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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视频应用 Sora 强势推出，AIGC 落地进程加速 
  

——通信行业周报（2024.2.5-2.18）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行业核心观点 

行情回顾：节前一周（2024.2.5-2.8），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别

为4.97%、9.49%，中信通信指数涨跌幅为5.01%，在中信30个一级行业

排第12位。 

节前一周通信板块呈现上升走势，细分板块涨跌情况如下：细分板块通

信设备近一周涨跌幅达到8.07%，电信运营II板块仅轻微上涨0.46%，通

讯工程服务、增值服务II子板块分别下跌1.53%、2.57%。 

 

◼ 产业要闻追踪 

事件 

2月 16日，OpenAI宣布推出全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Sora”，通过

文本指令，Sora 可以直接输出长达 60 秒的视频，并且包含高度细致的背

景、复杂的多角度镜头，以及富有情感的多个角色。 

这意味着，继文本、图像之后，OpenAI 将其先进的 AI 技术拓展到了视

频领域。OpenAI 亦表示，Sora 是能够理解和模拟现实世界的模型的基

础，这一能力将是实现 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要里程碑。 

 

点评 

相较于此前发布的生成式 AI 视频应用产品，Sora 具有三方面的颠覆优

势：1）视频长度显著提升；2）多角度镜头切换； 3）基础模型架构转

变。 

生成式 AI 快步渗透，AIGC 产业规模迅速扩容。在 Pika、Runway、

Stable Video、Sora 等生成式视 AI 视频产品层出的背景下，AIGC 技术作

为新型内容生产方式，有望在网民规模持续提升、网络接入环境日益多

元、企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影响下，加速渗透向生产生活，为千行

百业带来颠覆变革。根据艾瑞咨询预测，2028 年我国 AIGC 产业预计规

模将达到 7202 亿元，将完成在重点领域、关键场景的技术价值兑现，并

逐步建立完善的模型即服务产业生态，预计 2030 年中国 AIGC 产业规模

将突破至 11441 亿元。 

AIGC 有望在线上化、数字化、行业内容占比程度较高的子行业加速渗

透。由于AIGC主要影响内容创作与人机交互，因此价值链线上化程度越

高，内容在价值链中占比越高，AIGC 对其颠覆效应越明显。同时，我们

有望在电商、游戏、广告、影视传媒等以内容生产为价值核心的行业，

或者电商、金融等研发设计、营销等在行业价值链中地位较高的行业

中，快速看到 AIGC 应用对原有生产工具的替代和业务流程的变革。 

我们认为，在生成式 AI 产品逐步实现多样化、商用化、市场化的背景

下，用以支撑海量数据处理的算力基础设施有望加快建设进程，AI 服务

器零部件、服务器整机、算力租赁、数据中心等环节将深度受益；同时

伴随数据交互需求的不断增强，光模块、交换机升级迭代进程也将逐步

加快。 

 

建议关注：紫光股份、浪潮信息、中兴通讯、中贝通信、光环新网、恒

为科技等。 

 

◼ 行业要闻 

TechInsights：2023 年 Q4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持续低迷，苹果出货量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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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在 2023年第四季度同比下降了-0.3%，达到

了 7120万部。这是市场连续第 11个季度出现年度下滑，尽管下滑幅度逐

步收窄。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为 2.617亿部，同比下降了

-5.8%。本季度，苹果以 20%的市场份额重新夺回了中国市场的头把交

椅，但其表现低于市场，出货量呈现了两位数的下滑，跌幅 14.6%。 

 

日本今年将推动 AI 监管立法，目标解决虚假信息和侵权等问题：据《日

经新闻》周四报道，日本执政党将提议政府在 2024 年内出台一项监管生

成人工智能（AI）技术的新法律。为了解决围绕 AI 的虚假信息和侵权等

问题，日本自民党 AI 项目团队将为基础模型开发商（OpenAI 等）起草

初步规则，包括刑事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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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前一周行情回顾 

1.1  板块走势 

节前一周（2024.2.5-2.8），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别

为 4.97%、9.49%，中信通信指数涨跌幅为 5.01%，在中信 30 个一

级行业排第 12 位。节前一周通信板块呈现上升走势，细分板块涨

跌情况如下：细分板块通信设备近一周涨跌幅达到 8.07%，电信运

营 II板块仅轻微上涨 0.46%，通讯工程服务、增值服务 II子板块分

别下跌 1.53%、2.57%。 

 

1.2  涨跌幅 top5 

节前一周通信板块个股表现：股价涨幅前五名为: 长江通信

26.54%、新易盛 20.66%、信维通信 17.49%、华测导航 17.47%、信

科移动 16.97%。股价跌幅前五名为：万隆光电-29.12%、亿通科技

-24.43 %、世纪鼎利-23.75%、精伦电子-23.46%、华脉科技-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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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6 日，OpenAI 宣布推出全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Sora”，通过文本指令，Sora 可以直接输出长达 60秒的视频，

并且包含高度细致的背景、复杂的多角度镜头，以及富有情感的

多个角色。 

这意味着，继文本、图像之后，OpenAI将其先进的 AI技术拓

展到了视频领域。OpenAI 亦表示，Sora 是能够理解和模拟现实世

界的模型的基础，这一能力将是实现 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要

里程碑。 

点评： 

相较于此前发布的生成式 AI 视频应用产品，Sora 具有三方面

的颠覆优势： 

1）视频长度显著提升。受限于 AI文本到视频生成的物理和时

空推理局限，整个行业所公布的单个连贯性视频最大长度为 16 秒，

行业普遍水平为 2-4秒；Sora最大支持长度则达到 60秒，有近 15

倍的提升。 

2）多角度镜头切换。Sora 生成的视频能够在主体一致性的前

提下实现多角度镜头无缝切换，整个画面干净流畅；而此前 AI 生

成视频产品则为单镜头单生成，效果表现较差。 

3）基础模型架构转变。此前 AI 生成视频产品基于“大模型+

大数据架构”，AI 幻觉问题凸显；而 Sora 已具有世界模型的雏形，

其生成的视频基于对真实物理世界的理解，内容更加符合逻辑也

更加令人信服。 

生成式 AI 快步渗透，AIGC 产业规模迅速扩容。在 Pika、

Runway、Stable Video、Sora 等生成式视 AI 视频产品层出的背景

下，AIGC 技术作为新型内容生产方式，有望在网民规模持续提升、

网络接入环境日益多元、企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影响下，加

速渗透向生产生活，为千行百业带来颠覆变革。 

根据艾瑞咨询预测，2028 年我国 AIGC 产业预计规模将达到

7202 亿元，将完成在重点领域、关键场景的技术价值兑现，并逐

步建立完善的模型即服务产业生态，预计 2030 年中国 AIGC 产业

规模将突破至 114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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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生成式 AI 显现人工智能雏形  图 5：中国 AIGC 产业规模发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上海证券研究所 

 

AIGC 有望在线上化、数字化、行业内容占比程度较高的子行

业加速渗透。由于 AIGC 主要影响内容创作与人机交互，因此价值

链线上化程度越高，内容在价值链中占比越高，AIGC 对其颠覆效

应越明显。同时，我们有望在电商、游戏、广告、影视传媒等以

内容生产为价值核心的行业，或者电商、金融等研发设计、营销

等在行业价值链中地位较高的行业中，快速看到 AIGC 应用对原有

生产工具的替代和业务流程的变革。 

图 6：AIGC 落地应用不断扩大  图 7：AIGC 对各行业影响示意图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上海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在生成式 AI 产品逐步实现多样化、商用化、市场

化的背景下，用以支撑海量数据处理的算力基础设施有望加快建

设进程，AI 服务器零部件、服务器整机、算力租赁、数据中心等

环节将深度受益；同时伴随数据交互需求的不断增强，光模块、

交换机升级迭代进程也将逐步加快。 

建议关注：紫光股份、浪潮信息、中兴通讯、中贝通信、光

环新网、恒为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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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重要新闻 

3.1  运营商&设备商 

中国铁塔 2024 年馈线产品集采项目公布中标候选人： 

据中国铁塔官方消息，中国铁塔 2024 年馈线产品集中采购项

目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完成评标工作。经评审，江苏亨鑫科技有

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一；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二；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三；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综

合排名第四；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五；长飞光

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六；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排名第七。 

中国铁塔本次集采 5 种类型的同轴电缆，总规模达到 1.47 亿

米。本项目中标人数量为 5 个，每个中标人对应的份额为 40%、

28%、17%、10%、5%。（C114 通信网 2024.2.6） 

 

北京电信联合中兴通讯完成全球首个 800G OTN 可插拔方案

现网验证： 

北京电信联合中兴通讯在现网机房和光纤网络环境中，完成

全球首个 800G 16QAM 可插拔模块算力互联解决方案验证。该项

目证明此突破性技术能够显著提升 IDC 网络传输能力，为全球算

力互联网络的发展铺平道路。 

实现 800G IDC 互联，北京电信联合中兴通讯在现网开展验证，

横跨京冀多个数据中心机房，完成 400G 与 800G 混传验证，并保

障业务顺利上线和平稳运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测试采用

的 800G 可插拔模块系统容量最大可达 64T，能够满足运营商当前

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同时，该模块相比固定模块体积缩小

50%，可使单板端口密度提升一倍，节省机房空间，且单 Gbit 功

耗降低 68%，能够显著降低整个系统能耗，符合高密度 IDC 环境

优化趋势，满足运营商发展低碳、绿色光网战略需求。此外，可

插拔设计可方便运维人员快速进行更换和维护，大幅降低运营商

网络运营成本。（C114 通信网 2024.2.6）  

     

中兴通讯发布业界首款 8PON 口 FTTR-B 融合主网关： 

2 月 6 日，中兴通讯发布了业界首款支持 8PON 口的 1U 高

FTTR-B融合主网关 ZXA10 P610，集成了OLT、AC、交换机、路

由器、防火墙五大功能于一体，可直接用来作为企业出口，主+从

的二级极简架构帮助客户节省建网设备成本，降低设备故障点位，

满足办公、教育、酒店、工业、医院五大场景业务需求。（C114

通信网 2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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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沃达丰选择爱立信进行 5G 升级： 

沃达丰罗马尼亚公司与爱立信签署了一项为期六年的合作协

议，以实现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并促进 5G 部署，作为改善网络和

支持数字计划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根据协议，爱立信将提供其无线接入网（RAN）技术来升级

沃达丰罗马西亚公司的现有网络，包括该供应商的无线系统产品

组合和 Massive MIMO 技术。（C114 通信网 2024.2.13） 

 

3.2  市场 

全球平板电脑市场 2023 年下滑 10%，华为升至第四位： 

2023 年第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同比下降 11%，共计

3780万台。2023年全年平板出货量共 1.353亿台，同比下降 10%，

中国和印度是推动平板电脑普及的主要市场，有助于抵消世界其

它地区的销售停滞。（C114 通信网 2024.2.6）   

   

SIA：2024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将增长 13.1%： 

2 月 6 日，半导体产业协会(SIA)宣布，2023 年全球半导体产

业销售总额为5268亿美元，比2022年的5741亿美元下降了8.2%，

SIA 指出，2022 年的销售总额是业内有史以来最高的，且市场在

2023 年下半年已开始回升。 

事实上，2023年第四季度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销售额为 1460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6%，环比增长 8.4%。2023 年 12 月的销售额

为 486 亿美元，环比增长了 1.5%。 

SIA 预计 2024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将增长 13.1%。 

从地区来看，欧洲是唯一一个在 2023 年实现年度增长的地区

市场，销售额增长了 4.0% 。2023 年所有其他地区市场的年销售

额下降: 日本(- 3.1%)、美洲(- 5.2%)、亚太/所有其他市场(- 10.1%)

和中国(- 14.0%)。2023 年 12 月，中国(4.7%)、美洲(1.8%)和亚太

/其他地区(0.3%)的销售额比 11 月有所增长，但日本(- 2.4%)和欧

洲(- 3.9%)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2023年，逻辑产品的销售总额为 1785亿美元，成为销售额最

高的产品类别。内存产品销售额位居第二，总计923亿美元。微控

制器单元(mcu)增长了 11.4% ，达到 279 亿美元。汽车集成电路的

销售额同比增长 23.7% ，达到创纪录的 422 亿美元。（C114 通信

网 2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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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Insights：2023 年 Q4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持续低迷 苹果

出货量跌幅 15%： 

TechInsights 发布数据称，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在 2023 年

第四季度同比下降了-0.3%，达到了 7120 万部。这是市场连续第

11 个季度出现年度下滑，尽管下滑幅度逐步收窄。2023 年，中国

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为 2.617 亿部，同比下降了-5.8%。 

从厂商份额看，华为的强势回归正在重塑中国的智能手机市

场，给所有竞争对手带来了压力。市场前六家主要厂商占据了总

市场份额的 96%，较一年前的 95%有所增加。中国的其他中小型

厂商在本地市场依旧面临巨大的挑战，受到规模和渠道存在的限

制。 

本季度，苹果以 20%的市场份额重新夺回了中国市场的头把

交椅，但其表现低于市场，出货量呈现了两位数的下滑，跌幅

14.6%。荣耀和 vivo 分别以 17%和 16%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两

家厂商在市场份额和出货量上与去年同期相比显著下降，分别下

降 5.5%和 6.5%。而华为以 16%的市场份额排名第四，市场占有

率几乎翻倍，增速高达 93%，甚至这样的高速增长是在供应受限

的背景下实现的。OPPO（OnePlus）跌至第五位，紧随其后的是

小米，分别贡献了 14%和 13%的市场份额。（C114 通信网 

2024.2.7）  

 

3.3  人工智能 

瑞银大幅上调英伟达目标价 因 AI 需求强劲： 

瑞银大幅上调英伟达的目标价，从580美元上调至850美元，

新的目标价较最新价格高 18%。维持买入评级。该芯片制造商将

在本月晚些时候公布财报。 

过去 12 个月，分析师平均将公司 2024 年的收入预期上调了

超过 100%。瑞银表示，“基于供应链的状况，我们认为英伟达有

足够的产能将总收入指引设定在 250-260 亿美元”。（C114 通信

网 2024.2.15） 

 

日本今年将推动 AI 监管立法，目标解决虚假信息和侵权等问

题： 

据《日经新闻》周四报道，日本执政党将提议政府在 2024 年

内出台一项监管生成人工智能（AI）技术的新法律。为了解决围绕 

AI 的虚假信息和侵权等问题，日本自民党 AI 项目团队将为基础模

型开发商（OpenAI 等）起草初步规则，包括刑事法规。（C114

通信网 202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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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OpenAI已完成一项新交易，公司估值有望超过 800亿

美元：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周五（16 日）报道， OpenAI 或已

完成了一项交易，使其在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内估值几乎翻了三倍，

达到或超过 800 亿美元。（C114 通信网 2024.2.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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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