示 
国内外行业竞争压力，5G建设速度未达预期，中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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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去一周行情回顾 

1.1  板块走势 

过去一周（2024.1.22-1.28），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

分别为 2.75%、-0.28%，中信通信指数涨跌幅为 2.58%，在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排第 11 位。过去一周通信板块呈现上升走势，细分板

块涨跌情况：细分板块增值服务 II、通讯工程服务近一周涨跌幅分

别达到-1.39%、-1.79%，通信设备子板块上涨 1.40%，电信运营 II

板块上涨 7.52%。 

 

1.2  涨跌幅 top5 

过去一周通信板块个股表现：股价涨幅前五名为: 特发信息

60.97%、剑桥科技 14.29%、中国联通 12.62%、百邦科技 12.02%、

深桑达 A 9.95%。股价跌幅前五名为：映翰通-12.67%、*ST 新海 -

10.78 %、恒信东方-10.72%、辉煌科技-10.61%、ST 中嘉-10.34%。 

图 1：中信一级行业周涨幅（%）  

 

资料来源： 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过去一周涨幅前十个股（%）  图 3：过去一周跌幅前十个股（%） 

 

 

 

资料来源： iF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iF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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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要闻追踪 

事件 1：中国联通启动 2024 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采：总规模

2120 台 

1 月 24 日，从中国联通官网获悉，中国联通日前发布预审公

告称，2024 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本次中

国联通共将采购 2120 台人工智能服务器，365 台关键组网设备

RoCE 交换机，该项目不划分标包。 

点评： 

AI 芯片需求高增，国内云厂商前瞻布局。2023 年 8 月，百

度、字节跳动、腾讯和阿里巴巴四家公司合计向英伟达订购了价

值 50 亿美元的 AI 芯片，其中包括约 10 万块 A800 芯片，价值 10

亿美元，另外价值 40 亿美元的芯片都将于 2024 年交付。 

服务器规模同步骤增，未来两年持续利好。根据 TrendForce

预测，2023 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已接近 120 万台，年增长率

接近 38.4%，占整体服务器约 9%；预计到 2025 年整体出货量将

增加至 190 万台，2022-2025 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9%。 

AI 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交换机与光模块长期受益。交换机方

面， AI 数据中心发展有望迅速催化 InfiniBand 交换机市场长期扩

容。根据英伟达数据，1 个 SU 包含 20 个服务器计算节点，创造

大约 leaf 层 8 台交换机以及 Spine 层 5 台交换机的需求，对应服

务器与交换机比例为 1:0.65，交换机的置换需求长期显著。光模

块方面，伴随超预期的数据中心带宽需求以及 AI 应用带来的数据

流量爆发，光模块朝着 800G、1.6T 方向快速迭代，集成化程度越

来越高，CPO、硅光子技术备受关注。 

我们认为，随着 AI 应用加速落地，智算中心建设持续驱动，

交换机、光模块将伴随 AI 服务器增长而长期扩容。 

建议关注：紫光股份、浪潮信息、中兴通讯等。 

 

事件 2：6G 行业新标准再出 优选布局场景是发展关键 

北京时间 1 月 24 日，ITU（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第六代移

动通信系统（6G）标准和无线接口技术框架，为下一代移动通信

发展奠定了基础。ITU 无线电通信局局长 Mario Maniewicz 表示，

基于 IMT-2030 标准开发的地面无线电系统，有望推动下一波创新

型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发展，促进全球数字公平。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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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仍未完善，业务拓展尚待突破。5G 技术具有一定原

生弊病，在网络覆盖广度、融合应用、核心技术等方面仍存在较

多问题亟待解决：研发层面，5G 相关项目的研发周期长，导致产

品无法快速上线。商业模式层面， 5G 专网设计及产品多为公网标

准、集采产品，难以满足个性化、差异化的行业应用需求。落地

层面，当前 5G 市场需求尚未充分激发，现象级应用未能显现。 

6G 技术持续赋能，商业场景逐步扩展。 

1）在 6G 时代，天基、空基网络将与地基网络深度融合，组

成“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实现全域、全时段的网络覆盖。“空

天地”一体化网络可在系统层面实现地面与非地面网络的全面一

体化，在体制、协议、网路、业务、终端等层面实现深度融合。 

2）6G 网络在物联网工业自动化，蜂窝车联网与数字孪生体

域网等方面发挥重要价值。工业自动化领域，ICT 与传统工业的进

一步融合可加强在物联网集成、工业设备互通互联等方面的优

势，有力推动生产发展。 

3）6G 可支持“设备+边缘+云”的计算架构，按需提供动态

的、细致的服务计算资源，各种 AI 设备的协同服务将会随着智能

终端设备的普及而被广泛应用。 

我们认为， 6G 有望在应用开发与商业模式创新双方面加速推

进，迎来下游需求的长期繁荣。 

建议关注：中国联通、中兴通讯、中国移动等 

 

3  行业重要新闻 

3.1  运营商 

中移（杭州）信息启动 DDoS 高防服务集采,共划分成 1 个采

购包，中选 2 家供应商,项目总预算 4770 万元（含税）。（C114

通信网 2024.1.22） 

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启动自有品牌智能家庭网关（GPON）

BOSA 驱动芯片项目集采，降选择 2 家供应商,项目总预算 4576.5

万元（含税）。（C114 通信网 2024.1.23）     

 中国联通启动 2024 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采，本次中国联通共

将采购 2120 台人工智能服务器，365 台关键组网设备 RoCE 交换

机，该项目不划分标包。（C114 通信网 2024.1.24）   

 中国移动日前公示了 2023 年至 2024 年 OTN 设备竞争扩容

部分的集采结果，华为、中兴、烽火和诺基亚 4 家竞争，最终华

为、中兴、烽火 3 家包揽。（C114 通信网 2024.1.24）  

 中国电信日前公示了 2024-2025 年 1800kW 及以上 10kV 固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7 
 

   

定式柴油发电机组的中标候选人，怡昌动力、泰豪、潍柴重机、

佛光、科泰电源 5 家入围。（C114 通信网 2024.1.24）  

 中国电信日前公示了 2024 年服务器操作系统的集采结果，超

聚变、中科方德和凝思 3 家入围。（C114 通信网 2024.1.25） 

 1 月 22 日，未来网络工作推进会议在中国移动协同创新基地

召开，中国移动协同中国信科等 13 家中央企业以及中兴、vivo 等

产学研合作伙伴，正式发布“6G 通感算智融合（众创）研发试验

装置 1.0”。（C114 通信网 2024.1.25）      

 中国铁塔启动 2024 年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集采，合计数量

预估 265.47 万只。本项目中标人数量为 5 个，每个中标人对应的

份额为 30%、25%、20%、15%和 10%。（C114 通信网 

2024.1.26）            

            

 

3.2  市场 

Gartner：2023 年全球半导体收入将减少 11%。 

2023 年排名前 25 半导体厂商的半导体收入总和下降了

14.1%，占整个市场的 74.4%，较 2022 年的 77.2%有所下降。

（C114 通信网 2024.1.23）       

来自市场研究公司 Dell'Oro Group 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无

线接入网（RAN）市场目前正处于下行轨道，5G-A 不会推动下一

个主要资本支出增长周期。（C114 通信网 2024.1.23） 

       

4  行业重要公告 

表 1：过去一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司名称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国脉科技 2024.1.22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10,000 万元-13,000 万元，

同比增长 39.69%-81.60%；扣非净利润为 8,000 万元-11,000 万元，同比

增长 4.60%-43.82%。 

高鸿股份 2024.1.22 

公司发布关于下属公司收购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完成公告，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收购参股公司部分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高鸿通信向大唐融合收购其持有的大

唐信服本 5.1%的股权。 

路畅科技 2024.1.23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2,200 万元-2,900 万

元，扣非净利润为亏损 2,500万元-3,400 万元。 

平治信息 2024.1.23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500 万元-700 万元，同比下

降 95.92% -94.28%；扣非净利润为 1,200 万元-1,400 万元，同比下降

88.46% -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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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通信 2024.1.24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84.4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1.3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2,983.67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 34.82%。 

梦网科技 2024.1.24 

公司发布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4530 元（含税）。公

司总股本为 806,339,700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158,492.5 元（含税）。 

中富通 2024.1.25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2,900.00 万元至 4,350.00

万元，同比增长-18.93%至 21.60%；扣非净利润为 2,157.00 万元至

3,607.00 万元，同比增长 22.53%至 104.90%。 

意华股份 2024.1.25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11,000 万元–15,000 万

元，同比下降 37.44% –54.13%；扣非净利润为 9,000 万元–13,000 万

元，同比下降 39.17% –57.89%。 

移远通信 2024.1.25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8,500 万元左右，同比下降

约 86.35%；扣非净利润为-800.00 万元左右。 

*ST新海 2024.1.25 

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中际旭创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200,000 万元—230,000 万

元，同比增长 63.40% —87.91%；扣非净利润为 190,000 万元—230,000

万元，同比增长 83.15% —121.70%。 

信科移动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37,000.00 万元左右，同比

减亏 45.09%左右；扣非净利润为-56,000.00 万元左右，同比减亏 32.43%

左右。 

武汉凡谷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8,200.00 万元–9,200.00

万元，同比下降 66.69%–70.31%；扣非净利润为 7,070.99 万元–

8,070.99 万元，同比下降 69.23%–73.04%。 

万马科技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5,500 万元–7,000 万元，

同比增长 78.87% -127.66%；扣非净利润为 5,317 万元-6,817 万元，同

比增长 97.54% -153.27%。 

仕佳光子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4,685.00 万元左右，与上

年同期相比，出现亏损；扣非净利润为-6,920.00 万元左右。 

普天科技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 2900 万元–4350 万元，同

比下降 79.62%–86.41%；扣非净利润为-2800 万元–-1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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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科技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17,950.00 万元到-

20,550.00 万元，扣非净利润为-17,630.00 万元到-20,230.00 万元。 

精伦电子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归母净利润为-3900 万元到-4600 万

元；扣非净利润为-4350 万元到-5050 万元。 

华星创业 2024.1.26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950 万元-2,900 万

元，扣非净利润为亏损：2,520 万元-3,570 万元。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国内外行业竞争压力：国内缺少相关核心技术人才，国内产

品处在追赶位置，竞争压力长期存在。 

5G建设速度未达预期：5G建设速度仍然较为缓慢，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加剧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经济产生扰

动，中美经贸关系日益严峻，后期可能推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

化，全球贸易、供应链均可能会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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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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