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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5 月川渝经济总体保持稳定运行 

今年以来川渝地区经济总体保持稳健增长，随着国内外需求的回暖，消费稳步复苏，假

期效应带动服务型消费走强。制造业逐步企稳回升，产业转型升级下高新技术产业实现

良好发展，看好今年工业进一步复苏。在海外补库、外需修复下，今年以来川渝出口规

模出现增长，同时随着产业升级推进，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规模增长，以及对新兴市场的

开发，将为川渝区域出口带来新增量。固投方面，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推进下，

新老基建项目加速落地，预计 2024 全年川渝区域基建投资将保持旺盛，固定投资增速

将继续稳定增长。 

❖ 2024年 1-5 月川渝上市公司整体表现较弱 

我们重点关注的四川综合指数下跌 2.60%，重庆综合指数下跌 8.85%。截至 2024年 6月

19日，四川板块 PE为 21.93倍，整体估值水平有所上升；重庆板块 PE 为 22.72倍，整

体估值水平有所下降。分行业来看，川渝地区各板块平均涨幅前三的为：美容护理

（+25.47%）、银行（+22.14%）、社会服务（+4.89%）。从上市公司来看，涨幅前三的

分别是瑞迪智驱（+241.82%）、新易盛（+133.03%）、宗申动力（+101.08%）；跌幅前

三的分别是正源股份（-72.07%）、建车 B（-61.51%）、康普化学（-55.54%）。 

❖ 建议关注新质生产力发展下川渝增长新动能 

一是“硬科技领域”，包括：①新能源汽车：未来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不变，带动

相关产业链迎来较快发展，建议关注川渝地区锂矿、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动力

电池、整车、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②机械制造：近期多次会议强调了

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预计在政策引导下，产业升级将为四川区域高端制造与未来制造行业带来发

展新机遇。③低空经济：建议关注川渝区域低空经济产业各细分领域发展机遇，其中上

游重视核心零部件，包括飞控系统、航电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等；中游关注无人机、飞行

汽车等厂商发展；下游应用端关注低空出行、物流运输、应急消防、观光旅游等领域。 

二是清洁能源领域，包括：①水风光电：随着川渝水风光互补能源供应体系建设的推进，

地区水电、风电、光伏、储能产业链上企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②氢能：随着技术不断

突破，预计氢能将有望落地，川渝氢能相关产业链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三是数字经济领域，建议关注：①布局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链企业；②数字基建领域建设

推进下相关产业链将持续受益。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消费恢复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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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回顾：1-5 月川渝经济实现平稳复苏 

1.1 川渝地区经济总体延续稳步复苏态势 

2024 年一季度川渝区域经济顺利实现开门红，GDP 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统计局数据显示，

四川方面，2024 年一季度 GDP 为 14142.6 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857.0 亿元，增长 2.7%；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766.3 亿元，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

为 8519.3 亿元，增长 6.4%。重庆方面，一季度 GDP 为 7232.0 亿元，同比增长 6.2%，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08.1 亿元，增长 3.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2632.6 亿元，

增长 7.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291.4亿元，增长 5.9%。 

川渝区域工业保持稳步复苏。四川方面，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重庆方面，1-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碳中和目标推进下，川渝新

能源产业实现较快增长，带动第二产业 GDP 增长提速。其中，四川 1-5 月单晶硅增长

115.1%，锂离子电池增长 95.1%，多晶硅增长 53.6%；重庆方面，1-4 月全市汽车产量

79.8万辆，同比增长 13.5%，其中新能源汽车 23万辆，增长 1.2倍。 

2024 年初至今，川渝地区经济总体保持稳健增长，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制造业保持稳

健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下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良好发展，看好川渝经济进一步复苏。同时，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推进下，新老基建项目加速落地，地区产业协同发展，也将

推动川渝地区经济保持稳健发展。 

 

图 1： 一季度四川省 GDP 保持稳健增长  图 2： 一季度重庆市 GDP 保持良好增速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1.2 川渝地区消费整体实现逐步恢复 

进入 2024 年，川渝区域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步复苏趋势。四川方面，1-5 月全省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979.0 亿元，同比增长 5.0%。其中，餐饮收入 1525.1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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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1.8%；商品零售 9453.9 亿元，同比增长 4.0%。重庆方面，1-4 月全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88.3 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商品零售同比增长 3.9%，餐饮

收入同比增长 14.3%。随着促销费政策持续发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有望带动新能

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家装等细分行业消费增长，助力 2024 全年川渝区域消费实现

进一步增长。 

 

图 3： 1-5 月四川省社零实现平稳增长  图 4： 1-4月重庆市消费保持稳步复苏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以旧换新”政策落地，全年川渝区域有望保持温和通胀。四川方面，1-5 月全省 CPI

同比下降 0.3%，较上月温和回升，主要与猪价上涨有关。重庆方面，1-4 月全市 CPI 同

比下降 0.1%，较上月回升 0.1pct。整体来看，随着促销费政策持续发力，“以旧换新”

政策有望助力市场需求回暖，带动消费增长，CPI 负增长趋势有望在下半年扭转，全年

物价有望维持温和上行。 

 

图 5： 四川省 1-5月 CPI、PPI  图 6： 重庆市 1-4月 CPI、PPI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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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内外需求复苏为川渝区域外贸保持稳定提供支撑 

海内外需求回升带动进出口 2024 年回暖。2024 年 1-5 月四川省进出口总额 4023.1 亿

元，同比增长 6.9%。其中，出口 2423.8 亿元，同比下降 1.6%；进口 1599.3 亿元，同

比增长 23.1%。重庆方面，1-4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2178.7亿元，同比下滑 5.5%。其

中，出口 1503.3亿元，同比增长 0.7%；进口 675.5亿元，同比下滑 17.0%。 

川渝区域出口韧性较强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川渝地区交通体系建设稳健推进，外贸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二是产业升级持续，高附加值产品在海外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三是海内外需求复苏提供稳定支撑，新兴市场开发带来新增量。 

 

图 7： 1-5 月四川省出口规模实现较快增长  图 8： 1-4月重庆市进出口规模实现稳步回升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1.4 川渝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 

川渝区域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四川方面，1-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增长 1.1%，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1.5%，第三产业

投资下降 3.1%。重庆方面，1-4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1%，其中第一、二产业

投资保持正增长，增速分别为 1.0%、15.7%，第三产业受房地产投资下降影响，同比下

降 1.6%。在稳增长政策指导叠加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下，川渝地区将持续有大量基

建项目落地，预计 2024全年川渝基建投资将保持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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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5 月四川省固定投资保持稳定  图 10： 1-4月重庆市固定投资增速稳步回升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 

 

二、市场回顾：2024 年 1-6 月川渝板块整体表现较弱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9 日，上证综指上涨 4.37%，深证成指上涨 0.66%，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05%。我们重点关注的四川综合指数下跌 2.60%，重庆综合指数下跌 8.85%。

截至 2024 年 6 月 19 日，四川板块 PE 为 21.93 倍，整体估值水平有所上升；重庆板块

PE为 22.72倍，整体估值水平有所下降。分行业来看，川渝地区各板块平均涨幅前三的

为：美容护理（+25.47%）、银行（+22.14%）、社会服务（+4.89%）。 

 

图 11： 2024年 1-6 月川渝各板块平均涨跌幅排名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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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4年 1-6 月川渝板块估值走势 PE（TTM，月）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从上市公司来看，涨幅前三的分别是瑞迪智驱（+241.82%）、新易盛（+133.03%）、宗

申动力（+101.08%）；跌幅前三的分别是正源股份（-72.07%）、建车 B（-61.51%）、

康普化学（-55.54%）。 

 

图 13： 2024年 1-6 月个股涨跌幅排名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收盘价（元） 1-6月涨跌幅（%） 市值（亿元） EPS(TTM) PE(TTM)

瑞迪智驱 301596.SZ 88.60 241.82 47.98 1.78 49.80

新易盛 300502.SZ 114.93 133.03 802.92 1.27 90.15

宗申动力 001696.SZ 13.08 101.08 144.16 0.32 40.38

运机集团 001288.SZ 28.60 71.86 45.60 0.66 43.36

百亚股份 003006.SZ 24.17 63.69 103.04 0.61 39.80

明星电力 600101.SH 13.27 57.79 53.94 0.45 29.25

国光股份 002749.SZ 16.45 42.50 71.37 0.71 23.12

隆鑫通用 603766.SH 7.22 41.92 143.95 0.32 22.60

百利天恒-U 688506.SH 197.84 41.42 781.95 10.95 18.07

四川九洲 000801.SZ 10.79 40.13 105.45 0.19 56.02

正源股份 600321.SH 0.50 -72.07 7.55 -0.10 -4.88

建车B 200054.SZ 1.22 -61.51 1.46 -0.48 -2.32

康普化学 834033.BJ 15.46 -55.54 17.77 1.16 13.36

普瑞眼科 301239.SZ 38.29 -55.48 56.11 0.82 46.79

盟升电子 688311.SH 22.75 -55.40 35.96 -0.37 -62.29

优机股份 833943.BJ 7.18 -52.50 7.22 0.67 10.71

智飞生物 300122.SZ 29.31 -52.04 684.15 3.13 9.36

ST三圣 002742.SZ 1.69 -50.00 6.96 -1.05 -1.61

新安洁 831370.BJ 1.74 -50.00 5.33 -0.19 -9.24

乐创技术 430425.BJ 10.38 -49.44 5.26 0.53 19.59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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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渝区域下半年策略展望：新质生产力引领增长新方向 

3.1 关注“硬科技”领域发展机遇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核心，加速硬科技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已逐步被国

家提升至战略层面重点部署。硬科技是指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之上，需要长期研发

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明确应用场景，难以被复制和模仿，对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关键核心技术。 

3.1.1 新能源汽车：川渝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进入快速发展期 

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川渝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较快发展。汽

车电动化趋势已然成为我国以及全球汽车行业主流趋势，2020 年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

销量保持较快增长，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显示，2023年全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773.6万辆，同比增长 36.2%。进入 2024年新能源汽车行业

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5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2.6万辆和 389.5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30.7%和 32.5%，市场占有率达到 33.9%。预计 3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达 82万辆，同比增长 33%。川渝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实现了产销齐升，其中四川 2024

年 1-5 月单晶硅增长 115.1%，锂离子电池增长 95.1%，多晶硅增长 53.6%。重庆方面，

1-4 月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23 万辆，增长 1.2 倍。预计 2024 下半年川渝区域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将继续保持高增。 

川渝合作将为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一方面四川与重庆的传统汽车

产业均有不小规模，对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具有优势，随着两地在新赛

道上不断加深合作，将有利于川渝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四

川锂盐资源丰富，产能全国排名居前，电池级的碳酸锂、氢氧化锂产能也在全国范围内

排名居前，原料方面的优势也有利于川渝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进入快速成长期，未来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不变，带动相关产业

链迎来较快发展，建议关注川渝地区锂矿、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动力电池、整

车、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 

3.1.2 机械制造：政策将带动下游设备更新需求提升 

建议关注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领域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

系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关乎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认识到，传统产业不一定就是落后产业，经过转型升级后，也

能够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助力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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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路径发生质变。因此，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把所

有传统产业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机制依法依规淘汰落

后产能。同时，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近期多次会议强调了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各类生产设

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预计在政策引导下，产业升级将为四川区域高端制造与

未来制造行业带来发展新机遇，建议关注五大方向：节能减排、超低排放、安全生产、

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 

3.1.3 低空经济：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 

政策引导下“低空经济”持续火热。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纳入 2024

年工作任务，同事 3 月底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为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极提供有力支撑。 

对川渝区域而言，一方面“低空经济”具有较大的经济潜力。低空经济是以各种有人驾

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

经济形态，随着低空经济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在提升城市交通运输、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将发挥出重要作

用。从产业链来看，低空经济的范围很广。既包含上游的航天器生产制造商，也包括中

游的服务运营商和下游的应用端，涵盖了通航制造、物流、旅游、农业、应急救援、商

贸、教育等多个领域，工信部预计未来低空经济将形成万亿级产业规模。 

另一方面，川渝在低空经济领域已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竞争实力较强，政策与市场双重

提振下相关产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具体来看，四川在航空航天与无人机方面具有良好

的产业基础，其中在航空航天领域，全省航空航天产业规模超千亿元，拥有多家头部大

型企业，基本形成以“整机—发动机—大部件—航空电子—地面设备”为链条的航空制

造产品体系，能够有效为区域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人才及其产业配套的支持。而在

无人机领域，四川深耕无人机赛道 10 余年，目前已成为大型高端无人机研发制造与工

业级无人机的产业中心，在技术、品牌、头部企业、产值规模上走在全国前列。重庆方

面，在航空航天领域，重庆已形成通用航空“整机+核心部件+配套制造+运营+服务+金

融”全产业链，培育出了一批具有行业重要影响力的龙头项目；在无人机领域，目前在

重庆落地从事生产、研发及销售、应用的无人机企业百余家，已构建四大无人机产业基

地。 

建议关注川渝区域低空经济产业各细分领域发展机遇，其中上游重视核心零部件，包括

飞控系统、航电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等；中游关注无人机、飞行汽车等厂商发展；下游应

用端关注低空出行、物流运输、应急消防、观光旅游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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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清洁能源：川渝区域清洁能源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下多行业受益 

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

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也要求较

强的绿色属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一定是绿色可持续的。

预计生产力绿色化转型下，川渝区域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地热能等新能源产业

将保持较快发展。 

3.2.1 清洁能源供能体系建设下水风光项目建设有望加速推进 

未来川渝地区能源供应体系将从以传统能源为主向以新能源为主转型。2020 年我国提

出碳中和远期目标，推动以石油、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向以风电、光伏、水电、氢

能、核电等清洁能源体系转型，在这过程中将释放大量新能源相关需求，成为未来我国

经济增长的核心领域之一。《四川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对四川地区水风

光电开发做出进一步计划，“十四五”期间，四川计划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 4100万

千瓦，其中，风电约 600 万千瓦，光伏发电约 1000万千瓦。同时，四川省在 2024年工

作安排建议中提出，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

展。 

水电：川渝地区水电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水电基建项目将陆续落地，水电产能将

持续释放。四川地处我国地势一二阶梯过渡带，海拔落差较大，河流众多，水电资源丰

富，全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中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均位于四川省内，目前四川地区

水电装机总量、发电量均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四川省水电产业持续发展，水电资源不

断得到开发，随着多个水电站投产，装机容量保持稳步增长，水电发电量持续提升， 叠

加稳经济政策驱动下，水利基建投资有望进一步提速，预计“十四五”期间四川地区将

有多个大型水电站项目投产，水电产能将保持较快增长。 

风电、光伏：“碳中和”下新能源发电量将保持较快增长，相关上下游产业链将实现较

快发展。四川省全省光伏技术可开发量合计 8500万千瓦，风能技术可开发量为 1800万

千瓦，主要集中在川西地区，目前相关资源的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随着“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推进，预计川西地区未来风电、光伏装机量将有较大

增长空间，川渝地区风电发电机组制造、硅料、电池片等风电、光伏相关产业链将持续

受益。 

同时，水风光一体化模式进一步增强了可再生能源保供能力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动力，

正成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开发的新模式。风电、光伏受自然环境变化影响较大，具有随

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其中风电一般夜晚、冬春秋季发电量较多，白天、夏季发电量

较少；光伏则是与之相反，白天发电量较多，夜晚较少，这使得新能源发电对电网安全

往往造成一定影响。而水电通过优化调度和水电机组快速灵活调节，可将随机波动的风

电、光伏发电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电源，有效破解风能、太阳能开发难题。目前四

川雅砻江流域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柯拉光伏电站已正式建成，预计随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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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的不断完善，四川省内水风光一体化新能源项目将加速落地，助力四川区域新能

源产业实现进一步增长。 

随着川渝水风光互补能源供应体系建设的推进，地区水电、风电、光伏、储能产业链上

企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3.2.2 川渝具备良好的氢能发展基础，相关产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随着技术不断突破，预计氢能将有望落地，川渝氢能相关产业链未来发展空间较大。氢

能被视为 21 世纪最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具有来源广泛、清洁无碳、灵活高效、下游应

用场景丰富的特点。风电、光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具有不稳定的特性，相比之下，通

过“电-氢-电”的转化方式，氢能依托能量密度高、储能规模大，可作为长时间或季节

储备的最优方案，是一种新型的储能方式，实现发电、储电、用电全过程零碳排放。现

阶段我国氢气的制取以化石能源和工业副产为主，未来将逐步转向以可再生能源电解和

化石能源+CCUS为主，实现零碳/低碳排放，亦将带动电解制氢领域和碳捕集、封存领域

的发展进步。目前，氢能仍然存在成本高、储运困难、转换效率低等问题，还有待技术

进一步发展以推动氢能的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川渝具备良好的氢能技术储备与发展基础，在氢能赛道竞争力较强。一方面川渝区域目

前已形成从制氢、加氢到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核心部件、氢燃料电池整车的完整产业链条；

另一方面，川渝作为清洁能源大省，水风光电资源丰富，同时目前水电装机量超 1亿千

瓦，位居全国第一，具备良好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基础，在发展绿色氢能方面具

备较强竞争力。 

 

3.3 数字经济：川渝区域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有望实现较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需要生产效率的提升，当今时代数字提升生产效率绕不开数字化。在政府工

作报告新质生产力章节第三部分，继续强调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发展数字经济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如何实现数字经济为产业赋能是

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 

数字经济成为我国未来重点发展领域，成渝双城经济圈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具备良好的产

业与政策基础。2023年全国两会政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以及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推动生产力提

升，提高经济生产效率。通过推动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带动资源利用效

率的进一步提高，减少没必要的资源浪费，进而节省生产成本，改善盈利水平，增强我

国经济韧性与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来说，此前发

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成都、重庆列为“东数西算”八个全国算力枢

纽节点之二，乘上政策东风，川渝地区数字经济有望实现较快发展。同时，成渝两地数

字经济产业基础良好，在计算机、通讯、电子等领域具备一定产业优势，同时区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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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产业初具规模，政策助力下成渝双城经济圈在数字经济中的

优势地位将进一步确立。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为数字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AI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运用场景

不断增多，多个人工智能企业成功跨过盈亏平衡线，人工智能行业进入发展新时期。展

望未来，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AI技术有望与众多产业结合发展，以智能化

赋能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未来发展潜力较大，盈利空间可期。建

议关注：一是布局 AI 技术领域应用，以及以 AI 技术赋能自身业务转型的企业；二是 AI

本身基于海量数据，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场景的不断增多下，对大数据、云计

算等需求也将相应增加，相关产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数字基建投资将保持旺盛，数字经济细分行业将持续受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提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

推进包括 5G网络、物联网、北斗、算力枢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等项目的建设，

预计“十四五”期间数字基建投资将进一步提速，建议关注： CPO、5G、物联网、卫星

互联网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细分领域。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消费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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