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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公布了 2024 年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有关安排。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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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行业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或有望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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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逐步发布，信创产业有望受益 

5 月 13 日，财政部公布了 2024年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有关安排。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

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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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行业作为国家重大

战略，或有望因此受益。 

➢ 信创市场规模稳步增加，“2+8+N”行业落地逐步推进 

据第一新声研究院数据，2023年中国信创市场规模为 15388亿元，同比增长 7.74%。

自 2023 年起，信创市场增速快速提升，2024-2026 年信创市场增速分别为

15.49%/17.84%/26.82%，2026年信创市场规模或达到 26559亿元。将信创市场进

行细拆分，可分为基础设施、应用软件、基础软件、信息安全，占比分别为 53.60%、

38.20%、6.40%、1.80%。信创的逐步落地有望带动计算机全产业链受益。 

➢ 硬件端有望受益信创推动提升竞争力 

信创硬件端主要分为电脑及服务器、网络相关硬件、CPU 服务器。2026 年中国服

务器市场有望达到 2219.80 亿元，2023-2026 年 CAGR 达 7.93%。据 IDC 数据，截

至 2024 年 Q1，美国占全球市场的 53%，中国占比达 18%，我国仍有较大数字化提

升空间。国产品牌服务器厂商的核心部件（CPU、内存、硬盘、GPU 等）高度依赖

进口，国产替代有望逐步推进。据 IC Insight 数据，中国芯片市场 2023 年的芯

片自给率或达到 23.26%，随着国产芯片计算水平的提升，自给率有望快速提升。 

➢ 软件端各细分市场有望逐步实现国产替代 

信创软件市场可分为应用软件（流式软件、版式软件、协同办公、ERP 及行业软件）

和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大数据、中间件及桌面云）。工业软件普及率较

低仍待提升。办公软件受 AIGC技术迭代影响，产品形态有望发生改变。2022 年中

国 PC 和服务器操作系统国产化率约为 4.70%，有较大提升空间。中间件海外厂商

占据主导，基础中间件国外厂商占比达 85.90%。数据库中关系型数据库本地部署

市场 Oracle 占比 17.01%，处于领先地位，国产替代仍需推进。 

➢ 投资建议：关注信创产业链环节领先企业 

建议关注：紫光股份、中科曙光、中国软件、纳思达、金山办公、用友网 

络等信创产业链环节领先企业。   
风险提示：信创产业链政策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风险，被新兴技术替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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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支持，信创落地逐步推进 

1.1 信创市场规模稳步增加，“2+8+N”行业落地逐步推进 

中国信创市场规模稳步增加，未来市场增速提升。据第一新声研究院数据，2023 年

中国信创市场规模为 15388 亿元，同比增长 7.74%。自 2023 年信创市场增速快速提

升 。 据 第 一 新 声 研 究 院 预 测 ， 2024-2026 年 信 创 市 场 增 速 分 别 为

15.49%/17.84%/26.82%，市场规模稳步增加，2026 年信创市场规模或达到 26559 亿

元。将信创市场进行细拆分，可分为基础设施、应用软件、基础软件、信息安全，占

比分别为 53.60%、38.20%、6.40%、1.80%。 

图表1：中国信创市场规模（亿元）&yoy（%） 

 
图表2：2023 年信创市场四大领域占比（%） 

 

 
资料来源：第一新声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第一新声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国信创产业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986- 2006 的预研起步阶段， 

2007- 2014 的局部改造，2015- 2019 的范围扩展，2020 年至今的全面推广。预期

2027年底，国央企完成信息化系统的信创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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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信创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信创产业涉及众多领域及公司，计算机行业全产业链有望迎来发展机遇。将信创产

业涉及行业进行拆分，基础设施可分为基础硬件和云基础设施，基础硬件可进一步拆

分为电脑及服务器、网络相关硬件、CPU。应用软件可分为流式软件、版式软件、协

同办公、ERP及行业软件。基础软件行业可分为操作系统、数据库、大数据、中间件

及桌面云。各细分行业涉及公司众多，未来增长空间广阔，信创产业国产替代有望带

动众多领域及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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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中国信创产业全景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信创替换稳步推进，电信、电力替换节奏加快。2023 年我国信创替换按照“2+8+N”

节奏稳步推进。党政信创开始向乡镇下沉，替代核心由电子公文系统转移到电子政务。

八大行业中，金融信创替换节奏较快，电信、电力信创替换节奏开始加快，未来相关

产业加速替换有望进一步带动信创市场规模提升。 

1.2 信创产业或受益于超长期国债逐步发布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逐步发布，信创产业有望受益。5月 13日，财政部公布了 2024

年一般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有关安排。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系统解决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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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行业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或有望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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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超长期国债发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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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研究所 

 

2. 计算机全产业链国产化提升 

2.1 硬件端有望受益信创推动提升竞争力 

服务器市场规模稳步提升，未来成长空间广阔。服务器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石，随着数

字化需求的提升以及 AI产业发展对算力需求的提升，服务器市场有望迎来快速增长。

据赛迪顾问数据，2026年中国服务器市场有望达到 2219.80 亿元，2023-2026年 CAGR

达 7.93%。x-86服务器作为服务器中的主要类型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据赛迪顾

问数据，中国 x-86 服务器 2026 年有望达到 1660.83 亿元，2023-2026 年 CAGR 达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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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中国服务器市场规模（亿元）&yoy（%） 

 
图表7：中国 x-86 服务器市场规模（亿元）&yoy（%）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服务器市场研究年度报告》，

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服务器市场研究年度报告》，

国联证券研究所 

 

服务器以 x-86 类型为主，全球市场占据一定份额，仍有广阔增长空间。据 IDC数据，

服务器类型主要 x86 和 ARM 为主，截至 2024 年 Q1，全球销售的服务器中，x-86 服

务器占比达 87%，ARM 服务器占比达 11%。中国服务器市场已成为美国之外的第二大

市场，据 IDC 数据，截至 2024 年 Q1，美国占全球市场的 53%，中国占比达 18%，与

美国相比我国仍有较大数字化提升空间。从公司角度看，据 IDC数据，戴尔仍为全球

服务器销售第一龙头，新华三（紫光股份）和浪潮分居二三位，在全球市场已占据一

定市场份额。国产品牌服务器厂商的核心部件（CPU、内存、硬盘、GPU 等）高度依

赖进口，随着国内核心部件技术的提升，国产替代有望逐步实现。 

图表8：服务器类型占比（%） 

 
图表9：服务器地域占比（%） 

 
 

资料来源：IDC，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DC，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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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24Q1 全球服务器市场份额（出货量占比%） 

 
资料来源：IDC，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国芯片自给率仍有提升空间，芯片市场有望迎来国产替代率与市场规模双提升。

CPU 的应用主要为 PC 与服务器，为计算的核心，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

2029 年中国 CPU 市场前景预测深度研究报告》数据，2023 年中国 CPU 市场规模为

2160.32 亿元，2024年规模有望达到 2326.1亿元，同比增长 7.67%。据 IC Insight

数据，中国芯片市场 2023年的芯片自给率或达到 23.26%，2027 年有望达到 26.63%，

芯片自给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国产芯片计算水平的提升，自给率有望快速提升。 

图表11：中国 CPU 市场规模（亿元）&yoy（%） 

 
图表12：中国芯片市场规模&生产规模&自给率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2024-2029 年中国 CPU 市场前景预测深度

研究报告》，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C Insights，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软件端各细分市场有望逐步实现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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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市场规模稳定增长，部分细分市场普及率仍有提升空间。工业软件在提升

工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上起到关键作用，为应用软件市场下最大的细分市场。工业软

件市场研发加快，行业迎来高速发展期。据工信部数据，2023 年中国工业软件市场

规模为 2824亿元，2019-2023年 CAGR达 13.20%。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

2029全球及中国工业软件行业研究及十四五规划分析报告》预测，2024年中国工业

软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197亿元，同比增长 13.21%。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9全球及中国工业软件行业研究及十四五规划分

析报告》数据，企业资源计划软件（ERP）、供应链管理软件（SCM）和客户关系管理

软件（CRM）在国内整个工业软件行业中普及率分别为 61.8%、29.8%和 30.7%；研发

设计类软件如产品数据管理（PDM）、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CAD）软件的市场普及率

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 33.8%和 51.0%。生产执行系统（MES）和数据采集与监视系统

（SCADA）普及率较低，分别为 24.0%和 19.4%。整体工业软件普及率仍待提升，从而

进一步带动市场规模提升。 

图表13：工业软件产品收入（亿元）&yoy（%） 

 
图表14：国内工业软件普及率（%） 

 
 

资料来源：工信部，发布的《2024-2029全球及中国工业软件行业研究及

十四五规划分析报告》，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办公软件受 AIGC 技术迭代影响，产品形态有望发生改变。协同办公软件包含综合平

台型（新型办公平台如钉钉、企业微信，传统大型厂商如泛微、致远互联）和垂直工

具型（在线文档如 WPS、腾讯文档，企业网盘如百度网盘、阿里云盘，在线会议如腾

讯会议、zoom，企业邮箱如网易、腾讯企业邮箱）。办公场景适配大语言模型能力强，

可为 AI 应用落地的率先市场之一，产业形态有望随 AI 技术的进步出现较大变革。

据艾媒咨询数据，截至 2025 年中国协同办公市场有望达到 414.8 亿元，2023-2025

年 CAGR 达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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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覆盖率上看，国产产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艾瑞数据统计，截至 2022年

6 月，微软 Office和 WPS Office在国内市场 Windows平台的平均市场覆盖率分别为

81.5%和 68.7%，国产产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15：中国协同办公软件市场规模（亿元）&yoy（%） 

 
资料来源：艾媒数据中心，国联证券研究所 

 

全球操作系统市场规模进入平稳发展，中国 PC和服务器操作系统国产化率仍待提升。

据Statista数据，全球2022年操作系统市场规模为378.15亿美元，同比增长2.20%，

整体增速较为平稳。2022年中国 PC和服务器操作系统国产化率约为 4.70%，处于较

低水平，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 2023 年国产化率为 5.10%，国产操作系统的国产替代

进程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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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全球操作系统市场规模（亿美元）&yoy（%） 

 
图表17：2018-2023 年中国 PC 和服务器操作系统国产化率

（%） 

 
 

资料来源：Statista、中商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桌面操作系统 Windows 占据主导，服务器操作系统 Linux 占据主导，国产操作系统

仍需创新。操作系统主要分为桌面操作系统与服务器操作系统，其中桌面操作系统主

要以 Windows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服务器操作系统以 Linux 为主导。市场中并无代

表性国产操作系统企业，未来国产操作系统仍需加大投入从而改变市场竞争格局。我

们认为随着国内公司对系统软件研发投入增加，未来操作系统的国产化率有望迎来

快速提升期。 

图表18：全球桌面操作系统占比（%） 

 
图表19：中国桌面操作系统占比（%） 

  

资料来源：Statcounter，智研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tatcounter，智研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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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22 年全球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占比（%） 

 
图表21：2022 年中国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IDC，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沙利文研究，华经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间件市场规模增速放缓，国外厂商仍占据主导。中间件为独立于特定计算机硬件和

操作系统的基础软件，为应用软件开发、部署、运行和维护提供重要支撑。据中商产

业研究院数据，2022 年中间件市场规模为 98.4 亿元，预计 2023 年中间件市场规模

为 108.7亿元，同比增长 10.47%，市场规模增速放缓。 

中间件分为基础中间件与广义中间件，其中广义中间件国外厂商占比达 61.50%，基

础中间件国外厂商占比达 85.90%。国外中间件厂商占据主导，国产替代有较大增长

空间，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国产厂商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表22：中国中间件市场规模（亿元）&yoy（%） 

 
图表23：2021 中国中间件产品市场结构占比（%）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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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中国广义中间件竞争格局（%） 

 
图表25：中国基础中间件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中创股份招股说明书，计世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创股份招股说明书，计世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数据库市场规模进入稳定增长期，关系型数据库占据主导。据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

委员会（CSSA TC601）数据，2023年中国数据库规模为 522.4亿元，预计 2028年市

场规模可达 930.29 亿元，2023-2028 年 CAGR 达 12.23%。数据库市场按类型可分为

关系型数据库、数据湖、NoSQL、低代码数据库、缓存数据库和导航型数据库，关系

型数据占据主导，市场占有率为 62.40%；按部署模式分类，可分为公有云部署和本

地部署，云部署占据主导。据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数据，2023 年中国数据酷

市场，云部署占比为 61.28%，本地部署为 38.72%。 

图表26：中国数据库市场规模（亿元）&yoy（%） 

 
图表27：数据库类型分类（%） 

  

资料来源：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CSSA TC601），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DC，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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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中国据库公有云规模（亿元）&本地部署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CSSA TC601），国联证券研究所 

 

部分细分市场国外厂商占据主导，国产替代仍需推进。根据 IDC 数据，2023 年中国

关系型数据库管理市场中，阿里与腾讯占据领先地位，合计占比达 41.13%。但从细

分市场上看，关系型数据库本地部署软件市场厂商中，Oracle占比达 17.01%，处于

领先地位，部分细分市场国外厂商占据主导，国产替代仍需推进。 

图表29：中国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市占率（%） 

 
图表30：关系型数据库软件市场厂商份额本地部署市占率

（%） 

  
资料来源：IDC，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DC，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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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与访问管理软件、终端安全软件、软件安全网关、安全分析和情报等多个子市场。

据第一新声研究院数据，2023年中国安全软件市场规模约 261亿元，同比减少1.51%。

我们认为随着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跨境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系统安全重要性进一步

提升，未来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提升，国产安全软件企业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表31：中国安全软件市场规模（亿元）&yoy（%） 

 
资料来源：第一新声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3. 投资建议: 关注信创产业链环节领先企业 

信创政策的逐步落地有望带动产业链上诸多领域受益，如基础芯片、基础硬件、基础

软件、通用软件、行业软件、网络安全等领域。建议关注：紫光股份、中科曙光、中

国软件、纳思达、金山办公、用友网络等信创产业链环节领先企业。 

 

4. 风险提示 

信创产业链政策不及预期：信创产业链受政策驱动明显，若未来政策落地推进速

度不及预期，将影响主要行业的需求。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信创产业属于成长阶段，厂商不断涌入将导致市场竞争态势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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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兴技术替代风险：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可能对现有龙头公司造成较大冲

击，进而变整个行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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