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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中长期确定性不改，低空经济拉动 CNS 相关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   
——通信行业周报（2024.4.15-2024.4.21）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行业走势 
行情回顾：过去一周（2024.4.15-4.19），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

别为1.52%，0.56%，中信通信指数涨跌幅为-0.43%，在中信30个一级行

业排第13位。过去一周通信板块个股表现：股价涨幅前五名为: 广哈通信

15.84%、亿联网络12.96%、太辰光10.37%、移远通信8.77%、移为通信

8.49%。股价跌幅前五名为：ST中嘉-22.56%、ST鹏博-22.43%、ST通脉-

22.42%、ST美讯-22.37%、ST九有-22.35%。 

过去一周通信板块呈现回调走势，细分板块通信设备、电信运营 II板

块、通讯工程服务近一周分别上涨-1.32% 、5.13% 、-7.2%，增值服务 II

子版块下跌 9.18%。 

◼ 行业核心观点 

一、算力行业短期扰动加大，中长期确定性不改 

短期扰动加大，美股算力板块回调。4月19日，美股算力板块大幅回

调，其中Arm跌超16%，英伟达下跌10%，纳微半导体、AMD跌超5%。

我们分析主要由于：宏观，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密集放鹰，降息预期落

空引发纳指回调；产业，台积电和ASML财报不及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半

导体周期复苏的担忧；边际变化，英伟达服务器供应商SMCI打破了提供

初步业绩指引的惯例，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我们认为AIGC基建仍是高景

气赛道，大模型持续迭代加大训练测算力需求，AI PC等端侧推理需求

推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短期扰动不改中长期确定性。 

运营商加码智算中心建设，招采项目落地加大算力行业确定性。4月18

日，中国移动发布2024年至2025年新型智算中心采购招标公告，将采购

AI服务器7994台及配套产品、白盒交换机60台。此前，移动还发布了

2023-2024年新型智算中心（试验网）集采项目，12个标包对应AI训练

服务器采购量总计达到2454台，其中1-11标包集采1204台，12标包集采

1250台，合计不到2024年至2025年服务器采购数量的三分之一。3月23

日，联通发布2024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采项目，合计采购2503台；23年

10月，电信AI算力服务器(2023-2024年)集采金额超84亿元，规模为

4175台。我们认为运营商智算中心服务器大规模集采项目陆续落地，显

示出运营商资本开支将向算力基础设施倾斜，加大了算力行业中长期发

展的确定性。 

 

二、低空经济成为6G价值场景共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提速 

6G标准时间表明确，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4月16-18日，2024全球

6G技术大会上3GPP高管表示，3GPP当中的6G SI将从R20开始，R20

包括5G Advanced规范和一些6G SI，预计将于2027年3月进行冻结；

Release 21将成为首个6G标准规范，预计将于2030年冻结。明确6G标

准时间表，不仅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同时“6G在全球”的探索力度

不断加码，将挖掘更多场景价值。 

低空经济成为价值场景共识，通感一体推动导航向高精度定位发展。6G

融合通信、感知、计算、AI、安全等多维能力要素为一体，支持空天地

一体泛在连接，同时兼顾带宽、时延、能效和成本多维度的要求，被视

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基石。其中，6G 单点技术通感一体由于其感知服

务的精度高，避免基站重复建设，节约频谱资源等优势，能够满足低空

应用的 CNS 需求，被视为是低空经济信息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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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商业绩保持平稳，数智化转型打造长期发展动能 

23 年三大运营商整体业绩稳步增长。移动、电信、联通 2023 年分别实

现营业收入10093.09、5078.43、3725.97亿元，分别同比增加7.69%、

6.92%、4.97%；归母为 1317.66、304.46、81.73 亿元，分别同比增加

5.03%、10.34%、11.97%。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业务投资加大。中国移动 24 年将持续发力算

力、能力中台建设。算力开支计划为 475亿元，较 2023年上涨 21.5%，

智算算力累计将超过 17EFLOPS。中国电信计划聚焦战略新业务，产业

数字化投资 2022-2024E 分别为 271.11、355.82、369.60 亿元，占总资

本开支的比重分别为 29.30%、36.00%、38.50%，还将在云、算力相关

领域投资 180 亿元，智算能力提升超 10EFLOPS，达到 21EFLOP 以

上。中国联通 24 年将投资重点由稳基础的联网通信业务转向高增长的算

网数智业务。 

打造数智化服务能力，迈向“网+云+AI+应用”的智能时代。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运营商为了解决“管道化”难题，积极寻

求转型发展。1）建设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夯实数智化转型底座；2）发

力云业务，提供数据服务“产品雁阵”；3）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向

“AI+”延伸拓展。我们认为，运营商将在持续发力“上云用数”的同

时，更加突出“智”的驱动作用，加快从“+AI”向“AI+”转变，更好

支撑形成新质生产力。 

 

建议关注：1）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2）6G产业

链：移远通信、广和通、美格智能、通宇通讯、盛路通信、武汉凡谷、

硕贝德；3）算力：海光信息、龙芯中科、寒武纪等、恒为科技、锐捷网

络；4）光模块：中际旭创、天孚通信、新易盛、源杰科技、太辰光、铭

普光磁、联特科技、博创科技等。 

 

◼ 行业要闻 
全球芯片代工厂份额出炉：台积电位居第一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最新报告，2023年第4季度全球代工产值

相比上一季度增长了约10%。在台积电方面，他们在芯片代工行业仍然

保持领先地位，占据了61%的市场份额。台积电的营收好于预期，部分

归因于英伟达人工智能GPU的需求增加，以及苹果公司的iPhone15推动

了3nm节点的增长。三星在第四季度的市场份额为14%，主要得益于智

能手机的补货需求增加。他们的S24系列预购订单激增，预示着他们在

5/4nm节点的收入将大幅增加。 

 

2024 联想 Tech World：混合式人工智能是 AI 普惠必由之路 

4 月 18 日第十届联想创新科技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大会重磅发布了 AI

新物种——内置个人智能体“联想小天”的 AI PC 系列产品，同时还发

布了企业智能体以及联想万全异构智算平台等创新应用与解决方案。混

合式人工智能框架中，个人大模型和企业大模型，以及在其基础上开发

出的个人智能体和企业智能体，将与公有大模型共存互补，提供更加个

性化的服务并满足隐私保护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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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15-4.19），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别为

1.52%，0.56%，中信通信指数涨跌幅为-0.43%，在中信 30个一级

行业排第 13位。过去一周通信板块呈现回调走势，细分板块通信

设备、电信运营 II板块、通讯工程服务近一周分别上涨-1.32%

 、5.13% 、-7.2%，增值服务 II子版块下跌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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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哈通信

15.84%、亿联网络 12.96%、太辰光 10.37%、移远通信 8.77%、移

为通信 8.49%。股价跌幅前五名为：ST 中嘉-22.56%、ST 鹏博-

22.43%、ST通脉-22.42%、ST美讯-22.37%、ST九有-22.35%。 

 

 

 

 

 

图 1：中信一级行业周涨幅（%）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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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核心观点 

2.1  算力行业短期扰动加大，中长期确定性不改 

短期扰动加大，美股算力板块回调。4 月 19 日，美股算力板

块大幅回调，其中 Arm 跌超 16%，英伟达下跌 10%，纳微半导

体、AMD 跌超 5%。我们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宏观层

面，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密集放鹰，降息预期落空引发纳指回

调；2）产业层面，台积电和 ASML 财报不及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半

导体周期复苏的担忧；3）边际变化层面，英伟达服务器供应商

SMCI 打破了提供初步业绩指引的惯例，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我们

认为 AIGC 基建仍是高景气赛道，大模型持续迭代加大训练测算

力需求，AI PC 等端侧推理需求推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短期

扰动不改中长期确定性。 

运营商加码智算中心建设，招采项目落地加大算力行业确定

性。4 月 18 日，中国移动发布 2024 年至 2025 年新型智算中心采

购招标公告，将采购 AI 服务器 7994 台及配套产品、白盒交换机

60 台。此前，移动还发布了 2023-2024 年新型智算中心（试验

网）集采项目，12 个标包对应 AI 训练服务器采购量总计达到

2454 台，其中 1-11 标包集采 1204 台，12 标包集采 1250 台，合

计不到 2024 年至 2025 年服务器采购数量的三分之一。3 月 23

日，联通发布 2024 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采项目，合计采购 2503

台；23 年 10 月，电信 AI 算力服务器(2023-2024 年)集采金额超

84 亿元，规模为 4175 台。我们认为运营商智算中心服务器大规

模集采项目陆续落地，显示出运营商资本开支将向算力基础设施

倾斜，加大了算力行业中长期发展的确定性。 

 

2.2  低空经济成为 6G 价值场景共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有望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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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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标准时间表明确，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4 月 16-18

日，2024 全球 6G 技术大会上 3GPP 高管表示，3GPP 当中的

6G SI 将从 R20 开始，R20 包括 5G Advanced 规范和一些 6G 

SI，预计将于 2027 年 3 月进行冻结；Release 21 将成为首个

6G 标准规范，预计将于 2030 年冻结。明确 6G 标准时间表，不

仅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同时“6G 在全球”的探索力度不断

加码，将挖掘更多场景价值。 

6G 未来应用场景广阔，低空经济成为价值场景共识。6G 融

合通信、感知、计算、AI、安全等多维能力要素为一体，支持空天

地一体泛在连接，同时兼顾带宽、时延、能效和成本多维度的要

求，被视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基石。中国科学院院士尤肖虎表

示：“在 6G 标准产业化之前，我们的技术研发已经非常扎实，可

以提前把一些 6G 的候选技术用于现有的低空经济的低空互联网或

者低空物联网，6G 单点技术应用有望提前。” 

通感一体是低空经济信息化的核心，推动导航向高精度定位

发展。通感一体作为 6G 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外部需求的推动下，

变成了 5G-A 的关键技术。 

对于中高空飞行器进行跟踪和探测，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雷

达，但是对于低空飞行器，雷达存在不足：1）障碍物较多，雷达

会存在大量盲区；2）雷达的功率高，在居民区大量布设，存在不

便；3）针对低空飞行，新建大量雷达站，会带来巨额成本。 

通感一体是较优解决方案。1）感知服务的精度高，低空场景

感知距离高达 1km，精度高达亚米级，最小感知物体反射面仅

0.01 ㎡；2）基站不需要重复建设，节约资金；3）基站通感一体，

使用的都是已授权的通信频段，节约了频谱资源。 

通感一体的引入在提供低空通信的基础上，具备定位、导航、

轨迹监测等能力，满足低空应用的 CNS 需求。 

 

2.3  运营商业绩保持平稳，数智化转型打造长期发展动能 

23 年三大运营商整体业绩稳步增长。移动、电信、联通 2023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093.09、5078.43、3725.97 亿元，分别同

比增加 7.69%、6.92%、4.97%；归母为 1317.66、304.46、

81.73 亿元，分别同比增加 5.03%、10.34%、11.97%。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业务投资加大。中国移动 24 年将持

续发力算力、能力中台建设。算力开支计划为 475 亿元，较 2023

年上涨 21.5%，智算算力累计将超过 17EFLOPS；能力中台开支

计划为 163 亿元，较 2023 年上涨 21.6%，计划上台能力累计实现

1200项，能力调用量累计实现 7000亿次。中国电信计划聚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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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产业数字化投资 2022-2024E 分别为 271.11、355.82、

369.60 亿元，占总资本开支的比重分别为 29.30%、36.00%、

38.50%，还将在云、算力相关领域投资 180 亿元，智算能力提升

超 10EFLOPS，达到 21EFLOP 以上。中国联通 24 年将投资重点

由稳基础的联网通信业务转向高增长的算网数智业务。 

打造数智化服务能力，迈向“网+云+AI+应用”的智能时

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运营商为了解决“管

道化”难题，积极寻求转型发展。1）建设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夯

实数智化转型底座；2）发力云业务，提供数据服务“产品雁

阵”；3）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向“AI+”延伸拓展。我们认

为，运营商将在持续发力“上云用数”的同时，更加突出“智”

的驱动作用，加快从“+AI”向“AI+”转变，更好支撑形成新质

生产力。 

建议关注：1）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2）6G 产业链：移远通信、广和通、美格智能、通宇通讯、盛路

通信、武汉凡谷、硕贝德；3）算力：海光信息、龙芯中科、寒武

纪等、恒为科技、锐捷网络；4）光模块：中际旭创、天孚通信、

新易盛、源杰科技、太辰光、铭普光磁、联特科技、博创科技

等。 

3  行业重要新闻 

3.1  市场 

全球芯片代工厂份额出炉：台积电位居第一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最新报告，2023年第 4季度全

球代工产值相比上一季度增长了约 10%。在台积电方面，他们在

芯片代工行业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占据了 61%的市场份额。台积

电的营收好于预期，部分归因于英伟达人工智能 GPU 的需求增加，

以及苹果公司的 iPhone15推动了 3nm节点的增长。三星在第四季

度的市场份额为 14%，主要得益于智能手机的补货需求增加。他

们的 S24 系列预购订单激增，预示着他们在 5/4nm 节点的收入将

大幅增加。（C114 通信网 2024.4.15） 

 

3.2  5G-A 

安徽电信携手集团研究院、华为完成集团首个高铁场景 3CC

载波聚合，开启高铁 5G-A 新时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简称安徽电信）联合集

团研究院和华为在京沪高铁宿州段打造集团首个 2.1GHz+3.5GHz 

3CC 5G-A 高铁极致体验网络。在 347km/h 时速下，实测用户体

验速率可达 770Mbps，相比传统部署方式速率提升近 3 倍，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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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高铁 5G-A 新时代。这意味着在 350km/h 行驶的高铁上，用

户可以畅享 4K 直播、高清视频、云游戏等业务。其中 3CC 三载

波聚合技术是 5G-A 网络的核心技术之一，结合 2.1GHz FDD 频

段的覆盖优势与 3.5GHz 频段的容量优势，实现了更高速率、更低

时延和更广覆盖的增益，给用户体验带来质的飞跃。（C114 通信

网 2024.4.16） 

 

3.3  人工智能 

2024 联想 Tech World：混合式人工智能是 AI 普惠必由之路 

4 月 18 日第十届联想创新科技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大会重

磅发布了 AI 新物种——内置个人智能体“联想小天”的 AI PC 系

列产品，同时还发布了企业智能体以及联想万全异构智算平台等

创新应用与解决方案。混合式人工智能框架中，个人大模型和企

业大模型，以及在其基础上开发出的个人智能体和企业智能体，

将与公有大模型共存互补，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并满足隐私保

护需求。（C114 通信网 202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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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信 2024.4.15 
预计 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8914.66万元，同比增长

0.60%；归母净利润 13587.34 万元，同比下降 39.32%。 

二六三 2024.4.15 
公司发布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

2200 万元至 3200 万元，同比增加 10.93%-61.35%。 

高鸿股份 2024.4.16 

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送达共计 12 起案件

的诉讼材料，涉案的金额：4.00 亿元及迟延付款违约金

1.93 亿元、诉讼费、保全费用。 

映翰通 2024.4.18 

公司发布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1.7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251.2 万元

（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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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建设速度未达预期，中美贸易摩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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