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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逻辑

 电表招标高景气，全年有望提供强业绩支撑。

 国网2024年营销项目第一次计量设备招标中，电表招标数量4416万只，同比+84%；总中标金额共计123.8亿元，占比达到

2023全年的53.2%，同比2023年第一批中标金额+37%。

 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电表招标总数量有望达到9000只，接近2014-2015的高峰水平，同比增速有望超过25%。按本批次整体价

格环比下降6%左右估算，我们预计今年招标总金额有望达到276亿元，同比增长18.54%。

 根据国网招标要求统计，24年第一批招标首次交付时间集中在H1，1-6月交付数量占比65%（4-5月占比48%），7-12月交付

数量占比32%，极少量在25年4月份交付。23年第二批首次交付时间约50%在23年底，50%在24年。2023年第二批次+2024年

第一批次电表招标数合计已达9100+只；近两次招标总金额超266亿元。

 海外市场：空间广阔+持续高增。

 根据海关数据，2023年我国智能电表出口量为已达到6851万个（总量约为国网全年招标量的96%），同比+24%，出口金额

达99亿元，同比+24%。国内企业加紧抢占东南亚、中东及非洲、欧洲和拉美等地区市场。

 投资建议：智能电表国内招标及海外出海呈现高景气，建议关注：东方电子、威胜信息，其他受益标的还包括：煜邦电力、

炬华科技、三星医疗、海兴电力等。

 风险提示：国网招标落地不及预期、海外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市场竞争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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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智能电表：更新周期+出海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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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合计 2022年合计 2023年合计 2023年一批 2023年二批 2024年一批
A级单相智能电能表 120.0 113.1 118.7 39.4 79.3 74.3 

YoY -5.7% 4.9% 88.6%

B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44.6 59.3 65.6 26.7 38.9 26.4 

C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4.7 6.4 5.0 2.3 2.8 2.0 

D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0.4 0.7 0.3 0.1 0.1 0.1 

高端智能电能表 1.1 

三项电能表合计 49.7 66.3 70.8 29.1 41.8 29.6 

YoY 33.4% 6.9% 1.7%

电表合计 169.7 179.4 189.5 68.5 121.0 103.9 

YoY 5.7% 5.6% 51.7%

集中器及采集器 21.7 28.1 19.8 9.5 10.3 10.1 

专变采集终端 9.2 27.0 23.5 12.2 11.3 9.8 

采集器合计 30.9 55.1 43.3 21.7 21.6 19.9 

YoY 78.6% -21.4% -8.3%

总合计 200.6 234.5 232.9 90.2 142.7 123.8

YoY 16.9% -0.7% 37.3%

 国网24年第一批电表中标情况：4月7日，国网电子商务平台发布2024年营销项目第一次计量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候选人
公示，总中标金额共计123.8亿元，占比达到2023全年的53.2%，同比2023年第一批中标金额+37%。

 单相表招标金额大幅增长。其中：（1）单相表招标金额74.3亿元，同比+89%；（2）三相表招标金额29.6亿元，同比
+2%；高端智能电能表首次招标1.1亿元；（3）集中器及采集器等设备招标金额19.9亿元，同比-8%。

国网24年第一次电表招标情况

资料来源：招标网、国网电子商务平台，德邦研究所

近三年国网智能电表及用电采集招标金额情况（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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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表招标数量4416万只，同比+84%。本次招标所有类型设备总需求数量为4654万只，整体需求量同比增加75.6%，其
中电表类4416万只，同比+84%。分类型看，A级单相智能电表3827.8万台（同比+107%）；B级电表543万台（同比
+8%）；C级电表42.9万台；D级及以上电表（含D级电表和高端智能电表）1.8万台（同比+65%）；集中器及采集器109
万台（同比+15%）。

国网24年第一次电表招标情况

资料来源：招标网、国网电子商务平台，德邦研究所

2022年合计 2023年合计 2023年一批 2023年二批 2024年一批
A级单相智能电能表 5164.0 5773.1 1851.0 3922.2 3827.8 

YoY 11.8% 106.8%

B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1066.8 1264.4 502.5 761.9 543.0 

C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113.1 97.1 43.1 54.0 42.9 

D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4.6 2.3 1.1 1.2 0.8 

高端智能电能表 1.0 

三项电能表合计 1184.5 1363.8 546.7 817.1 587.8 

YoY 15.1% 7.5%

电表合计 6348.5 7137.0 2397.6 4739.3 4415.6 

YoY 12.4% 84.2%

集中器及采集器 322.5 208.7 94.6 114.2 109.0 

专变采集终端 266.2 278.7 158.1 120.6 128.9 

采集器合计 588.7 487.5 252.7 234.8 237.9 

YoY -17.2% -5.8%

总合计 6937.2 7624.4 2650.3 4974.1 4653.5 

YoY 9.9% 75.6%

近三年国网智能电表及用电采集招标数量情况（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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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能表构成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末端，包括单相电能表、三相电能表等。

 电力采集系统自下而上主要由电能表、采集终端及计量设备、通信信道和主站四部分组成。

 电能表负责采集电力系统的原始用电信息，采集终端负责电能表数据的采集、管理、传输以及转发或执行控制命令，
主要包括采集器、集中器、专变终端等。集中器、采集器多用于居民及低压工商业客户，与智能电表配套使用，根据
海兴电力招股书，预计采集器的大致需求约为电表的十分之一，而集中器又为采集器的十分之一。

 用电采集主站通过信道对集中器中的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和管理。

智能电表更新升级

资料来源：海兴电力招股书、刘晨等《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深化应用研究综述》，德邦研究所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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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形态角度，电能表已经从机电一体化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进入到智能化电能表时代，功能定位不断向智能化、

模块化的用电终端发展。

 基于IR46标准的智能物联电能表升级需求成为智能电表市场未来扩容的重要驱动力。2016年，国网发布了《基于IR46

理念的“双芯”智能电能表设计方案》，借鉴国际IR46标准设计理念，采用双芯模组设计方案，研究新一代智能电表

技术。2020年8月，国网发布在设计上完全遵照IR46标准并采用模组化设计、下一代智能物联表所适用的《单、三相

智能物联电能表通用技术规范》，开启了智能物联表的小规模试点；2023年试点招标智能物联表276万只。

智能电表更新升级

资料来源：钜泉科技招股说明书、朗新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前瞻产业研究院、华经情报网，德邦研究所

具有电能计量功
能，多功能电子
式电能表还具有
通讯接口、多费
率计量、事件记
录等功能。

1998年 2009年 未来

1997年以前
机电一体化电能表

计数器显示，带
简单数据接口，
产品局限性较大，
安装复杂。

1998年-2009年
电子式电能表

2009至今
智能化电能表

具有电能量计量、
数据处理、实时
监测、自动控制、
信息交互、费控、
防窃电等功能。

2009至今
智能物联表

符合IR46标准
所提出的采用
两个“MCU”的
设计思路。

我国电能表产品发展历程 下一代智能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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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需求角度，我国智能电表招标数量的变化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

 1）2009-2014年：国家电网首次制定“09版单相智能电能表”技术规范，第一轮智能电表改造开始，市场需求骤升。

 2）2015-2017年：智能电表用户覆盖率全面提升，需求逐渐趋于饱和,14-15年达到高峰后，招标量下降，2017年达到低谷。

 3）2018-至今：新一轮改造启动+存量电表的更新换代，拉动需求又一轮回升。

电表新一轮替换周期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经济观察报、钜泉科技招股书等，德邦研究所预测

2009年至今国网智能电表招标数量（万只）变化基本分为三个阶段

2009版单相
智能电能表
技术规范

第一轮智能
电表改造开
始爆发

2013版单相
智能电能表
技术规范

第一波招标高峰

第一波改造：高速增长期 调整期

渗透饱和周期调
整，2017年见底

《关于全面
推进移动物
联网建设发
展的通知》

新一轮替换周期

“坚强智能电网”计划进入引领提升阶段，国家电网启动新一
轮改造，同时存量智能电表更新换代需求拉动市场又一轮回
升。2020年受疫情影响铺设进度放缓，2021年后缓慢回升。

按不超过8年更换周期计算，近两年预
计迎来新一波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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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电表招标总数量有望达到9000只，接近2014-2015的高峰水平，同比增速有望超过25%。

 根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智能电表属于强制检定设备，其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8年；

 若按替换周期不超过8年计算，考虑疫情带来的铺设延迟，则预计近两年迎来2014-2015（招标数超9000只）后的新一

波替换高峰。

 与2023年2批中标结果比较，24年第一批次中标结果的整体价格环比下降8%左右，降幅低于2023年2批的环比降幅。按

全年电表招标价格下滑6%的假设计算，我们预计今年招标总金额有望达到276亿元，同比增长18.54%。

全年招标有望高景气

资料来源：国网电子商务平台、365电力采购网微信公众号等，德邦研究所预测

2016-2023年国网智能电表招标金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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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密集交付去年12月第2批招标及今年第1批招标的电表，对相关企业全年业绩有望提供强支撑。

 根据国网招标要求统计，24年第一批招标首次交付时间集中在H1，1-6月交付数量占比65%（4-5月占比48%），7-12月交

付数量占比32%，极少量在25年4月份交付。23年第二批首次交付时间约50%在23年底，50%在24年。

 2023年第二批次+2024年第一批次电表招标数合计已达9100+只。

 2016年后国网电表采购批次固定为2次，根据国网2024年度采购批次安排，今年计划3次电表招标（2月、7月、10月）；

 单批次规模的高点发生在2023年第二批（12月），总金额超140亿元；近两次招标总金额超266亿元。

相关企业全年业绩有望强支撑

资料来源：国网电子商务平台、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招标网等，德邦研究所

近五年国网智能电表分批次招标金额情况（亿元）2023第二批首批交付日期分布 2024第一批首批交付日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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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炬华科技为例分析电表招标的确收节奏：

 我们认为电表企业业绩受当年第一批招标的影响最大（几乎全部确收），同时也受当年第二批及上一年第二批的影

响。

相关企业全年业绩有望强支撑

资料来源：炬华科技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测算

电表招标确收节奏分析-以炬华科技为例

2020-1批 2020-2批 2021-1批 2021-2批 2022-新增 2022-1批 2022-2批 2023-1批 2023-2批

中标金额（亿元）

国网
1.40 3.63 3.36 3.88 1.00 4.88 4.68 3.45 3.58 

2020年6月 2020年11月 2021年6月 2021年11月 2022年3月 2022年6月 2022年11月 2023年6月 2023年12月

南网
0.52 0.80 0.26 1.32 / 1.07 1.26 0.56 1.60 

2020年6月 2020年11月 2021年7月 2022年1月 / 2022年6月 2022年12月 2023年6月 2023年12月

2021 2022 2023

估算的确收金额（亿元）
（按上年2批的50%+今年1批的100%+今年2批的50%计算）

8.44 12.52 9.57

实际营收（亿元）
智慧计量与采集系统收入

8.96 12.24 14.36

实际-估算 0.52 -0.28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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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电网近三年单、三相智能电表招标金额均约26亿元左右，趋于平稳。南网2016年-2018年持续推动智能电表的招

标，至2018年基本完成“两覆盖”建设，招标总额有所下降。2019年起，同样受存量电表更换需求影响需求回升，加

之下半年在上半年各网省独立招标后南网又恢复并进行了两次总部集中招标，当年招标总额大幅提升。2020年，受疫

情影响电表铺设进度放缓，至2021年影响消除后又恢复至2018年以前水平。

 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截至2022年12月底我国智能电表保有量已超过6.5亿只；则按国家要求强制8年定期轮换的检定

方式，国内两网智能电表年均更换市场容量约8000万只。

南网电表招标情况

资料来源：钜泉科技招股书、Data电力公众号、南方电网、环球表计、电力喵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南网公司单、三相智能电表招标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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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电网、电力物联网、虚拟电厂、微电网等建设需求对电表的升级与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智能电表是电网的感知终端，我们认为，加强采集控制能力，电网状况的全息感知是智能电网升级的重要方向：包括

智能量测、远控能力终端全面铺设；采集和控制的对象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统筹采集控制管理等。

 《泛在电力物联网白皮书》提出2021年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2024年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根据国网规划，预计

到2025年接入终端设备将超过10亿只，2030年将达到20亿。

国内市场：刚性需求+更新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南方电网、中国移动《5G助力智能电网应用白皮书》、国家电网等，德邦研究所

智能电表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方案》
2024年3月 国务院

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
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推广能
效达到先进水平和节能水平的用能设
备。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年）》

2021年9月
工信部等
八部门

到2023年底，突破一批制约物联网发展
的关键共性技术，培育一批示范带动作
用强的物联网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构
建一套健全完善的物联网标准和安全保
障体系。

《泛在电力物联网白
皮书 （2019）》

2019年9月 国家电网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2021年初步建成泛在电力
物联网；第二阶段，到 2024 年建成泛
在电力物联网。

智能电表在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中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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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表出海高增、市场广阔，年出口数量已接近国内市场规模。

 根据海关数据，2023年我国智能电表出口量为已达到6851万个（总量约为

国网2023年招标量的96%），同比+24%，出口金额达99亿元，同比+24%。

 国内企业加紧抢占东南亚、欧洲、中东等地区市场。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

统计，2023年我国智能电表共出口至186个国家或地区，出口金额排前三的

分别是荷兰、英国、泰国、孟加拉国和德国，分别为4.1亿元、4.1亿元、

3.9亿元、3.3亿元和3.3亿元。

海外市场：空间广阔+持续高增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德邦研究所

2023年我国智能电表出口目的地出口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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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及东南亚目前是我国电表的主要出海地区。2023年我国电表出海金额最大的地区分别是欧洲、东南亚、中东及非洲，

金额分别达到35亿元、31亿元及24亿元，合计占比超过90%。

 2023年中东及非洲地区出海增速最快。2023年，东南亚和中东及非洲地区增速较快，分别达到28.7%/59.3%；近三年复

合增速来看，欧洲及拉美地区增速最高，分别为27.5%/22.7%。

海外市场：空间广阔+持续高增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德邦研究所

36%

31%

24%

7%

2%

欧洲 东南亚 中东及非洲

拉丁美洲 其他 北美洲

2023年我国电表出口目的地情况 2016~2023年国内电表向各地区出口金额情况（亿元）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欧洲 15.5 15.9 16.7 16.9 24.4 32.1 35.0 

YoY 49.5% 2.3% 5.4% 1.2% 44.2% 31.7% 9.0%

东南亚 20.2 17.1 29.6 57.3 24.6 24.1 31.0 

YoY 36.4% -15.5% 73.2% 93.4% -57.1% -2.0% 28.7%

中东及非洲 15.0 13.8 14.4 14.4 16.3 15.0 23.9 

YoY 38.8% -7.7% 4.0% -0.2% 13.3% -7.8% 59.3%

拉丁美洲 5.3 4.4 3.8 3.8 4.9 6.5 7.0 

YoY 30.0% -17.8% -12.1% -0.8% 29.2% 32.8% 7.6%

其他 0.5 0.4 0.8 0.9 0.9 2.2 1.9 

YoY -18.4% -12.9% 88.8% 3.4% 5.1% 135.8% -13.7%

北美洲 0.1 0.1 0.2 0.3 0.1 0.2 0.2 

YoY -38.6% 60.1% 52.7% 36.0% -57.3% 88.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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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智能电表在东南亚、中东及非洲地区、拉美、欧洲等地区迎来较大出海机遇。

 根据Berg Insight数据，2023年全球智能电表市场规模为126亿美元，我们估计中国占比能达到约30%。中国电表企业

布局早、技术成熟，一方面凭借高性价比有望取代部分欧美企业，增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智能电表市场中有望持续拓展国家和地区，获得快速增长。

 欧洲：2023年12月，欧盟提出新的电网建设计划，拟投入5840亿欧元。根据Berg Insight预的预测，欧洲智能燃气计

量市场的设备安装基础将从2021年的4600万台增加到2027年的7600万台，每年部署在500-600万台之间。2023年荷

兰、英国、德国分别为我国电表第一、二、五大出口国，2022年德国为我国电表第二大出口国。

海外市场：空间广阔+持续高增

资料来源：IoT.Business.News、海关总署、Berg Insight等，德邦研究所

世界智能电表安装情况（2019&2025） 国内电表向欧洲地区出口数量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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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处于智能电表渗透率快速提升的阶段，各国投资加大，智能电网技术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印度、泰国、印

尼、菲律宾等国快速增长，Berg Insight预计2021至2027年年需求量将实现65-80%的复合增速。

 拉美：处于智能电表渗透率快速提升的阶段，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根据Berg Insight的预测，智能电表的安装量将以

2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普及率预计将从2022年的1170万台增加到2028年的3840万台，市场空间将扩大两倍以上。其

中巴西的智能电表普及率将从2022年的5.7%增长到2028年的21.5%。巴西和墨西哥将占智能电表总出货量的近80%。

 中东&非洲：近些年为了提升电气化率，多国政府发布了智能电表部署计划，非洲大多数电力公司在安装第一代智能电

表，以提升电费准确性、减少窃电、降低人工成本。市场潜力大，如目前南非和土耳其的智能电表渗透率还不到10%。

海外市场：空间广阔+持续高增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Berg Insight等，德邦研究所

东南亚地区出口数量及金额 非洲及中东地区出口数量及金额拉美地区出口数量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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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电表企业毛利率中枢在35%-40%左右，芯片与模块占据成本大头。

 根据煜邦电力的披露，公司智能电力产品所需原材料主要为电子元

器件，包括模块、芯片、表壳、继电器、PCB板、电池等，其中芯片

与模块占据物料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

 智能电表芯片可分为电能计量芯片（计量）、智能电表MCU（管理）

及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通信）三种。

产业链：关注终端&芯片

资料来源：钜泉科技招股书、复旦微电招股书、煜邦电力转债说明书、朗新研究院、产业网，德邦研究所

现行智能表功能结构图

品种
2022年 2021年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芯片 6990 24% 3669 24%

模块 3402 12% 1185 8%

表壳 3598 12% 2190 14%

继电器 1592 5% 979 6%

PCB板 1014 3% 644 4%

电池 772 3% 584 4%

电容及电阻 1224 4% 784 5%

总计 18591 64% 10036 66%

煜邦电力智能电力产品主要原材料采购及占比情况
芯片种类 介绍与说明

电能计量芯片

主要用于工业和家庭用电户的用电信息计量，是电子式电能表等智
能电表的核心元器件；包括三相电能计量芯片、单相电能计量芯片、
单相电能表SoC芯片（在单相电能计量芯片的基础上通过集成MCU芯
片、时钟芯片RTC等相关模块的整合芯片，提供完整的智能电表芯片
解决方案的同时降低芯片成本）。

智能电表MCU
智能电表MCU是电能表内的主控核心芯片，发挥控制、协调及调度的
功能，是智能电表的重要元器件。MCU将计算机的CPU、RAM、ROM、
定时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MCU芯片上，形成芯片级计算机。

电力线载波通信
芯片

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集成于载波模块中，载波模块（通信单元）插
入智能电表、采集器和集中器等智能电网信息采集系统终端后，通
过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实现自动抄读、传输电能量数据。用电信息
采集系统通过电力线将电表采集的电能量数据传输至集中器，再通
过远程网络，传输至电网企业网络。

智能电表芯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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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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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24年营销项目第一次计量设备招标中，总计有81家企业实现中

标，中标金额前五名企业为威胜（威胜集团+威胜信息）、东方电

子旗下威思顿电气、宁波三星医疗、河南许继仪表和江苏林洋能源。

主要参与厂商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德邦研究所

国网2024_1批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项目中标金
额前二十企业

排名 企业 金额（亿元）

1 威胜 4.12 

2 威思顿 4.04 

3 宁波三星 3.95 

4 许继仪表 3.54 

5 江苏林洋 3.22 

6 华立科技 3.17 

7 南瑞中天 3.17 

8 杭州海兴 3.02 

9 深圳友讯达 2.99 

10 山东电子 2.97 

11 青岛乾程 2.89 

12 深圳科陆 2.81 

13 浙江万胜 2.70 

14 南瑞三能 2.58 

15 武汉盛帆 2.45 

16 杭州西力 2.44 

17 福建网能 2.36 

18 北京煜邦 2.21 

19 浙江正泰 2.20 

20 深圳江机 2.13 

智能电表上市公司2023年相关业务收入情况

相关公司
2023年国网中
标金额（亿元）

相关业务
类别

相关业务收
入（亿元）

业务占比
相关业务
毛利率

海外业务营
收入（亿元）

海外占比

000682.SZ 东方电子 7.43 

终端

22.72 35% / 3.74 6%

603556.SH 海兴电力 6.36 35.95 86% 44% 27.91 66%

300880.SZ 迦南智能 4.61 5.97 66% 35% 0.22 2%

300360.SZ 炬华科技 7.02 14.36 81% 47% 1.30 7%

300882.SZ 万胜智能 5.17 10.35 92% 37% 0.41 4%

688597.SH 煜邦电力 / 3.09 55% 38% 0.00 0%

300514.SZ 友讯达 6.23 4.42 40% 43% 0.05 0%

000400.SZ 许继电气 7.68 34.83 20% 25% 1.53 1%

603050.SH 科林电气 2.51 3.89 10% 38% 0.53 1%

601567.SH 三星医疗 7.73 / / / 19.61 17%

601222.SH 林洋能源 6.26 / / / 8.39 12%

688100.SH 威胜信息 / 
4.65 21% 40%

2.27 10%
通信模块 6.85 31% 42%

688391.SH 钜泉科技 / 
芯片

6.02 99% 50% 0.10 2%

/ / 41% 0.00 0%688589.SH 力合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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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资料来源：iFinD、各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智能电表国内招标及海外出海呈现高景气，建议关注：东方电子、威胜信息，其他受益标的还包括：煜邦电力、炬华
科技、三星医疗、海兴电力等。

相关公司估值表

代码 股票简称 市值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3 2024E 2025E 2026E

000682.SZ 东方电子 143 5.4 7.2 8.8 10.7 26 20 16 13 

688100.SH 威胜信息 173 5.3 6.8 8.4 10.4 33 26 21 17 

300360.SZ 炬华科技 73 6.1 6.7 8.0 9.1 12 11 9 8 

688597.SH 煜邦电力 17 0.4 - - - 46 - - -

601567.SH 三星医疗 400 19.0 23.1 28.2 34.5 21 17 14 12 

603556.SH 海兴电力 203 9.8 12.1 14.7 17.7 21 17 14 11 

*归母净利润预测引自iFinD一致预期，市值截至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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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国网招标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

 相关公司部分收入来自于国网和南网集招，招标情况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

 海外市场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部分相关公司第二增长曲线来自海外市场开拓，若海外市场开拓和增长不急预期，则将对公司业绩增长影响较大；

 市场竞争风险：

 相关厂商均面临国内、国外同类厂商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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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分析师与研究助理简介

陈涵泊：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本科，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曾任职于中信证券研究部、天风证券研究所，多年计算机行业研究经验，具备成熟的计算机研究框架、

自上而下产业前瞻视野，云计算领域深入研究。2022-2023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入围（团队），2023年新浪金麒麟最佳分析师第五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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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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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报告发布后的6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较标准，报

告发布日后6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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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评 级 说 明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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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

优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与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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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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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

律许可的情况下，德邦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

务。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德邦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

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德邦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德邦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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