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跟踪周报·计算机 

 

东吴证券研究所 

 

 1 / 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计算机行业跟踪周报  

挑选最纯粹的诗和远方——计算机极致进攻 

 

 

2024 年 10 月 08 日 

  
证券分析师  王紫敬 

执业证书：S0600521080005 
021-60199781 

wangzj@dwzq.com.cn  
  
行业走势 

  
 

相关研究  
《数据要素近期发展更新，破晓之光》 

2024-09-22 

《东吴计算机 9-10 月策略：信创、数

据、低空，三箭齐发》 

2024-09-03 
  

增持（维持） 
 

[Table_Tag]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强烈看好计算机板块投资机遇，新质生产力有望迎催化：尽管计算机前
期表现不佳，但我们抓住了上半年的低空经济和下半年的党政信创主线
行情，8 月下旬开始我们就积极推荐计算机行业的投资机会，都源于我
们对产业发展的笃定前瞻：计算机板块行情的启动多开始于高级别政策
的发布。9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
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因此我们预计【新
质生产力】和【新基建】将成为主要受益方向。 

◼ 我们总结出计算机行业当前的几条配置策略：1. 要紧跟板块主驱动力
之一的政策走向，政府作为计算机行业主要投资方，新质生产力和新基
建有望成为最受益的方向。2. 随着市场情绪的高涨，更宏大的叙事将会
有更强的进攻性，我们需要聚焦更纯粹的“诗和远方”。3. 短期看贝塔
很强，长期看阿尔法，而阿尔法来自【事件驱动】。总结来看，计算机行
业中具备【宏大叙事】、且【近期有事件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方向将
是配置的首选方向。因此，我们继续看好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低空
经济】和【数据要素】。 

◼ 低空经济有望迎来密集催化期：（1）更多低空经济示范城市有望出现。
随着第一批试点城市申报的开启，各城市有望规划具体的规划方案。（2）
低空管理部门有望设立，主导低空产业的协同和发展。我们认为后续可
能会新设立高级别的中央和地方的相关管理部门来协调军地民三方的
诉求，从而带来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变化。（3）全国低空经济产业规划将
是重点。目前各地均发布了各地的低空经济发展行动方案和规划，而国
家层面的相关规划尚未发布。未来国家级别规划若能落地，有望从设立
具体发展目标、实现路径、技术方向给出较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并针对
粤港澳、成渝、长三角等低空经济重点地区的产业布局给出指引。（4）
珠海航展 Evtol 有望成亮点。2024 年 11 月份，珠海航展会有大量的
eVTOL 的展出和试飞，包括小鹏汇天的陆地航母飞行汽车等。 

◼ 数据要素多项政策有望发布，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有望就此开启： 2024

年 7 月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今年将陆续推出数据产权、数据流
通、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等 8 项制度文件。国家数
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亦表示部分政策很快就会出台。2024 年 8

月底国家数据局表示有关公共数据、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两份文件
将于今年年内陆续出台。因此预计 2024 年四季度，据要素预计至少有
8 个政策发布，引导公共数据放开、产业实践加速。在政策推动下，我
们预计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有望清晰，由供给打开需求，创
造可观的经济价值。未来，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通过对地方公共数据
的授权运营，然后评估、入表，用新增的数据资产去银行贷款，从而实
现中国特色的 QE，有望率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当这一模式走
通之后，全国各地有望百花齐放，带来数据要素应用场景的全面落地。 

◼ 低空经济既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属于新基建，短期也有重大事件催
化，是我们认为当下最好的布局方向，相关标的：莱斯信息、大名城、
深城交、万丰奥威和宗申动力等。 

◼ 数据要素 2024 年四季度预计至少还有 8 个顶层设计出台，成为连续的
催化。相关标的：云赛智联、易华录和国新健康等。 

◼ 此外，继续推荐信创板块，预计会有持续推进，相关标的：中国软件、
软通动力、金山办公、顶点软件等。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技术发展不及预期，竞争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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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继续看好计算机板块投资机遇，新质生产力有望迎催化 

我们从 8 月下旬开始积极推荐计算机行业的投资机会，给出了市场已经见底的判

断，（详见《关注党政信创重启投资机会》、《东吴计算机 9-10 月策略：信创、数据、低

空，三箭齐发》等外发报告）。 

计算机前期表现欠佳，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上半年抓住低空经济、下半年抓住党政信

创的主线行情？这源于我们的政治信仰和对产业发展的笃定前瞻：大部分行情的启动，

都是开始于高级别政策的发布。 

现在大级别行情预期之下，整个计算机板块都有很强的贝塔，后续要投资更有锐度

的方向，应该是将要有【催化和事件驱动】的方向。 

【新质生产力】有望最为受益。2024 年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

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

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

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而科技创新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重点

投资领域之一，我们预计【新质生产力】和【新基建】将成为主要受益方向。 

基于此，我们总结出计算机行业的几条配置策略： 

1. 政策作为板块行业的主驱动之一，要紧跟政策走向。政府作为计算机行业主要需

求方和投资方，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成为最受益的方向。 

2. 随着市场情绪的高涨，更宏大的叙事将会有更强的进攻性，我们需要聚焦更纯粹

的“诗和远方”。 

3. 短期看贝塔很强，长期看阿尔法。阿尔法来自于具体的【事件驱动】，这个位置

谁有利好谁就会获得更加放大的催化效果。 

总结来看，计算机行业，具备【宏大叙事】、且【近期有事件驱动】的【新质生产力】

方向将是配置的首选方向。因此，我们继续看好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低空经济】和

【数据要素】。 

 

2.   低空经济：有望迎来密集催化期 

重视低空经济的战略高度。对于低空经济，我们继续重申我们此前的观点，重视其

战略高度。俄乌战争让我们看到，现代战争，低空制空权的争夺非常重要，未来战争的

主体正是无人机。我们正在用民用促进军用。（详见外发报告《从莱斯信息看低空发展》） 

更多低空经济示范城市有望出现。随着第一批试点城市申报的开启，各城市有望规

划具体的规划方案。近期，重庆印发《重庆市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促进低空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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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其中提出，到 2025 年实现低空飞行“县县通”，到 

2027 年实现低空飞行“乡乡通”，非常积极。今年以来，已经有非常多的省市都参与了

低空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 

低空管理部门有望设立，主导低空产业的协同和发展。过去，空域的规划和飞行的

安全分别由军方、民航、空管委负责，在做决策是更注重安全，而地方政府发展低空经

济更注重经济，因此安全和经济一定程度上会在行业推进上产生“阻力”。因此我们认为

后续有望新设立高级别的中央和地方的相关管理部门来承接这些职能，从而带来体制机

制上的重大变化。 

全国低空经济产业规划将是重点。目前各地均发布了各地的低空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和规划，而国家层面的相关规划尚未发布。未来国家级别规划若能落地，有望从设立具

体发展目标、实现路径、技术方向给出较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并针对粤港澳、成渝、长

三角等低空经济重点地区的产业布局给出指引。回想 2019 年信创产业的大行情，正是

起步于国家对党政信创的产业规划，当时也是给出了具体的数量化要求，使得资本市场

对产业发展有了实际的测算依据。 

珠海航展 Evtol 有望成亮点。2024 年 11 月份，珠海航展会有大量的 eVTOL 的展出

和试飞，包括小鹏汇天的陆地航母飞行汽车等。 

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这既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也是国家投资的重点方向，

想象空间巨大，短期也有重大事件催化，符合我们的选股逻辑，是当下最强的布局方向。

建议关注莱斯信息、大名城、万丰奥威、宗申动力等。 

 

3.   数据要素：顶层设计在即，数据财政加码 

年内多项政策有望发布。 

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 7%的篇幅跟数据要素有关。国家对于数据要素的重视程

度一如既往。 

2024 年 7 月 4 日，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 2024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表示，国家

数据局今年将陆续推出数据产权、数据流通、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

企业数据开发利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等 8 项制度文件。 

在数据要素高层论坛上，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正在加快研究

制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文件，针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不同属性特点分

类施策，部分政策很快就会出台。 

2024 年 8 月底，国家数据局表示，有关公共数据、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两份文

件将于今年年内陆续出台，个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政策也在加紧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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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判断，2024 年四季度，数据要素预计还有至少 8 个政策要发布，这一非常

密集而持续的政策催化，需要引起重视。我们预计相关顶层设计有望很快推出，引导公

共数据放开、产业实践加速，相关重点城市和垂直行业有望受益。 

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有望就此开启。在政策推动下，我们预计数据要素

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有望清晰，由供给打开需求，比如红绿灯的倒计时数据，虽然是

个很不起眼的公共数据，但在日常生活中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

值。未来，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有望率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通过对地方公共

数据的授权运营，然后评估、入表，用新增的数据资产去银行贷款，从而有望实现中国

特色的 QE，锚定的资产正是公共数据。当这一模式走通之后，全国各地有望纷纷效仿、

百花齐放，带来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的全面落地。 

 

4.   推荐标的 

1. 低空经济领域： 

我们认为需要重视低空经济的政治高度，以及低空基础设施在当前政府开支中的高

优先级，我们预期后续低空经济相关的高级别国家管理部门有望设立，并发布一系列产

业规划，相关标的：莱斯信息、大名城、万丰奥威和宗申动力等。 

莱斯信息作为国内唯二可以承担空管核心系统的龙头企业，已经具备明显的先发优

势。 

大名城传统主业房地产受益于当前的政策走势，同时公司布局了 AI 算力和低空经

济两条转型路线。 

2. 数据要素领域： 

2024 年四季度预计至少还有 8 个顶层设计出台，成为连续的催化。数据要素的提

出，最大的边际变化是政府数据的放开。因此对于投资方向的选择，我们更看好跟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相关的上市公司。相关标的：云赛智联、易华录和国新健康等。 

云赛智联是上海国资系统唯一具备信息化能力的企业，因此上海地区无论是数据还

是算力，云赛智联都是主要的参与方。 

易华录已签约部分中小城市，拿到当地的公共数据授权。 

此外，国新健康、深桑达等公司也都公告拿到部分地方的公共数据授权。 

3. 此外，继续推荐关注信创板块 

预计后续也会有持续的推进，相关标的：中国软件、软通动力、金山办公、顶点软

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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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中央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各个领域的政策，如果后续现

有政策和配套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可能导致行业的发展和落地不及预期。 

2、技术推进发展不及预期：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技术推进不及

预期可能会使得主导产业落地不及预期。 

3、竞争加剧影响：目前国内产业相关企业众多，如果后续优质企业增加，可能会带

来竞争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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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基准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基准-5%与 5%； 

减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上。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

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应当充分考虑自身

特定状况，如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等，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

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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