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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MWC2024 期间，华为发布了由其自主研发的服务于通信行业的大模型。该大模型充分发挥智能化技术优势，

提供两类应用能力，即面向不同角色提供智能语言交互能力，提升员工知识水平和工作效率；面向不同运

营运维场景，提供智能体应用，分析拆解复杂流程，编排操作方案，确保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AI-RAN 联盟（AI-RAN Alliance）在 2024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2024）上成立。创始成员包括亚马逊

云科技、Arm、DeepSig、爱立信、微软、诺基亚、美国东北大学、英伟达、三星电子、软银公司和 T-Mobile

等。

国信通信观点：1）电信行业积极拥抱 AI 应用，能够帮助电信运营商降本增效，集中体现在对网络运维效

率的提升维度上，例如基站智能节电、辅助排障、优化网络设计和部署等方面。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是运

营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可占到成本比重的约 40%。5G 时期，由于基站耗能、网络结构复杂度提升，

运营商运维成本具有上行压力。AI 应用有助于提高运营商成本控制能力，推动盈利能力和 ROE 提升。

2）三大运营商持续投入 AI 布局，一方面从资本开支侧加大算网方面投资，另一方面积极部署自有大模型。

运营商具有稳增长、高分红属性，在国资委全面推进央企市值考核背景下，运营商成为央企关注股东回报

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同时，运营商是数据要素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结合 AI 布局，运营商估值具有上行

空间。持续推荐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3）随着运营商逐步应用 AI 增强网络运维效率，从设备商层面，由于大模型可自动化控制网元，不具备和

大模型互操作的网络设备后续应用或受到影响，而 SDN、NFV 等网络虚拟化技术的渗透率则有望提高，在

相关领域领先布局的设备厂商有望受益。建议关注：中兴通讯、紫光股份。

评论：

 华为推出通信大模型，AI-RAN 联盟成立

华为发布通信大模型，助力运营商高效运维。在 MWC24 巴塞罗那期间，华为董事、ICT 产品与解决方案总

裁杨超斌发布了通信行业首个大模型。根据介绍，华为通信大模型提供基于角色的 Copilots 和基于场景

的 Agents 的两类应用能力，帮助运营商赋能员工的同时，提升用户满意度，最终将全面提升网络生产力。

从典型场景实践来看，通信大模型将重点帮助运营商提高后期运营维护效率。在敏捷业务发放案例中，通

过放号助手的多模态精准评估，实现了快速用户放号；在用户体验保障案例中，通过大模型的寻优能力，

实现了多目标体验保障；在辅助排障场景下，跨流程的质差分析和对话辅助处理，显著改善了故障处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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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华为推出通信行业大模型

资料来源：华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AI-RAN 联盟（AI-RAN Alliance）成立。该联盟的创始成员包括亚马逊云科技、Arm、DeepSig、爱立信、

微软、诺基亚、美国东北大学、NVIDIA、三星电子、软银公司和 T-Mobile 等。联盟的使命是提高移动网

络效率、降低功耗以及改造现有基础设施，从而为电信公司在 5G 与 6G 的助力下利用 AI 释放新商机奠定

基础。

联盟成员将发挥其技术专长和领导力，重点推进三大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发展：

AI for RAN：利用 AI 提升 RAN 能力，从而提高频谱效率。

AI and RAN：整合 AI 与 RAN 流程，以更有效地使用基础设施，创造 AI 驱动的收入机会。

AI on RAN：通过 RAN 在网络边缘部署 AI 服务，提高运营效率并为移动用户提供新服务。

图2：AI-RAN 联盟创始成员 图3：AI-RAN 联盟成立

资料来源：AI-RAN 联盟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AI-RAN 联盟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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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赋能无线通信产业

运维成本是运营商成本的主要来源之一，5G 时代运营商运维难度提高。以国内三大运营商为例，其网络运

营支撑成本最高可占到总成本的约 40%。运营商的网络运维成本主要包括电费、铁塔租赁与服务等相关费

用、代维费用等。其中，5G 时代由于基站耗电量显著提升，据华为预估，5G 基站的单站能耗为 4G 的 3-4

倍左右，电费开支显著增长。但随着网络使用场景日益复杂，传统粗放式关断的运维手段不适宜，针对细

分站点定制节能策略又需要投入大量的运维人力，整体运维难度、投入产出比持续加大。

表1：三大运营商利润表拆分（亿元，%）

项目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绝对值 收入占比 YoY 绝对值 收入占比 YoY 绝对值 收入占比 YoY

通信服务收入 4522 85% 6% 2360 91% 7% 1710 89% 6%

销售产品收入 785 15% 11% 227 9% 21% 208 11% 36%

收入合计 5307 100% 7% 2587 100% 8% 1918 100% 9%

网络运营支撑成本 1398 26% 4% 725 28% 12% 292 15% 9%

折旧及摊销 982 19% 3% 457 18% 3% 401 21% 1%

员工薪酬 493 9% 11% 303 12% 6% 214 11% -2%

网间结算支出 113 2% 6% 68 3% 6% 56 3% 5%

销售产品成本 773 15% 12% 218 8% 18% 203 11% 39%

技术服务成本 - - - - - - 109 6% 4%

其他 18 0% 18% 22 1% -29% 163 8% 44%

成本合计 3778 71% 6% 1791 69% 8% 1437 75% 11%

销售费用 268 5% 2% 279 11% 0% 173 9% 8%

管理费用 276 5% 2% 180 7% 5% 134 7% 1%

研发费用 85 2% 22% 41 2% 27% 24 1% 11%

财务费用 -20 0% -54% 5 0% 1531% -2 0% 31%

期间费用合计 610 11% 9% 505 20% 5% 329 17% 5%

营业利润 980 18% 8% 272 11% 5% 151 8% 14%

净利润 762 14% 8% 202 8% 10% 125 6% 1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AI 有助于提高运营商运维效率。根据英伟达此前针对电信行业的调查数据显示，通过投资 AI 来提高网络

运营效率是最具吸引力的选项。国内运营商已有一定时间，根据中国电信此前公告，公司依托人工智能打

造基站节能方案，4G、5G 单基站电费分别下降 10%、16%，单位电信业务总量碳排放下降 13.4%，目前已经

覆盖 455 万扇区，2023 年上半年节电 4 亿度。

图4：电信运营商期望通过 AI 优化网络运营效率 图5：中国电信基站智慧节能平台组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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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vidi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综合来看，通过 AI 赋能网络运维有助于帮助运营商降本增效。英伟达此前的调查显示，73%的电信从业者

表示 AI 提高了特定领域的收入水平，接近 80%的受访者表示 AI 有助于节省成本。

表2：AI 对运营商经营的影响

提高经营收入 减少经营成本

没有帮助 33% 21%

<5% 27% 28%

5-10% 21% 21%

>10% 19% 14%

资料来源:NVIDI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SDN、NFV 等网络虚拟化技术有望加大应用。随着运营商逐步应用 AI 增强网络运维效率，从设备商层面，

由于大模型可自动化控制网元，不具备和大模型互操作的网络设备后续应用或受到影响，而 SDN、NFV 等

网络虚拟化技术的渗透率则有望提高，在相关领域领先布局的设备厂商有望受益。

图6：SDN 架构 图7：NFV 标准架构

资料来源：华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华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运营商积极布局 AI，算网资源丰富

围绕 AI 与智算方向，运营商不断加强布局。运营商加大算网侧资本开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均已展

开 AI 服务器招标采购，例如，中国电信 AI 服务器采购招标落地，共采购 4175 台训练型服务器；中国移

动稳步推进亚洲最大智算中心建设，预计将有万片级 AI 加速芯片,算力规模达 5EFLOPS。

表3：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情况（亿元）

中国移动 连接 算力 能力 基础 总计

2022 1171 335 134 212 1852

2023E 1029 452 141 210 1832

YoY -1% 35% 5% -0% -1%

中国电信
移动网

（5G+4G）
产业数字化 宽带网 运营系统 基础设施 总计

2021 398 173 161 46.0 89.3 867.2

2022 320 271 186 148 925.3

2023E 314.8 380 155 139.6 990.0

YoY -2% 40% -16% -6% 7%

中国联通
基础设施、
传输网及其他

固网宽带及数据 移动网络 算网投资 总计

2021 338.1 131.1 220.8 690

2022 142 742

2023E 149 769

YoY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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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运营商官网，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4：中国电信 AI 算力服务器（2023-2024 年）集采及中标候选人

标包 产品品类 产品名称 规格 数量（台） 中标候选人 投标报价（亿元）

标包一 I 系列服务器

主设备-训练型风冷服
务器（I系列）

CPU: Intel 至强可扩展处理器*2
GPU>=8 片，单卡 FP16 算力不低于

300TFLOPS（H800）
2073

超聚变 53.4

浪潮信息 53.4

紫光华山 53.7

宁畅 53.8

配套设备-IB 交换机 64 个 NDR 400G 端口；32 个 OSFP 光模块 1129

中兴通讯 52.9

烽火通信 50.4

联想 52.1

标包二 I 系列服务器

主设备-训练型液冷服

务器（I系列）

CPU: Intel 至强可扩展处理器*2

GPU>=8 片，单卡 FP16 算力不低于

300TFLOPS（H800）

125
超聚变 3.4

浪潮信息 3.4

配套设备-Infiniband

交换机
64 个 NDR 400G 端口；32 个 OSFP 光模块 53

紫光华三 3.4

宁畅 3.4

标包三 G 系列服务器
训练型风冷服务器（G

系列）

CPU: 鲲鹏 920 系列*4

GPU>=8 片，单卡 FP16 算力不低于

280TFLOPS

1048

华鲲振宇 13.0

昆仑技术 13.0

烽火通信 13.0

宝德 13.0

新华三 13.0

湘江鲲鹏 13.0

神州数码 13.0

黄河科技 13.1

标包四 G 系列服务器
训练型液冷服务器（G

系列）

CPU: 鲲鹏 920 系列*4

GPU>=8 片，单卡 FP16 算力不低于

280TFLOPS

929

华鲲振宇 14.8

昆仑技术 14.8

烽火通信 14.8

新华三 14.8

宝德 14.8

湘江鲲鹏 14.8

神州数码 14.8

黄河科技 14.8

超聚变 53.4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AI 大模型方面，例如中国移动今年以来陆续发布“九天·海算政务大模型”、“九天·客服大模型”和“九

天·众擎基座大模型”，持续推进大模型布局和应用；2023 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举办期间，中国电信在主论

坛发布千亿参数星辰大模型以及一站式智算服务平台“慧聚”，通过构建一站式全链路的大模型流水线，

为加速大模型的生产应用提供强劲动能。

图8：中国移动发布九天·众擎基座大模型 图9：中国电信 AI 能力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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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移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推介材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

电信行业积极拥抱 AI 应用，能够帮助电信运营商降本增效，集中体现在对网络运维效率的提升维度上，

例如基站智能节电、辅助排障、优化网络设计和部署等方面。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是运营商成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最高可占到成本比重的约 40%。5G 时期，由于基站耗能、网络结构复杂度提升，运营商运维成本

具有上行压力。AI 应用有助于提高运营商成本控制能力，推动盈利能力和 ROE 提升。

三大运营商持续投入 AI 布局，一方面从资本开支侧加大算网方面投资，另一方面积极部署自有大模型。

运营商具有稳增长、高分红属性，在国资委全面推进央企市值考核背景下，运营商成为央企关注股东回报

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同时，运营商是数据要素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结合 AI 布局，运营商估值具有上行

空间。持续推荐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随着运营商逐步应用 AI 增强网络运维效率，从设备商层面，由于大模型可自动化控制网元，不具备和大

模型互操作的网络设备后续应用或受到影响，而 SDN、NFV 等网络虚拟化技术的渗透率则有望提高，在相

关领域领先布局的设备厂商有望受益。

 风险提示：

通信大模型等 AI 应用进度不及预期；运营商资本开支持续下行；市场竞争格局恶化；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相关研究报告：

《通信行业周报 2024 年第 6 期-英伟达引领 AI 加速，硅光和液冷值得关注》 ——2024-02-25

《通信行业周报 2024 年第 5 期-AI 大模型持续发展，高速光模块需求旺盛》 ——2024-02-18

《通信行业周报 2024 年第 4 期-科技巨头加大 AI 投资，垣信卫星完成 A 轮融资》 ——2024-02-05

《通信行业 2024 年 2 月投资策略-布局高股息，掘金成长股》 ——2024-02-02

《通信行业周报 2024 年第 3 期-AI 芯片需求快速增长，算力军备竞赛持续》 ——2024-01-21

表5：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

证券 证券 投资 股价 EPS（元） PE PB 总市值

代码 简称 评级 （2 月 28 日） 2023E 2024E 2025E 2023E 2024E 2025E 2023E （亿元）

600941.SH 中国移动 买入 101.60 6.36 6.93 7.62 16.0 14.7 13.3 1.6 21735

601728.SH 中国电信 买入 5.83 0.34 0.37 0.40 17.4 15.7 14.4 1.1 5335

600050.SH 中国联通 买入 4.71 0.26 0.29 0.32 18.3 16.3 14.8 0.8 1498

000063.SZ 中兴通讯 买入 27.38 2.00 2.18 2.34 13.7 12.6 11.7 2.0 1310

000938.SZ 紫光股份 买入 20.09 0.79 0.98 1.17 25.4 20.5 17.2 1.7 57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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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普 500 指数(SPX.GI)或纳斯达克指数

（IXIC.GI）为基准。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股价表现优于市场代表性指数 20%以上

增持 股价表现优于市场代表性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股价表现介于市场代表性指数±10%之间

卖出 股价表现弱于市场代表性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代表性指数 10%以上

中性 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代表性指数±10%之间

低配 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代表性指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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