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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事件：近日，运营商 2024H1 半年报公布，从财报的数据资源科目中可以发现，中

国移动将数据资源作为数据资产入表，入表金额为 7000 万元；中国联通将 8476.39

万元的数据资源列入开发支出。 

 运营商数据资源入表 0-1 落地，有望成为未来资产项目下新的创收来源。中国移动

在 2024 半年报中首次披露，将数据资源作为资产入表，金额达到 7000 万元，其

中，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2900 万元，开发支出新增了 4100 万元。此外，值得

关注的是，中国移动还披露了约 1.21 亿元与数据资源相关的费用化研发支出。同

样，中国联通 2024 年半年报显示，2024H1 公司研发支出总计 46.14 亿元，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研发项目开发支出为 37.89 亿元，其中数据资源占比约 2%，公司半

年报指出：“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开发支出余额中包含尚在开发中的数据资

源约人民币 0.85 亿元，主要包含为现有数据产品和服务提供支撑的行业数据库和

模型等”。我们认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启动数据资源入表，这预示国内数据资

产化进程的不断进步，数据要素有望逐步成为会计的标配科目，成为未来资产项目

下新的创收来源。根据《中国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情况跟踪报告（2024 年第一季度）》，

2024Q1，有 18 家上市公司在财报中披露了数据资源，涉及金额 1.03 亿元，从行

业分布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无论是按照企业数量还是涉及金额

统计，均名列第一。 

 运营商数据量大、活跃度高，有望加速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落地应用。我们认为，电

信运营商数据体量庞大、一致性好、活跃度高，是数据交易的优质资源。根据运营

商半年报，截至 2024H1，中国移动移动客户突破 10 亿户，家庭宽带客户达到 

2.72 亿户，累计开通 5G 基站超 229 万个，公司依托梧桐大数据平台，沉淀数据

资源超 2000PB，数据治理水平达到国内最高等级（DCMM 五级），数据年调用量

达千亿次，在数据治理、应急管理、智慧文旅等多个行业广泛应用。 截至 2024H1，

中国联通的移动用户数达到 3.4 亿户，物联网联接数超过 5.6 亿，宽带用户达到

1.17 亿户；公司 5G 中频基站超过 131 万站，低频基站达到 78 万站，4G 中频基

站超过 200 万站，网络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2024H1 中国联通实现数据服务收

入 32 亿元，同比增长 8.6%，公司基于大规模数据治理和服务实践，积极发挥数

据要素乘数效应，为多省市打造政务大数据平台、经济运行平台。由此可见，其中，

运营商在用户规模、网络覆盖、连接数量上优势明显，其数据价值是一座储量惊人

的“数据富矿”，是推动数据资源化、资产化沉淀的核心力量，随着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数据资产化评估入表开启，有望加速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落地应用。 

 

 建议关注标的： 

（1）通信类： 

①  数据持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②  数据处理：东方国信、亚信科技、天源迪科；  

③  数据监测：中新赛克、迪普科技、恒为科技、初灵信息； 

④  数据应用：梦网科技、彩讯股份、银之杰、吴通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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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务类：云赛智联、创意信息； 

（3）医保类：山大地纬、久远银海、德生科技； 

（4）多媒体类：金桥信息、大华股份、海康威视； 

（5）工业类：宝信软件、东方国信、东土科技； 

（6）基础工具：易华录、汉得信息、星环科技、人民网。 

 

 风险提示：数据要素建设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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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分析师与研究助理简介 

李宏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本硕，十年通信实业和 7 年金融从业经验。擅长产业链分析和投资价值预判。曾就职于中国电信集团、

方正证券研究院、中航基金专户部，财通证券、太平洋证券等，2018、2021wind 金牌分析师，2020 年金麒麟新锐分析师，2021 年

choice 最佳分析师通信行业第一名。 

王金森，北京理工大学硕士，3 年通信实业经验，2 年二级研究经验，曾就职于中国移动、方正/华金证券研究所，覆盖通信运营商及

设备商、卫星互联网、数据要素、智能矿山等领域研究。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 

息均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 

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Table_RatingDescription] 1. 投资评级的比较和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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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跌幅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涨

跌幅； 

2. 市场基准指数的比较标准： 

A 股市场以上证综指或深证成指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

国市场以标普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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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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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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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 

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 

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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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