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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周报 20240810    
 
科技内需为王：再次强调自主可控是确定主线  

 2024 年 08 月 10 日 

 

⚫  市场回顾 

本周（8.5-8.9）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56%，中小板指数下跌 1.88%，创业

板指数下跌 2.6%，计算机（中信）板块下跌 4.79%。板块个股涨幅前五名分别

为：凯瑞德、ST汇金、*ST 博信、*ST银江、*ST有树；跌幅前五名分别为：启

明信息、威创股份、航天长峰、恒锋信息、天迈科技。 

⚫  行业要闻 

➢ 中国信通院：发布首批数据中心自智网络基础能力分级测评结果，并向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等首批参测企业颁发了检测证书。 

➢ 华为：华为中国政企用户峰会2024成功举办。重磅发布华为算力平台服务

解决方案，旨在助力用户建好、管好、用好算力平台，充分释放算力价值。 

⚫  公司动态 

➢ 宇瞳光学：8 月 6 日消息，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张品光先生持有本

公司股份 44,523,92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3.7884%，计划以集中竞价方

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6194% 

➢ 福昕软件：8月6日消息，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计 171.0147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9,148.9524 万股的 1.87% 

⚫  本周观点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改革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发展以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科技产业博弈的大趋势下，回顾计算机

版块历史，涨幅前列的计算机公司主要聚焦在【科技内需】核心的两个方向：

国内算力需求与自主可控。当前国内处于 AI 快速发展阶段，算力建设成为国内

新的重要内需，考虑中美算力投资周期错位，国内算力建设或是确定主线；同

时在政策高度支持下，自主可控、国家安全成为科技产业的核心方向之一，看

好需求侧、供给侧共同推动下信创行业迎来重要拐点，同时国企改革也将推动

行业进一步发展；工业软件作为中国工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成为自主可

控背景下的重要演绎方向。建议重点关注相关领域龙头： 

自主可控：寒武纪、中国软件、达梦数据、中国长城、软通动力、纳思达等企

业。 

国内算力需求：浪潮信息、中科曙光、紫光股份、中国长城等国产 AI 服务器厂

商以及寒武纪、海光信息等国产 AI 芯片企业。 

⚫  风险提示 

➢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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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 

1.1 政策高度关注自主可控，央企的“先锋队”作用有望

进一步增强 

政策端：国资委发文进一步规范央企采购，发挥央企对科技产业的支撑带头

作用。2024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规范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对于原创技术策源地企业、创新联合体、启航企业

等产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相关名录所列首台（套）装备、

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以及《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成果，在兼

顾企业经济性情况下，可采用谈判或直接采购方式采购，鼓励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并先试先用；在卫星导航、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设备等

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中央企业采购使用的主力军作用，带头使用创新产

品。 

三中全会高度重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7 月 18 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相

比于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加大了对“安全”的重视，“安全”

一词提及的次数从 6 次增长到 17 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以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国资国企改革、新质生产力等领域进行规划。 

表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自主可控、AI 等方面相关表述 
 主要内容 

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是重中之重 

政策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章节中指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在

国企改革方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维护国家安全是

长期发展的坚实

基础 

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章节中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方面，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在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方面，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

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 

持续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 

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

新制度安排。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

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 

布局人工智能等

新领域推动发展

新质生产力 

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章节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健全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资料来源：新华社，民生证券研究院 

工业软件：上海市就工业软件赋能产业升级做出具体安排，科技内需有望向

工业软件演绎。2024 年 7 月 29 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六部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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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促进工业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的若干措施》，文件提出，要支持产业互

联网平台跨越式发展、培育工业互联网专业服务商、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互通效能、

提升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应用、加快供应链管理服务创新发展、推动工业物流转型

降本提效、推进工业设计服务赋能制造业、提升工业专业服务能级等等多项具体

措施，更好地发挥工业服务业对产业升级的赋能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深度融合。 

产品端：首个国产 AI PC 操作系统发布，推动国产原生生态持续繁荣。在

2024年 8月 8日举办的“麒麟遨天 AI创无界”2024中国操作系统产业大会上，

麒麟软件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首个 AI PC 版本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在自主操作系

统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本次发布的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AI版通过多项技术创新

实现了人工智能与操作系统的深度融合，是我国首款国产操作系统和人工智能技

术深度融合的产品，具备强大的人工智能集成能力、智能化功能、高效能计算等

特点。截至 2024 年 8 月，麒麟软件软硬件适配总量超过 520 万，麒麟软件应用

商店累计下载总次数超过 7500 万、平均日活超过 15 万、日下载量超 10 万。 

在产业大会上，麒麟软件安全生态联盟举行了漏洞共享平台签约，并正式发

布麒麟软件原生开发方案，聚焦网信生态安全。漏洞共享平台的签约将推动麒麟

软件与各安全生态伙伴就安全漏洞挖掘与修复、研判处置机制等方面展开深入合

作，为客户建立统一、协同、高效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麒麟软件原生开发方案

将通过提供软件工具、技术文档、资源能力、技术支撑，服务原生开发，促进原

生态建设。 

1.2 自主可控：需求侧、供给侧重要积极变化推动行业迎

来发展新阶段 

需求侧：万亿国债成为信创产业长期景气度提升的重要支撑。《2024 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 1 万亿元。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布，或为信创

产业持续成长提供资金保障。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重点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重点任务。5 月 17

日，超长期特别国债开闸发行，首批额度为 400 亿元，期限为 30 年。万亿国债

重点提出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信创产业发展迎来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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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 
期限（年） 招标日期 首发/续发 付息方式 

20 5 月 24 日 首发 按半年付息 

 6 月 19 日 续发  

 7 月 19 日 续发  

 8 月 14 日 首发  

 9 月 20 日 续发  

 10 月 18 日 续发  

 11 月 8 日 续发  

30 5 月 17 日 首发 按半年付息 

 6 月 7 日 续发  

 6 月 21 日 续发  

 7 月 5 日 续发  

 7 月 24 日 首发  

 8 月 2 日 续发  

 8 月 21 日 续发  

 9 月 6 日 续发  

 9 月 24 日 首发  

 10 月 11 日 续发  

 10 月 25 日 续发  

 11 月 15 日 续发  

50 6 月 14 日 首发 按半年付息 

 8 月 9 日 续发  

 10 月 16 日 续发  

资料来源：人民网公众号，民生证券研究院 

2023 年中央企业战略新兴产业投资超过 2 万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拥有

坚实保障。2023 年中央企业资本开支保持较高增长，积极布局战略新兴产业，

有望为信创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2023 年，中央企业有效投资大幅增长，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产）5.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战略性

新兴产业完成投资 2.18万亿元、同比增长 32.1%。2023 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达到 1.1 万亿元，连续两年突破万亿元大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科技产业的核心发展目标之一，具有坚实的发展基础。 

供给侧，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2024 年第 1 号）发布，格局端有望进一

步清晰。第二批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名录发布，有望推动新一轮信创工作开启。

2023 年 7 月 27 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发布了《安全可靠测评工作指南（试

行）》。2023 年 12 月 26 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发布了《安全可靠测评结果

公告（2023 年第 1 号）》，多款国产 CPU、操作系统、数据库相关产品的安全可

靠等级被列为 I 级，其中，华为旗下的盘古 M900、麒麟 9006C 等 CPU 产品入

选。2024 年 5 月 20 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再次发布了《安全可靠测评结果

公告（2024 年第 1 号）》，该公告新增了安全可靠等级为二级的名录，安全可靠

等级被列二级的名录集中在中央处理器（CPU），其中，华为麒麟 9000C 的安全

可靠等级被列为二级；新增的公司有麒麟信安、凝思软件、中兴通讯等；新增阿

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集中在服务器操作系统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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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两次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对比 
 2023 年第 1 号 2024 年第 1 号 

等级变化 仅有一级 增加安全可靠等级二级 

2024 年第 1 号新增的公司  麒麟信安、凝思软件、中兴通讯等 

包含细分领域 CPU、操作系统、数据库 CPU、操作系统 

新增厂商类型 均为独立第三方厂商 
增加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集中在服务器操作

系统环节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民生证券研究院 

鸿蒙操作系统：“纯血鸿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原生鸿蒙应用快速增长推

动鸿蒙生态持续繁荣。2024 年 4 月 7 日，华为官宣已有超 4000 个应用加入鸿蒙

生态，进行原生版应用的开发。从 1 月 18 日华为宣布首批 200 多家应用厂商正

在加速开发鸿蒙原生应用，到 3 月底已有超 4000 个应用，鸿蒙生态实现了高速

增长。在华为 HarmonyOS 开发者官网设计指南中，除手机、平板外，出现了

“鸿蒙 PC 版”页面布局，适配应用覆盖影音、社交、拍摄、阅读、购物、金融、

生活、出行等类别使用场景。 

表4：鸿蒙原生生态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目标 

 具体内容 

第一阶段目标 200 个头部应用加入原生生态 

第二阶段目标 到 2024 年中，覆盖 5000 个头部应用，这些应用占据普通消费者约 99%的使用时长 

第三阶段目标 50 万个原生应用，满足的是用户的长尾需求。 

资料来源：金融界，民生证券研究院 

PC 市场重要潜力叠加信创产业发展大趋势，鸿蒙有望打开发展新空间。根

据 Canalys数据，2023 年中国大陆地区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出货量达到 4124 万

台。华为是国内市场的主力军，2023 年华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台式机和笔记本电

脑出货量的同比增速达 11%；市场份额由 2022 年的 7%提升至 10%。可以看

到，国内 PC 市场仍具有重要潜力，华为快速提升自身地位。同时，在国产替代

大趋势下，华为作为信创产业的主力有望受益于国产替代大趋势的推进，鸿蒙与

PC 进行结合也有望打开发展的新空间。 

图1：2022 年中国大陆地区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份额  图2：2023 年中国大陆地区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份额 

 

 

 
资料来源：Canalys，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Canalys，民生证券研究院 

麒麟操作系统：中国软件大额定增麒麟软件，进一步加强对核心资产的控制

能力，看好信创叠加国企改革双重机遇。银河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 V1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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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S 文件系统、备份恢复、网卡绑定、硬件冗余等技术实现操作系统高可用的同

时，配套麒麟高可用集群软件实现业务应用的高可用保护。2024 年 2 月 26 日，

中国软件发布定增预案，募集 40 亿元全部投向麒麟软件，对移固融合终端、云

化服务器操作系统等核心资产的研发高强度投入。2024 年 5 月 7 日，该定增方

案获母公司中国电子的同意批复。在未来国企改革大趋势中，中国软件作为行业

龙头和“国家队”潜力可期。 

表5：中国软件 2024 年度定向增发募投项目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亿元） 

移固融合终端操作系统产品研发 麒麟软件 15 10 

面向云化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研发 麒麟软件 12  8  

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力平台建设 麒麟软件 3 2 

合计  30  20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 

1.3 工业软件：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产业长期发展

的基础 

工业软件是中国工业新质生产力的引擎，拥有广阔市场空间。2023 年中国

工业增加值达到 39.9 万亿元，连续两年稳定在 40 万亿大关附近，占全球制造业

增加值近 30%，为工业软件提供良好发育土壤。据沙利文研究、罗克韦尔自动化

微信公众号，中国 2023年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不足 3000亿元，而全球工业软件市

场规模超过 5000 亿美元，中国工业软件全球市占率仅为 6.7%，与 30%的制造

业增加值占比相比有较大空间，中国工业软件占中国工业增加值比例常年不足

1%。 

图3：中国工业增加值（单位：万亿元）及增速和 GDP
占比 

 图4：中国工业数字化软件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沙利文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工业软件覆盖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销售及售后服务等企业运行全

环节，用于支撑资源的泛在连接、智能且自动的高效配置。据 36Kr，工业软件产

业链由上游软硬件设备、中游不同类型的工业软件、下游具体应用行业构成。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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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差异，业内普遍将其划分为经营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业嵌入式、

协同集成五大类别。据最新的 36 氪《 2023 年中国工业软件行业洞察报告》，

2019 年中国工业嵌入式软件国产化率达 57.4%，研发设计国产化率仅为 8.5%，

经营管理国产化率达 11.8%，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 17%。 

经营管理：ERP、CRM、SRM、HRM 等； 

研发设计：CAD、CAE、CAM、EDA、PLM、PDM 等； 

生产制造：DCS、SCADA、PLC、MES、EMS 等； 

嵌入式软件：嵌入式 OS、嵌入式应用软件、嵌入式支撑软件； 

协同集成：办公软件、办公 OA 等。 

图5：工业软件体系 

 
资料来源：沙利文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6：工业软件按功能划分 

类型 国产化率 细分产品 功能 

经营管理 11.8% 

ERP 
用于组织用于管理日常业务活动，帮助企业实现对整个供需链的资源管理，精益生产、同步工程和

敏捷制造 

CRM 
用于与客户进行销售、营销和服务交互，从而提升其管理方式，向客户提供创新式的个性化的客户

交互服务 

SRM 
以供应商信息管理为核心，对供应商的供货能力，交易记录、绩效等信息综合管理达到优化管理，

降低成本的目的 

HRM 
将几乎所有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信息(招聘、在职离职档案、员工履历、劳动合同、奖惩、医院保险、

调动管理、培训，绩效)统一管理达到合理运用人力资源的目的 

研发设计 8.5% 

CAD 用于工程设计，绘制二维工程图、三维建模等 

CAE 用于几何模型的分析，例如利用 FEA 软件分析零件的受力变形、失效情况 

CAM 用于制造和加工，例如通过三维模型得出加工程序，模拟工艺 

EDA 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用于完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功能设计、综合、验证、物理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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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 
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它将 CAD、CAE、CAM、PDM 连接在一起，使企业能够对产品从构

思、设计、生产、到最终报废等全生命周期的设计数据及信息进行高效和经济的应用、管理 

PDM 管理所有与产品相关信息(包括零件信息、配置、文档、CAD 文件、结构等)和所有与产品相关过程 

生产制造 17% 

DCS 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监视、操作和管理 

SCADA 对分布距离远、生产单位分散的生产系统进行数据采集、监视和控制 

PLC 对商散制造行业进行自动化控制 

MES 向上承接井落实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的制造运营层 

EMS 帮助工业生产企业在扩大生产的同时,合理计划和利用能源,降低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 

嵌入式软件 57.4% 

OS 应用于工业领域，如数控装置、全自动柔 性生产线、智能测量仪表、可编程控制器、分布式控制系

统、现场总线仪表及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机械设备等，主要功能包括数据采集、控

制、通信等，用以提升产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序 

应用软件 

支撑软件 

协同集成 暂无测算 OA/办公软件 解决信息孤岛，提高运作效率，降低集成成本 

资料来源：36 氪《 2023 年中国工业软件行业洞察报告》，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注：国产化率为 2019 年数据） 

按客户划分，工业软件的主要应用行业可分为离散型制造业和流程型制造业。

据 36Kr，离散型制造业主要包括汽车、电子半导体、机械、航天航空，而流程型

制造业则主要有能源、钢铁、石油石化、医药、冶金、电力、水泥、造纸等。离

散型制造业是由设计驱动的，产品功能、性能、可制造性等主要在设计阶段确定

或解决，因而对研发设计类软件存在较强依赖性。而流程型制造业生产过程流程

长、工序多，设备繁多、工艺复杂、不确定性干扰因素较多、专业覆盖面广，研

发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制造过程的有效管控，旨在保证产品质量、成本

控制、交货进度，新品种开发的需求相对较小，因而对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类工

业软件需求更大。 

今年以来工业软件利好政策频发，重点行业、重点工业软件类型或迎来加速

发展机遇。今年以来，江苏省、南京市、湖北省、山东省等各地频发工业软件利

好政策，集成电路半导体、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等多个重点行业工业软件或迎来

加速发展机遇。据沙利文，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设备

制造行业、汽车制造行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

有望在 2023-2027 年未来保持超过工业软件市场整体复合增速（14%）的高增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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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024 以来全国各地工业软件相关政策 

政策 重点工业软件类型 重点行业 

《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工业软件的实施意

见》 

重点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新型工业操作系统、电子

设计自动化软件(EDA)、计算机辅助工程、工业控制

软件等工业软件门类 

在钢铁、石化、电子、装备、能源、航空六

大关键行业，实施 100 项以上自主工业软件

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江苏省关于加快工业软件自主创新的若

干政策措施》 
无特定说明 

集成电路、国防电子、高端装备和船舶、航

空、石油化工等 

《湖北省工业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24 年-2026 年）》 

实现工业软件产品和服务全领域覆盖，研发设计类工

业软件取得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生产制造类工

业软件在技术深度与应用推广方面建立领先优势，经

营管理和运维服务等平台类工业软件实现重点行业应

用，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半导体、高端装备、石油炼化等 

《山东省科技创新引领标志性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 
无特定说明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装备、先进材

料、船舶海工、高端化工、农机装备、医

药、工程机械、轻工、纺织等 

资料来源：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江苏省人民政府官网，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6：我国各行业工业软件市场规模数据（左轴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沙利文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1.4 算力需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速，国产 AI 算

力龙头有望崛起 

需求端：2017-2020 年正值国内云计算蓬勃发展阶段，云计算以及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加速，浪潮信息、深信服、用友网络、广联达、宝信软件、恒生电

子等聚焦于云计算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龙头股价在此期间强势上涨。当前国

内处于 AI 快速发展阶段，算力建设成为国内新的重要内需。 

根据 IDC 数据，国内智能算力规模正在高速增长。2022 年中国智能算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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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达 259.9 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EFLOPS)，预计到 2027 年将达到

1117.4EFLOPS（基于 FP16 计算）。2022-2027 年期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年复

合增长率达 33.9%。2022 年中国通用算力规模达 54.5EFLOP5，预计到 2027 年

通用算力规模将达到 117.3EFLOPS（基于 FP64 计算）。2022-2027 年期间，中

国通用算力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为 16.6%。 

图7：中国智能算力规模（EFLOPS）及预测  图8：中国通用算力规模（EFLOPS）及预测 

 

 

 
资料来源：IDC、太原大数据官微，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DC、太原大数据官微，民生证券研究院 

政府：顶层定调强调AI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各地陆续发布算力基础设施相关

政策，响应人工智能产业浪潮。《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人工智能方面，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算力建设方面，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

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也陆续发布指导性文件，对当地的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 

表8：部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梳理 

时间 发布机构 事件 

2024/4/24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通

信管理局 
《北京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7 年）》 

2024/3/22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等 《上海市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算力浦江”智算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 年)》 

2024/3/19 上海发改委 《上海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贴息管理指导意见(2024 年版)》 

2024/2/19 国资委 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 

2023/12/5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5) 

2024/1/15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3/10/25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2023/11/13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运营商：陆续发布大额 AI 服务器采购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国产 AI 算力需求

的确定性。根据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C114 通信网公众号以及通信产业网，

据中国移动 2023 年至 2024 年新型智算中心（试验网）采购项目、中国移动

2024-2025 年新型智算中心集采项目、中国联通 2024 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中采

购项目以及中国电信 AI 算力服务器（2023-2024 年）集中采购项目，三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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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共有超 1.7 万台的 AI 服务器采购计划；根据上述四大招标项目已经公布的招标

计划，截至 2024 年 5 月，AI 服务器的采购规模已经达到 300 亿元。从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已经公布的 AI服务器招标看，以华为昇腾为代表的国产

算力已经成为招标主力。 

表9：三大运营商招标订单梳理 
项目名称 采购数量（台） 

中国移动 2023 年至 2024 年新型智算中心（试验网）采购项目 2463 

中国移动 2024-2025 年新型智算中心集采项目 7994 

中国联通人工智能服务器集中采购项目 2503 

中国电信 AI 算力服务器（2023-2024 年）集中采购项目 4175 

合计 17135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C114 通信网公众号，通信产业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1.5 投资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改革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发展以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科技产业博弈的大趋势下，回顾计算机版

块历史，涨幅前列的计算机公司主要聚焦在【科技内需】核心的两个方向：国内

算力需求与自主可控。当前国内处于 AI快速发展阶段，算力建设成为国内新的重

要内需，考虑中美算力投资周期错位，国内算力建设或是确定主线；同时在政策

高度支持下，自主可控、国家安全成为科技产业的核心方向之一，看好需求侧、

供给侧共同推动下信创行业迎来重要拐点，同时国企改革也将推动行业进一步发

展；工业软件作为中国工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成为自主可控背景下的重要

演绎方向。建议重点关注相关领域龙头： 

自主可控：寒武纪、中国软件、达梦数据、中国长城、软通动力、纳思达等

企业。 

国内算力需求：浪潮信息、中科曙光、紫光股份、中国长城等国产 AI服务器

厂商以及寒武纪、海光信息等国产 AI 芯片企业。  



行业定期报告/计算机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3 

 

 

 

2 行业新闻 

华为：北京能源集团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启创新发展新篇章 

8 月 5 日消息，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能源集团”）与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基础平台、智慧电厂、

新能源产业合作、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有效合作路径，共同开启创新发展新篇章，携手

推进北京能源集团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发展。华为表示将充分发挥 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与北京能源集团的核心业务相融合，坚定战略合作的主要方向，加强双

方团队资源投入，携手共赢行业智能化浪潮。 

中国信通院：中国信通院发布首批数据中心自智网络基础能力分级测评结果 

8 月 6 日消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简称“中国信通院”）成功完成了数据中心自智网

络基础能力分级测评，并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等首

批参测企业颁发了检测证书。本次测试评估活动，中国信通院/中国泰尔实验室依据《自智网

络基础能力分级评估测试方法——数据中心网络》（2023 版），组织参测厂商完成三大价值场

景、16 个功能的 L4 能力评估测试。此次测评不仅是对数据中心网络面向通用计算场景部分环

节的 L4 实践探索，更为数据中心网络智能化运维迈向高阶自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

上，2024 年，中国信通院将继续携手业界伙伴开展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数据中心网络智能

化运维价值场景用例和测试方法。 

华为：华为中国政企用户峰会 2024 成功举办 

8 月 7 日消息，“华为中国政企用户峰会 2024”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本次峰会以“倾

听·践行 服务行业数智化”为主题，邀请来自金融、政府、制造、电力等行业的客户、伙伴、

意见领袖，以及商业市场的集成商伙伴共同参与。大会倾听客户需求，探讨数智时代 ICT 服务

的机遇和挑战，发布华为在 ICT 服务领域的战略、追求、理念、投入、平台和服务新产品、新

方案，助力千行万业“轻松”数智化。现场重磅发布了华为算力平台服务解决方案，旨在助力

用户建好、管好、用好算力平台，充分释放算力价值。华为中国 IT 咨询与系统集成部部长刘

玄前，华为中国地区部副总裁王建晖，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处总监张骁，华为中国

政企业务副总裁何振，华为 IT 咨询与系统集成营销工程部部长宋昂共同上台见证。 

华为：华为联合产业伙伴共同启动“金融数据中心网络数字化能力”系列标准制定 

8 月 9 日消息， 在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组织指导下，华为联合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浙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等联盟会员单位，在 2024 华为金融网络

创新峰会上共同启动了《金融数据中心网络数字化能力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与

《金融数据中心网络数字化能力成熟度指南》（以下简称《成熟度指南》）系列标准制定，推动

金融网络迈向 L4 级高阶自智。为了进一步夯实金融创新发展的“数字底座”，《建设指南》对

金融数据中心网络数字化能力的建设、维护和运营给出了指导内容。为了科学地评估金融网络

的数字化建设进程，《成熟度指南》结合数通通信的发展代际，将数据中心网络的数字化能力

划分成 L1 到 L4 等级。当前行业整体处于 L2 到 L3 级之间。L4 级是中长期目标，也就是“网

络智能化管理”阶段，该阶段实现网络与应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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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新闻 

科达自控：8 月 5 日消息，公司收到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两项，

发明名称分别为：基于低功耗的综采工作面采煤集中控制系统；巡检机器人、充电装置及巡检

机器人充电系统 

华胜天成：8 月 5 日消息，公司收到总裁申龙哲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已到法定退休

年龄，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职后申龙哲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声迅股份：8 月 5 日消息，公司副总经理楚林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0,000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3%，楚林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首都在线：8 月 5 日消息，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宇瞳光学：8 月 6 日消息，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张品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4,523,92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3.7884%，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6194% 

福昕软件：8 月 6 日消息，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计

171.0147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9,148.9524 万股的 1.87% 

新晨科技：8 月 7 日消息，公司收到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发明

名称为：区块链上自适应共识方法、设备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盛视科技：8 月 7 日消息，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嘉和美康：8 月 8 日消息，公司股东赛富璞鑫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票 1,118,701 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额的 0.8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汉鑫科技：8 月 8 日消息，公司收到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发明

名称为：隧道的动态灰度图生成方法、系统、存储介质及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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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周市场回顾 

本周（8.5-8.9）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56%，中小板指数下跌 1.88%，

创业板指数下跌 2.6%，计算机（中信）板块下跌 4.79%。板块个股涨幅前五名

分别为：凯瑞德、ST 汇金、*ST 博信、*ST 银江、*ST 有树；跌幅前五名分别为：

启明信息、威创股份、航天长峰、恒锋信息、天迈科技。 

图9：计算机板块本周表现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0：计算机板块指数历史走势  图11：计算机板块历史市盈率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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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本周计算机板块个股涨幅前五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收盘价（元） 周最低价（元） 周最高价（元） 

002072.SZ  凯瑞德 31.86% 4.18  3.18  5.10 

300368.SZ   ST 汇金 17.62% 2.87  2.41  3.17 

600083.SH   *ST 博信 12.50% 2.34  1.99  2.57 

300020.SZ   *ST 银江 6.90% 2.17  1.99  2.47 

300209.SZ *ST 有树 6.30% 2.87  2.64  3.01 

资料来源：iF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涨幅区间为 2024 年 8 月 5 日至 2024 年 8 月 9 日） 

 

表11：本周计算机板块个股跌幅前五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收盘价（元） 周最低价（元） 周最高价（元） 

002232.SZ   启明信息 -26.67% 18.45  18.25  23.90 

002308.SZ   威创股份 -21.62% 0.58  0.58  0.70 

600855.SH   航天长峰 -13.69% 10.40  10.25  12.33 

300605.SZ   恒锋信息 -12.55% 9.55  9.50  10.83 

600845.SH   宝信软件 -3.78% 30.77  30.12  32.20 

资料来源：iF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跌幅区间为 2024 年 8 月 5 日至 2024 年 8 月 9 日） 

 
表12：计算机行业重点关注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价

（元） 
周涨跌幅 2021EPS 2022EPS 2023EPS 2021PE 2022PE 2023PE 2023PB 

002230.SZ 科大讯飞 35.90 -7.64% 0.70 0.24 0.28 51 150 128 5.0 

600570.SH 恒生电子 16.97 -4.77% 1.01 0.57 0.75 17 30 23 4.0 

000977.SZ 浪潮信息 33.10 -8.06% 1.38 1.39 1.18 24 24 28 2.7 

300170.SZ 汉得信息 5.88 -4.08% 0.22 0.49 -0.03 27 12 - 1.2 

300454.SZ 深信服 47.53 -1.39% 0.67 0.47 0.47 71 101 101 2.4 

300451.SZ 创业慧康 3.28 -4.93% 0.27 0.03 0.02 12 109 164 1.1 

300253.SZ 卫宁健康 5.40 -2.70% 0.18 0.05 0.17 31 107 32 2.1 

002368.SZ 太极股份 15.56 -4.07% 0.64 0.65 0.61 24 24 25 1.9 

300212.SZ 易华录 16.76 0.60% -0.25 0.02 -2.83 - 963 - 3.5 

002410.SZ 广联达 10.54 1.25% 0.56 0.82 0.07 19 13 150 3.0 

002153.SZ 石基信息 5.27 -2.95% -0.32 -0.37 -0.04 - - - 2.0 

600588.SH 用友网络 8.94 -3.46% 0.22 0.06 -0.29 41 149 - 3.2 

002912.SZ 中新赛克 15.77 -2.95% 0.33 -0.71 0.67 48 - 24 1.6 

300365.SZ 恒华科技 4.52 -4.64% 0.10 -0.37 0.03 45 - 151 1.4 

300523.SZ 辰安科技 15.67 -4.22% -0.68 0.03 0.34 - 522 46 2.5 

603039.SH 泛微网络 27.82 -4.27% 1.20 0.86 0.69 23 32 40 3.5 

002376.SZ 新北洋 5.21 -2.80% 0.22 -0.04 0.03 24 - 176 1.2 

603660.SH 苏州科达 4.92 -4.65% 0.13 -1.18 -0.54 38 - - 3.0 

002439.SZ 启明星辰 14.00 -6.85% 0.93 0.67 0.79 15 21 18 1.4 

资料来源：iF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注：股价为 2024 年 8 月 9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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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目前国产软硬件在产品性能和生态上都尚且不及国

外巨头，但受益于国产化政策推动市场份额连年提升，若后续国产化支持政策落

地进度不及预期，可能会导致国产软硬件推进进度变慢，影响公司业绩增长前景。 

2）行业竞争加剧：目前国产软硬件尚未呈现出清晰的格局，芯片、数据库、

操作系统等行业仍处于高度竞争状态，若后续行业竞争加剧，可能会影响公司的

毛利率水平，进而影响相关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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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13：计算机行业限售股解禁情况汇总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解禁市值(万元) 
总股本（万

股） 
流通 A 股（万股） 

300348.SZ 长亮科技 2024-11-07 68.44 490.68 80,505.89 63,127.99 

002180.SZ 纳思达 2024-11-04 6,727.17 166,093.85 141,650.97 137,640.90 

300348.SZ 长亮科技 2024-11-04 488.72 3,504.09 80,505.89 63,059.55 

833030.BJ 立方控股 2024-11-04 6,694.05 92,578.72 9,224.32 9,224.32 

300167.SZ *ST 迪威 2024-11-01 289.50 526.89 36,055.00 35,722.75 

839493.BJ 并行科技 2024-11-01 1,450.76 55,520.59 5,823.00 4,049.32 

430564.BJ 天润科技 2024-10-31 13.80 154.15 7,452.90 3,392.05 

688152.SH 麒麟信安 2024-10-28 86.51 2,949.28 7,873.86 3,105.86 

688291.SH 金橙子 2024-10-28 128.33 1,926.29 10,266.67 3,366.67 

002405.SZ 四维图新 2024-10-21 2,667.30 19,231.23 237,775.03 236,184.93 

600728.SH 佳都科技 2024-10-21 619.54 2,292.30 214,449.25 214,033.19 

688244.SH 永信至诚 2024-10-21 128.22 2,951.71 10,223.42 4,948.50 

301085.SZ 亚康股份 2024-10-18 4,377.38 169,667.43 8,677.57 8,315.80 

688031.SH 星环科技 2024-10-18 120.84 3,541.89 12,084.21 9,367.87 

002987.SZ 京北方 2024-10-14 17.64 164.93 61,790.76 60,064.86 

300377.SZ 赢时胜 2024-10-14 217.40 1,202.22 75,107.51 67,325.75 

300743.SZ 天地数码 2024-10-14 2.51 29.13 15,347.91 12,962.38 

600131.SH 国网信通 2024-10-14 159.11 2,716.05 120,175.90 119,590.51 

688657.SH 浩辰软件 2024-10-10 2,471.39 79,356.30 6,551.43 3,945.06 

300659.SZ 中孚信息 2024-10-08 3,485.16 40,776.40 26,039.24 19,037.75 

300846.SZ 首都在线 2024-09-23 3,363.93 30,847.25 50,046.22 39,006.48 

603383.SH 顶点软件 2024-09-23 18.58 546.51 20,543.64 20,379.48 

688561.SH 奇安信 2024-09-23 14,956.16 339,804.05 68,517.24 51,005.87 

301378.SZ 通达海 2024-09-20 820.97 16,936.59 9,660.00 5,207.18 

300743.SZ 天地数码 2024-09-18 22.27 259.02 15,347.91 12,959.88 

688316.SH 青云科技 2024-09-18 1,185.55 30,836.07 4,779.13 4,779.13 

688695.SH 中创股份 2024-09-13 115.15 3,145.89 8,505.14 1,913.66 

300167.SZ *ST 迪威 2024-09-06 1,107.00 2,014.74 36,055.00 35,433.25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数据截至 2024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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