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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行业回顾及投资逻辑：2022 年以来，软件行业收入增速放缓，但仍实现

两位数增长。行业上市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整体利润承压，但工业软件、

智能汽车等板块表现较好。市场表现来看，计算机行业指数表现不佳，跑

输沪深 300指数，且在申万 31个一级行业中排名靠后，估值处于处于历

史低位水平。展望 2023 年，我们判断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23 年业绩

将迎来改善，行业估值将迎来修复。我们看好信创、工业软件、网络安全

和智能汽车等板块的投资机会。 

 信创工程扩容，基础软硬件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信创产业将按照 2+8+N

的落体体系徐徐展开，党政信创先行，金融、电信等行业紧随其后。信创

产业链包括 PC和服务器整机，以及芯片、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

办公软件等核心组件。根据我们的测算，信创产业未来将有数千亿量级的

市场空间，市场空间巨大。我们看好信创产业发展带来的基础软硬件机会。 

 多重因素推动，工业软件发展前景广阔。工业软件是工业企业数智化转型

升级的重要工具，是我国智能制造、智能建造的重要基础和核心支撑。当

前，我国工业软件体量和我国工业体量规模不匹配，发展空间巨大。以 2021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 37.26万亿元为基数估算，我国工业软件的市场空间将

超过 7000 亿元。受益工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国产化、正版化以及国

家政策支持多重因素推动，我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网络安全市场保持增长，数据安全正当风口。受益政策和复杂严峻的网络

威胁态势的推动，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网络安

全产业联盟数据，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 2021年约为 614亿元，同比增

长 15.41%，到 2024年有望突破 1000亿元。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将

成为我国网络安全的建设重点。我们认为，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

数据安全项目在各行业的落地进程将加快，我国数据安全市场将持续高增

长。 

 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软件、域控制器价值突显。我国的自动驾驶处

于从 L2向 L3渗透的阶段。L2级市场渗透率正稳步提升，L3级自动驾驶

技术也已相对成熟，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将逐步落地。L4 级自动驾驶测

试数据的积累也正在加速进行。汽车智能化升级推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由

分布式向域集中甚至中央计算单元演进，“软件定义汽车”成为行业共识，

汽车上的软件价值量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我国智能汽车进入多域部署

阶段，域控制器国产方案相继落地。我国域控制器解决方案逐步成熟，相

关的 Tier1、软硬件平台厂商将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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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展望 2023年，我们认为，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安全”的背景下，“安全”将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重要主题，在“安

全”主题领域，于计算机行业而言，将有三条主线值得重点关注，分别是信创、工业软件和网络安全。另外，在产业数字化

发展方面，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智能汽车产业链亦值得持续关注。我们判断，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23年业绩将迎来

改善，行业估值将迎来修复。我们看好信创、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智能汽车等板块的投资机会，维持对计算机行业的“强

于大市”评级。信创领域，推荐金山办公、中科曙光、太极股份，建议关注龙芯中科、海光信息、麒麟信安。工业软件领域，

强烈推荐广联达、中控技术，推荐中望软件、华大九天。网络安全领域，强烈推荐启明星辰。智能汽车领域，强烈推荐中科

创达，推荐德赛西威、经纬恒润、华阳集团。 

 风险提示：1）供应链风险上升；2）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3）市场需求可能不及预期；4）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备注：龙芯中科、海光信息、麒麟信安 2022-2024年的 EPS取自Wind一致预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股票价格 EPS P/E 

评级  
2022-12-08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广联达 002410.SZ 55.73 0.55 0.81 1.12 1.41 101.3 68.8 49.8 39.5 强烈推荐 

中科创达 300496.SZ 110.93 1.42 2.01 2.75 3.65 78.1 55.2 40.3 30.4 强烈推荐 

中控技术 688777.SH 92.72 1.17 1.62 2.17 2.84 79.2 57.2 42.7 32.6 强烈推荐 

启明星辰 002439.SZ 25.20 0.90 0.92 1.23 1.57 28.0 27.4 20.5 16.1 强烈推荐 

中科曙光 603019.SH 23.72 0.79 1.02 1.31 1.64 30.0 23.3 18.1 14.5 推荐 

金山办公 688111.SH 249.15 2.26 2.42 3.42 4.73 110.2 103.0 72.9 52.7 推荐 

太极股份 002368.SZ 28.93 0.64 0.79 0.96 1.18 45.2 36.6 30.1 24.5 推荐 

华大九天 301269.SZ 94.93 0.26 0.35 0.46 0.61 365.1 271.2 206.4 155.6 推荐 

德赛西威 002920.SZ 117.95 1.50 2.09 2.82 3.77 78.6 56.4 41.8 31.3 推荐 

经纬恒润 688326.SH 156.78 1.22 1.81 2.69 3.57 128.5 86.6 58.3 43.9 推荐 

华阳集团 002906.SZ 37.80 0.63 0.85 1.27 1.70 60.0 44.5 29.8 22.2 推荐 

中望软件 688083.SH 189.36 2.10 1.31 3.06 4.15 90.2 144.5 61.9 45.6 推荐 

龙芯中科 688047.SH 81.00 0.59 0.64 0.98 1.35 137.3 126.6 82.7 60.0 未评级 

海光信息 688041.SH 45.28 0.14 0.43 0.71 1.05 323.4 105.3 63.8 43.1 未评级 

麒麟信安 688152.SH 204.12 2.11 2.48 3.41 4.78 96.7 82.3 59.9 42.7 未评级 



hXqZbWqZcZzWaQaO9PpNrRsQoMlOnMoMfQpPyRaQoPrPMYnOsQNZqN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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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计算机行业投资逻辑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趋于复杂。ICT产业呈现从“全球分工”、“中美绑定”到“小院高墙”的新变化。美国出台《科学与

芯片法案》，中美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信息安全、供应链安全压力增加，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加大。2022 年 10

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多次提到“安全”，在报告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调“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安全的

高度重视。 

展望 2023 年，我们认为，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安全”的背景下，“安全”将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重要主题，在“安全”主

题领域，于计算机行业而言，将有三条主线值得重点关注，分别是信创、工业软件和网络安全。另外，在产业数字化发展方

面，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智能汽车产业链亦值得持续关注。我们判断，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23年业绩将迎来改善，

行业估值将迎来修复。我们看好信创、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智能汽车等板块的投资机会，维持对计算机行业的“强于大市”

评级。 

图表1 计算机行业投资逻辑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回顾与展望：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行业将迎来估值修复 

2.1 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利润承压，但工业软件、智能汽车等板块表现较好 

软件业收入增速放缓，但仍实现两位数增长。受新冠疫情的反复的影响，我国软件业收入增速同比有所放缓，但仍实现两位

数的增长，体现了我国软件业的发展韧性。根据工信部数据，2022年 1-10月，我国软件业收入同比增长 10.0%。其中，工

业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等细分领域景气度相对较高。1-0月份，工业软件、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2.8%、13.0%，

增速高于行业整体增速 2.8个百分点和 3.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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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软件行业收入同比增速 
 
图表3 工业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板块收入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工信部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工信部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行业上市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整体利润承压，但工业软件、智能汽车等板块表现较好。受新冠疫情、以及 2021年上市公

司员工人数增长较快等因素的影响，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承压明显。在剔除 ST等表现异常的

个股之后，2022年前三季度行业营业总收入合计为 7693.99亿元，同比增长 5.15%；归母净利润合计为 216.72亿元，同

比大幅下降 41.68%。其中，工业软件、智能汽车等板块业绩表现好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表现，景气度较高。我

们判断，经过 2021 年员工人数的较快速增长之后，行业上市公司 2023 年员工人数增速将有所放缓，行业上市公司 2023

年的归母净利润增速将有所恢复。 

图表4 2019-2021年行业上市公司员工人数增速 
 
图表5 2022前三季度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和重点
板块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行业行情整体处于下行态势，但已呈现向上反弹趋势 

年初以来，受国内疫情的反复以及国际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下行，计算机行业行情整体处于下行态势。随

着行业上市公司 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快报、年报和 2022年一季报的陆续披露，行业上市公司整体 2021年业绩表现不佳

以及 2022年一季度业绩承压的预期持续释放。4月底开始，业绩承压预期逐步得到释放，且行业整体市盈率已处于历史性

低位。同时，国家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抬升，行业行情开始第一轮低位反弹。10 月中，随着行业上市

公司 2022年三季报披露完毕，三季报业绩承压预期逐步得到释放，且行业整体市盈率年内再次处于历史性低位。信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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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市场热点，带动计算机行业行情 10月份向上反弹。 

图表6 年初以来计算机行业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3 行业指数涨幅表现不佳，行业基金持仓持续处于低配区间 

截至 12月 6日，计算机行业指数累计下降 21.12%，跑输沪深 300指数 1.44个百分点，在 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7

位，排名靠后。 

图表7 行业指数相比沪深 300指数表现 
 
图表8 行业指数涨幅在 31个申万一级行业排名 27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根据证监会门类行业分类，2022 年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金持仓市值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比例为

3.78%，同比下降 0.15个百分点，低于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0.44个百分点。自 2021年一季度起，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仓市值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的比例已经连续七个季度低于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持续处于低配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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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2020Q1-2022Q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金持仓市值比例和股票市场标准行业配置比例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4 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水平，行业将迎来估值修复 

截至 12月 6日，计算机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水平。根据我们的统计，2015年以来，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历史市盈率（TTM，

剔除负值）中位数为 50.5倍。计算机行业指数 12月 6日市盈率（TTM，剔除负值）为 40.6倍，在历史市盈率中位数水平

之下，处于历史 31%分位。展望 2023年，我们判断，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23年业绩将迎来改善，行业估值将迎来修复。

我们看好信创、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智能汽车等板块的投资机会。 

图表10 计算机行业当前估值低于历史中位数水平 
 
图表11 行业市盈率在 31个申万一级行业排名第 4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信创工程扩容，基础软硬件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3.1 ICT产业呈现从“全球分工”、“中美绑定”到“小院高墙”的新变化 

国内 ICT体系经历了封闭-引进-融合的历史演变。从建国到八十年代初，国内 ICT行业基本处于完全自主研发的封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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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国内成功研制出第一台大型机、1K DRAM、集成电路计算机 105机等产品，主要面向军工和大型计算机等专业

领域；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逐步放开，国家大量引进海外项目，并成立了如联想、金山、中芯国际等

ICT标杆企业，秉承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发展道路，陆续在 EDA 工业软件、12寸线、操作系统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并逐

渐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全球 ICT行业的重要一环。 

图表12 国内 ICT体系演变：封闭——引进——融入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长期以来，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中美呈现深度绑定的产业格局。美国为互联网生态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软硬件支撑：PC

互联网时代，英特尔和微软构建了WinTel 体系；移动互联时代，ARM 和 Android构建了 AA 体系；而中国则为Wintel 和

AA 生态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表现为：（1）上游：国内厂商围绕国际体系进行芯片设计、制造和封测；

（2）中游：国内 OEM 和 ODM 厂商基于上述国际体系，进行系统设计和整机制造；（3）下游：国内厂商为国际体系提供

应用软件开发及服务，并贡献海量的应用场景和用户。美国凭借技术的率先突破提供互联网生态的底层软硬件，而中国依靠

规模效应及海量用户对互联网生态进行丰富和完善，二者深度绑定、优势互补，形成如今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景象。 

图表13 中美产业链深度绑定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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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年来全球产业链已经出现新变化，美国体系正在“抽梯子”，科技产业逐渐变成其“小院高墙”。2013 年，斯诺

登事件爆发，引发全球对信息安全的关注，海外体系的可靠性受到质疑；2019 年，美国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限制清单，

国际供应链开始撕裂，供应链风险开始显现；2022 年，美国出台《科学与芯片法案》，科技正在变成其“小院高墙”，中美

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信息安全、供应链安全压力增加，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加大。 

图表14 全球产业链新变化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在此背景下，半导体产业国产化提上日程，信创工程启动。信创工程目的为建立中国自主可控的基础软硬件体系，信创已经

成为推动我国 IT 产业安全、升级的战略性产业，且国内厂商在信创工程相关基础软硬件技术方面均有所积累，信创工程国

产化替代短期即有望见效。 

图表15 半导体国产化与信创工程的关联性 
 
图表16 信创工程与半导体行业国产化比较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信创产业政策支持，落地体系逐渐拓展 

国家政策提供早期应用场景支持，助力信创工程实现自我正循环。信创工程的目的是搭建国内自主可控的 ICT产业体系。相

关支持政策频出且主要集中在应用端，即通过政府采购的模式，在相对封闭的场景中，为国产产品和应用提供练兵场，助力

其现自我正循环。该循环具体为：通过提供应用场景来扩大产品市场，繁荣生态，使公司形成营收、市场形成需求，从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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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进研发和转化，进而再次扩大应用市场。公司在这种自我正循环的过程中不断打磨并持续优化，其产品竞争力将得到

不断提升，最终将从封闭场景走向消费级这个终极市场。 

图表17 近期信创产业相关支持政策（部分） 
 
图表18 国产 ICT正循环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当前信创产业生态分散单薄，与理想状态尚有较大差距。底层软硬件领域，产业格局相对分散，集中度不高，目前有 6家核

心芯片厂商、接近 10家操作系统厂商、3家关系型数据库以及多家分布式数据库厂商，而理想情况为 1-2家核心芯片厂家、

1-2家核心操作系统企业以及有限的几家数据库、中间件及固件企业，分散的底层给上游应用带来了非常高的适配和优化门

槛；办公软件、浏览器、输入法等基础软件领域，目前企业数量偏少，用户不足，制约了应用开发的积极性；在上层的应用

软件领域，目前下游用户较少，且开发者投入积极性不高，种类比较单一，同国际生态体系拥有海量的开发者、繁荣的应用

相比，差距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创产品进入这个赛道最大的门槛。信创产业的现实情况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正是信创

工程的长期奋斗目标所在。 

图表19 信创工程生态、理想、现实与要求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信创工程稳步推进，党政信创先行，行业信创大幕开启。信创产业按照 2+8+N的落体体系逐步展开：党政是信创产业落地

的起步领域，2013 年即开始在公文系统领域实行国产化替代；八大重点行业中，金融行业首先启动，其他行业正在稳步推

进；N个行业的信创国产化替代也有望逐步启动。根据零壹智库数据，截止 2021年 12月，党政、金融的落地实践率分别

为 57.0%和 29.6%，信创产业国产化正从党政领域快速向其他行业延伸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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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2+8+N信创发展进程 
 
图表21 各领域信创应用落地进程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3.3 信创产业链布局逐步完善 

CPU是信创工程硬件生态的核心，国产 CPU企业在信创浪潮中大有可为。CPU作为信创底层硬件基础设施中的核心，提

供最底层的计算能力，是信创国产化替代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当前主流芯片架构为 ARM和 X86，均为国外主导，芯片国产

化率较低，目前国内 CPU企业有 6家，各有优势和侧重点，如龙芯中科推出自主指令架构，在自主可控方面尤为突出，海

光推出 CPU和 DPU，在高性能处理器领域优势凸显。在政策加持下，这些国产芯片企业将形成研发-生产-销售-反馈的良性

循环，迎来快速发展的良机。 

图表22 国产 CPU厂商现状 
 
图表23 市场主流芯片-OS体系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龙芯中科：坚持架构自研，具备较强生态支持能力。龙芯产品矩阵包括：龙芯 1号、2号、3号系列处理器及配套桥片：龙

芯 1号为嵌入式专用处理器，面向物联网终端、仪器设备、数据采集等工控领域；龙芯 2号为单芯片SOC，面向网络设备、

行业终端、智能制造等工控领域；龙芯 3号为高性能通用处理器，面向桌面和服务器等信息化领域，配套桥片主要与龙芯 3

号系列处理器配套使用。龙芯秉承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的运营模式，从指令集/IP核授权、到芯片级/主板级开发以及系统内

核应用等方面对生态伙伴进行全方位的开放支持。目前，龙芯的信息化合作伙伴上千家，可以提供从端到云的完整解决方案，

相关软硬件开发人员数万人，已经形成较强的产业链与生态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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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 龙芯处理器产品 
 
图表25 龙芯生态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海光信息：兼容 X86生态，在高性能计算市场赢得空间。公司高端处理器分为 CPU系列和 DPU系列：CPU为通用处理器，

包括海光 3000、海光 5000、海光 7000系列产品，内置多个处理器核心，集成通用高性能外设接口，适用于数据处理和事

务处理类通用型应用；DPU为协处理器，主要为海光 8000系列产品，内置大量运算核心，具有较强的并行计算能力和较高

的能效比，适用于向量计算和矩阵计算等计算密集型应用。海光信息处理器产品兼容 X86 指令集及“类 CUDA”环境，软

硬件生态丰富，能够很好的支持国内外主流的操作系统、云计算、数据库、大数据、人工智能、商用计算软件等，生态兼容

性良好。 

图表26 海光处理器产品 
 
图表27 海光生态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信创工程基础软件持续落地应用。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三件套，共同构成计算机底层软件生态基础。国

产操作系统已在党政、金融、交通等领域落地，正逐渐向核心业务渗透，参与厂商目前主要为麒麟软件和统信软件；国产数

据库在党政、金融、能源等领域落地，达梦、人大金仓等国产数据库企业正在该赛道角逐。 

图表28 国产操作系统落地情况 
 
图表29 国产数据库落地情况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应用软件领域，办公软件市场潜力较大。应用软件是信创产业与终端用户直接接触的细分领域，应用场景丰富多变，其中办

公软件是重点。党政、八大行业在内的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办公软件，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其在日常应用系统中位置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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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金山办公便是基础办公软件的代表企业。总结来看，信创工程已经培养出大量

国内企业，形成了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应用办公软件、信息安全、系统集成等全领域、多层次的信创国产化产业格局，为

保障信息安全、自主可控提供参与主体和孵化源头。 

图表30 我国信创产业体系 

IT 基础设施 

处理器 华为海思、飞腾信息、龙芯中科、电科申泰、海光信息、上海兆芯 

存储 同有科技、中国长城、兆易创新、江波龙、澜起科技、德明利 

服务器及整机 中科曙光、浪潮信息、新华三、神州数码、清华同方、华为 

基础软件 

操作系统 统信软件、麒麟软件、普华软件、华为、中科方德 

中间件 东方通、宝兰德、中创软件、普元信息、金蝶天燕 

数据库 人大金仓、达梦数据、万里开源、南大通用、神州通用、海量数据 

办公软件 金山办公、中望软件、福昕软件 

信息安全 深信服、启明星辰、绿盟科技、中孚信息、奇安信 

系统集成 太极股份、东软集团、中国长城、浪潮软件、神州信息、中国软件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4 信创产业市场空间测算 

信创产业链包括PC和服务器整机，以及芯片、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办公软件等核心组件。根据我们的测算，预计

2023-2028年，信创 PC的市场容量均为 451万台，市场规模均为 248亿元；服务器市场容量分别为 52万台、68万台、

86万台、105万台、126万台、149万台，市场规模分别为 260亿元、340亿元、430亿元、525亿元、630亿元、745亿

元。2023-2028年，PC和服务器合计市场规模超过4000亿元。需求量基本假设和测算过程如下： 

1）信创 PC：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党政机关人数约 2000万，我们假设党政人均 PC 0.7台，且已经有 600万台 PC完成

替代，剩余PC假设分 6年平均替换完成；八大行业人数约 3176万，假设人均 PC 0.6台，分 6年替换完成。以此估算，

2023-2028年，信创 PC的市场容量均为 451万台。 

2）信创服务器：根据 IDC数据，2021年我国服务器总出货量为 391.1万台，以此为基数，假设未来服务器出货量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5%，假设 2023年信创服务器出货量能占到服务器总出货量的 12%，并自 2024年起占比每年同比提高 3个百

分点。以此估算，2023-2028年，信创服务器市场容量分别为 52万台、68万台、86万台、105万台、126万台、149万台。 

图表31 信创产业 PC、服务器市场容量预测（万台）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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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测算如下： 

1）PC市场：结合市场报价以及招标信息，我们假设每台PC单价为 5500元/台，并保持稳定，则 2023-2028年，信创PC

市场规模均为 248亿元。每台PC对应 1块处理器芯片、1套操作系统、1套办公软件，结合市场均价测算（均为 500元左

右），假设 PC处理器芯片、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单价均为 500元，则 2023-2028年，PC处理器芯片、操作系统、办公软

件市场规模如下所示。 

图表32 信创 PC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年份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整机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芯片 23 23 23 23 23 23 

操作系统 23 23 23 23 23 23 

办公软件 23 23 23 23 23 23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2）信创服务器市场：结合市场报价，我们假设每台服务器单价为 5万元/台，并保持稳定，则 2023-2028年，信创服务器市

场规模分别为 260亿元、340亿元、430亿元、525亿元、630亿元、745亿元。每台服务器对应 1套操作系统，假设每台

服务器平均有 2个处理器芯片、每 3台服务器中有 1台安装数据库软件、每 3台服务器中有 1台安装中间件，服务器芯片、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的单价假设分别为 5000元/个、3000元/套、6万元/套、4万元/套，则 2023-2028年，服务器芯

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市场规模如下所示。 

图表33 信创服务器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年份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整机 260 340 430 525 630 745 

芯片 52 68 86 105 126 149 

操作系统 16 20 26 32 38 45 

数据库 102 138 174 210 252 300 

中间件 68 92 116 140 168 200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多重因素推动，工业软件发展前景广阔 

工业软件是工业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是工业技术和知识的程序化封装，能够定义工业产品，控制生产设备，优

化制造和管理流程，变革生产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工业软件是我国智能制造、智能建造的重要基础和核心支撑。

根据应用环节和场景的不同，工业软件主要可分为四大类：研发设计类、生产制造类、运维服务类以及经营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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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较低。根据《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数据，2021 年我国 69%的企业的智能

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都在一级及以下，核心业务重要环节还未实现标准化和数字化。从行业来看，流程型制造业的成熟度水

平整体低于离散型制造业，流程型制造业一级及以下占比 72.2%，超出离散型制造业 5.1个百分点。 

在国家政策提出的明确目标指引下，我国工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趋势确定。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中国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要达到 84%，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要达到 64%。2021年 4月，工信部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到 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 2级及以

上的企业超过 50%，即核心业务重要环节实现了标准化和数字化，单一业务内部开始实现数据共享的企业要超过一半。在

国家政策提出的明确目标指引下，我国工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趋势确定，将是我国工业软件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图表34 工业软件分类 
 
图表35 工业软件应用 

工业软件类型 主要包括软件 
研发设计类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

算机辅助工艺规划（CAPP）、产品数据管理（PD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等 

生产制造类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分布式数控（DNC）、集散
控制系统（DCS）、数据采集与监控控制系统（SCADA）、

生产计划排产（APS）、环境管理体系（EMS）、制造执

行系统（MES）等 

运维服务类 资产性能管理（APM）、维护维修运行管理（MRO）、故

障预测与健康管理（PHM）等 

经营管理类 企业资源计划（ERP）、财务管理（FM）、供应链管理

（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人力资源管理（HRM）、

企业资产管理（EAM）、知识管理（KM）等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6 2019-2021年我国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 
 
图表37 2021年我国离散/流程工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
度水平 

 

 

 

资料来源：《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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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软件国产化率偏低，实现工业软件国产化已经成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点。我国各类工业软件发展速度不一，

工业软件国产化率整体偏低。在我国工业软件市场，研发设计类软件国产化率大概在 5%-10%，国产化率较低；生产制造类

领域国外厂商市场份额虽有一定优势，但国内企业也已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运维服务类领域，我国MRO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经营管理类领域，国产软件占有国内 70%的市场份额。 

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底层工业软件供应链安全问题严峻。从对华为中兴禁用EDA到对哈工大禁用MATLBA，美国抓住中

国在 EDA、CAE等研发软件上的“短板”，对相关产业和研究进行精准打击。在我国工业软件国产化率偏低的情况下，大力

发展工业软件，实现工业软件国产化已经成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点。我国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空间大。 

  

图表38 《中国制造 2025》对数字化研发普及率的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的规划 

 

资料来源：《中国制造 2025》、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9 我国工业软件国产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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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正版化加持，将为我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目前我国软件整体正版化率可能不及 50%，CAD等研

发设计类工业软件正版化率可能更低。根据商业软件联盟（BSA）公布的 2018年全球软件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的

非授权软件使用率仍旧高达 66%。目前我国软件整体正版化率可能不及 50%，具体到 CAD等工业软件，其高昂的价格制约

了中小企业对正版软件的采购，其正版化率可能更低。 

受益国家软件正版化政策和市场条件逐步成熟的双重推动，我国正版软件将加速渗透。我国政府主导的软件正版化工作持续

推进，已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16年，93.38%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实现软件正版化，所有中央企业总部、97.36%

的中央企业下属企业、70.15%的金融机构实现软件正版化。未来企业端将成为软件正版化的重要市场。在市场方面，国产

工业软件厂商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价廉好用的国产工业软件，市场条件的成熟将进一步加速正版工业软件的渗透。国家对软

件正版化工作的重视，将为我国工业软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加快我国工业软件的成长。 

图表40 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制裁和打压情况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1 中国与部分其他国家 PC软件盗版率情况 

 

资料来源：商业软件联盟（BSA）、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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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工业软件发展。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工业软件的发展，从政策引导、税收优惠、到明确提出要发挥举

国体制优先攻克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国家政策的扶持为工业软件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图表42 我国软件正版化相关政策（部分） 

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1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使用正版软件、

清理盗版软件的通知》 

对中央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标志着我国政府全面开启软件正

版化工作。 

2004年  国务院办公厅对省、市级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进行部署。 

2006年 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等九部委《关于

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实施方案》 

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坚持以省内大型企业、知名企业为重点，以国有、外

商投资、民营大型企业在先，中小企业在后的原则依次推进。 

2010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

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 

建立使用正版软件长效工作机制，要求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机关开展使用正

版软件专项检查整改工作，加强软件资产管理。 

2013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机关使用正

版软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级政府机关的计算机办公设备及系统必须使用正版软件，禁止使用未经授权和未

经软件产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软件。 

2014年 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

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各地区要建立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机制；各地区、各单位要完善采购计算机办公

设备程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采购的计算机产品预装了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各单位申报计算机办公设备采购计划时，必须有配套的使用正版软件解决方案。编

制软件采购计划，并将软件采购经费编入政府采购预算。各地区财政部门要将各单

位软件采购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各地区、各单位要把软件正版化工作纳入年度
目标任务考核体系。 

2019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 

2019 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 

凡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计算机（含大型计算机、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

所预装软件须为正版软件，禁止预装非正版软件的计算机上市销售。 

2020年 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凡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计算机（含大型计算机、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

所预装软件须为正版软件，禁止预装非正版软件的计算机上市销售。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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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软件体量与我国工业体量规模不匹配，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根据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和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9年，我国工业软件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为 0.55%，远低于全球工业软件占全球工业增加值的比例 1.76%。作为全球工

业大国，随着我国工业数智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工业软件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必将持续提升。假设未来我国工业软件占

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达到 2%，以 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 37.26万亿元为基数估算，则我国工业软件的市场空间将超过 7000

亿元，前景广阔。受益工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国产化、正版化、以及国家政策支持多重因素推动，我国工业软件产业未

来发展前景广阔。 

图表43 国家工业软件支持政策（部分） 

时间 发文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5年 5月 国务院 《中国制造 2025》 集中在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领域， 要开发安全领域操作系统等工业基

础软件，突破智能设计及仿真及其工具、制造物联与服务、工业大数据
处理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开发自主可控的高端工业平台软件和重

点领域应用软件，建立完善工业软件集成标准和安全测评体系，推进自

主工业软件体系化发展和产业化应用 

2016年 12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加快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制造执行系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

软件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强软件定义和支撑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 

2017年 11月 国务院 《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加快信息通信、数据集成分析等领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集中突破一

批高性能网络、智能模块、 智能联网装备、工业软件等关键软硬件产

品与解决方案 

2018年 8月 工信部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南

（ 2018 年版）》 

对工业标准进行规范，主要包括产品、工具、嵌入式软件、系统和平台

的功能定义、业务模型、技术要求等软件产品与系统标准；工业技术软

件化方法、参考架构、工业应用程序（ APP）封装等工业技术软件化

标准。主要用于促进软件成为工业领域知识、技术和管理的载体， 提

高软件在工业领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以及营销服务活动

中发挥的作用 

2019年 5月 财政部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

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依法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

受至期满为止 

2020年 8月 国务院 《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聚焦高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和工艺技术、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集成电
路设计工具、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应用软件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不

断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2021年 2月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业软件”

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

议(征求意见稿)》 

工业软件首次入选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批重点专项，标志着工业

软件已成为国家科技领域最高级别的战略部署 

2022年 1月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到 2025 年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更加深入。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 

2022年 8月 工信部等

五部门 

《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 

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凝练智能制造优

秀场景。打造智能网联装备，提升工业控制系统实时优化能力，加强工

业软件模拟仿真与数据分析能力 

2022年 9月 工信部 《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暂行办法》 

引导集群企业运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及评测指标，推广智能制造

装备、标准和系统解决方案，深化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集成应用，提
高数字化转型水平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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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安全市场保持增长，数据安全正当风口 

5.1 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

安全”，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是

我国网络安全行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我国面临的网络威胁态势愈加复杂和严峻，推动了网络安全需求加快释放。APT（高等级持续性威胁）主要指某组织对特定

对象展开的持续有效的攻击活动。2020年以来，主要 APT组织对我国采取了不同手法的攻击：1）利用社会热点以及工作

邮件等为诱饵，向重点单位邮箱投放链接，引诱点击并获取账号和密码；2）利用供应链对 IT业主进行攻击；3）利用网络

攻击工具，长期潜伏在国内机构中，伺机窃取或破坏数据。复杂严峻的网络威胁态势，是我国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需求增长

的另一推动力。 

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整个网络安全行业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

（简称 CCIA，下同）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行业实现收入 532亿元，同比仅增长 11.30%，较上年同期下降 10.33个百分

点。2021 年，由于疫情负面因素减弱，网络安全行业表现出较好增长势头，行业实现收入 614亿元，同比增长 15.41%，

图表44 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 
 
图表45 我国工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6 2020年全球 APT攻击的目标国分布情况 
 
图表47 APT典型攻击方式：供应链攻击 

 

 

 

资料来源：卡巴斯基实验室、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深信服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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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相比 2020年提高 4.11个百分点。根据 CCIA预计，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市场规模到 2024年将超过 1000亿元。 

政府、金融、运营商及教育等行业是网络安全市场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数说安全数据，2020 年，政府、金融、运营商、

教育等行业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占比均在 10%以上，合计占到整个市场的 66%；医疗卫生、能源网络安全收入规模占比分别

为 8%和 7%。未来，随着数据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相关政策的落实，这些重点行业信息化投入中，安全占比还将提升，

增长潜力依然存在。根据 IDC预计，到 2026年，我国政府、金融、电信行业合计网络安全支出规模将超过 192.2亿美元，

占比超过我国网络安全市场总支出的 60%。在地区分布方面，华北、华南以及华东地区是网络安全市场主要收入的来源。 

我国网络安全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根据数说安全数据，2021年，奇安信、启明星辰、深信服和天融信分别以 9.5%、7.1%、

6.0%、5.5%的市场份额位列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市场排名 1 至 4 位；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市场 CR1/CR4/CR8 分别为

9.5%/28.07%/43.96%，同比分别提高 1.71个百分点、2.03个百分点和 2.60个百分点，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

随着网络安全行业整体增速有所放缓，未来头部企业的规模效应优势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网络安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望持

续提升。 

图表48 2015-2021年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CCIA、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9 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收入结构（按行业） 
 
图表50 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收入结构（按地区） 

 

 

 

资料来源：CCIA、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CIA、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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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正当风口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将成为我国网络安全的建设重点。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根据中国

信通院数据，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万亿元，占 GDP比重达到 39.8%。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数据安全作为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基石，将成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新重点。根据数说安全数据，2021年，我国数据安全市场规模为 52.8亿元，同比增长

30.7%，增速明显高于网络安全行业整体增速；采购数据安全产品的项目数量约 23000个，同比增长 28%，其中，2021年

数据安全专项采购项目约 3000个，同比增长约 43%。随着相关法律、政策以及规范标准的不断完善，数据安全市场未来增

势可期，社会各界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也会不断提升。 

我国数据安全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数据安全落地步伐将加快。当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相继颁布。其中，2021年 6月 10日《数据安全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数据安全产业进入法治时代。相关政策的加持，推

动我国数据安全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同时，各个行业的数据安全规范陆续出台，标准化工作加速推进，数据安全产业在政府、

电信、金融等重点行业的落地步伐将加快。 

图表51 2021年我国网络安全市场竞争格局 
 
图表52 2017-2021年我国网络安全行业集中度 

 

 

 

资料来源：CCIA、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CIA、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3 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 
 
图表54 2020-2021年我国数据安全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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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平台已成为各安全厂商战略布局方向。数据安全平台是以数据为中心，面向数据全生命周期构建的安全管理与防护

体系。随着一系列数据安全合规政策的加速落地，以及多场景的数据流通协同的不断攀升，数据安全建设开始由产品向体系

化发展，数据安全运营平台、零信任数据安全平台、数据安全监测平台等数据安全赛道的场景化安全新产品，逐步成为安恒

信息、天融信、奇安信等安全厂商的重点布局方向。以安恒信息AiLPHA安全分析与管理平台为例，AiLPHA安全分析与管

理平台是安恒信息发布的一款结合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安全运营系统，通过威胁发现、智能研判和自动化响应处置

的流程，实现安全运营的闭环管理。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政府、金融、运营商、电力能源、交通等各企事业单位。 

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和公检法司等行业数据安全项目落地较多，电信、金融等行业数据安全项目建设步伐较快。根据数说

安全数据，从项目总数上看，2019年至 2022年 8月，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和公检法司采购的数据安全项目合计占整体

采购量的 82.8%，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和公检法司等行业采购数量居前。从专项项目占比上看，金融、电信等行业相对较

高，数据安全项目建设步伐较快。我们认为，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数据安全项目在各行业的落地进程将加快，我

图表55 我国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政策（部分）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17.6 《网络安全法》 
明确网络运营者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做好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加密和重要数据境内留存等措施，防

止数据泄露或被窃取、篡改。 

2019.5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 

明确数据收集应制定并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确数据处理使用时，应参照国家有关标准。明确国家主管部门和

网络运营者应对数据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2021.9 《数据安全法》 
明确数据的定义和边界；明确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明确数据处理者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建立全流

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数据安全相关的责任，细化相应处罚措施。 

2021.9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条例》 

明确运营者应履行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责任，建立健全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发生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重要数据泄露、较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或者发现特别重大网络安全威胁时，及时

向国家网信部门、国务院公安部门报告。 

2021.10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

意见稿）》 
规定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应进行安全评估，并明确相关要求。 

2021.11 《个人信息保护法》 
构建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采取分级保护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的权利，及处

理者的原则、要求和权利、义务；明确个人信息跨境提供规则；明确相关法律责任及处罚措施。 

2021.11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

意见稿）》 

明确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明确对数据处理者的一般规定，和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及数据跨境时的

要求；明确互联网平台运营者的义务；明确国家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和内容；明确法律责任和处罚制度。 

2021.12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新修订内容针对数据处理活动，聚焦国家数据安全风险，明确运营者赴国外上市的网络安全审查要求，为构建

完善国家网络安全审查机制，切实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抓手。 

2021.12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

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 

给出了网络数据分类分级的原则、框架和方法，可用于指导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也可为主管监

管部门进行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提供参考。 

2022.1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在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方面提出了三个方向的要求，一是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二是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 平、

三是切实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并系统阐述了网络安全对于数字经济的独特作用及重要性。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6 面向数据全生命周期构建的安全管理与防护体
系 

 
图表57 安恒信息 AiLPHA安全分析与管理平台 

 

 

 

资料来源：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安恒信息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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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数据安全行业将持续高增长。 

 

六、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软件、域控制器价值突显 

6.1 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汽车电子电气架构集中式演进趋势明确 

汽车三化加速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市场释放出巨大潜能。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以及 5G等新兴技术的持续赋能，我国

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步伐加速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市场释放出巨大潜能，芯片厂商、终端设备商以及整车厂等纷纷

入局。据赛迪顾问统计，2021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已达 4005.3亿元，预计将继续保持 50%左右的增速，2024

年有望突破 13000亿元。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智能汽车渗透率已从 2016年的 2.67%提升至 2021年的 9.5%，

2021年中国智能汽车销量约为 204万辆，同比增长 22.16%。 

图表60 2019-2024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 
 
图表61 2016-2021年中国智能汽车销量及渗透率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我国的自动驾驶处于从 L2向 L3渗透的阶段。L2级自动驾驶渗透率正稳步提升，IDC数据显示，2022年Q1，L2级自动驾

驶在乘用车市场的新车渗透率达 23.2%。L3级自动驾驶技术也已相对成熟，后续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将逐步落地。L4级自

动驾驶测试数据的积累也正在加速进行。    

图表58 2019-2022年 8月各行业数据安全项目数量 
 
图表59 2021年各行业数据安全项目数量增速 

 

 

 

资料来源：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说安全、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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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2 2021Q1-2022Q1我国 L2级自动驾驶乘用车的渗透率 

 

资料来源：IDC、平安证券研究所 

汽车电子电气架构集中式演进趋势明确，汽车软件价值量不断提升。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网联不断渗透，传统汽车的

分布式电子电气架构已经无法满足高算力和大宽带传输的需求，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开始由分布式向域集中甚至中央计算单元

演进。软件将取代硬件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主导，“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行业的战略共识，汽车上的软件价值量也将进一

步提高。 

据麦肯锡测算，到 2030年，全球汽车软件市场将达 840亿美元，其中自动驾驶市场为 430亿美元，娱乐/互联/安全市场为

180亿美元。亿欧智库预计，我国汽车软件在整车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有望在 2030年达到 65%。 

  

图表63 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的演进 

 

资料来源：博世、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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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4 全球汽车软件细分市场规模(十亿美元) 
 
图表65 我国汽车软件在整车价值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软件定义汽车产业生态创新白皮书》、麦肯锡、平安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6.2 国内进入多域部署阶段，域控制器国产方案相继落地 

目前我国智能汽车正在进入多域部署阶段。域控制器是汽车每一个功能域的核心，主要由域主控处理器、操作系统和应用软

件及算法三部分组成，域控制器的搭载使得整车的计算性能大幅提升。根据博世的划分，域控制器包括：动力域、底盘域、

车身域、座舱域、自动驾驶域五部分。麦肯锡预测，2030年，全球的域控制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60亿美元，其中自动驾

驶+智能座舱域控制器则有望达 710亿美元。 

在国内市场，宏景智驾、德赛西威、知行科技、华为等企业推出了域控制器解决方案，并开始在域控制器市场占据一定的份

额。盖世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内自动驾驶域控制器的搭载量持续攀升，2022年 1-9月上车近 62万套，同比增长 80.6%。德

赛西威基于英伟达Orin芯片打造的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产品——IPU04，单片算力达到 254TOPS，已经在理想、小鹏等车型

上量产，累计获得超过 10家主流车企的项目定点。 

  

图表66 2020-2030年全球域控制器按域划分的市场规模及预测(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麦肯锡、平安证券研究所 

35 

62 

84 

92 

129 

156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计算机·行业年度策略报告 

30/ 33 

 

图表67 L2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搭载情况（万套） 
 
图表68 2022年 1-9月 L2级自动驾驶域控制器竞争格局 

 

 企业  搭载量（套） 市占率 

特斯拉 319658 51.6% 

宏景智驾 76895 12.4% 

德赛西威 62381 10.1% 

知行科技 39562 6.4% 

零跑科技 32500 5.2% 

博世 24221 3.9% 

安波福 23829 3.8% 

伟创力 17467 2.8% 

毫末智行 14296 2.3% 

联创汽车电子 3386 0.5%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平安证券研究所 

智能座舱不断渗透，大屏、多屏、联屏趋势明确。当前，座舱的智能化渗透率不断提升。据 IHS Markit统计，2021年全球

及中国智能座舱产品渗透率分别为 49.7%、53.3%。预计未来中国智能座舱渗透率将持续领先全球。随着软件定义的渗透以

及高通 8155等大算力芯片的广泛应用，中控屏、仪表盘等座舱显示界面逐渐向大尺寸、集成化发展。 

图表69 全球及中国智能座舱产品渗透率 

 

资料来源：IHS Markit、平安证券研究所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已有 467.77万辆乘用车新车标配搭载 10英寸及以上中控大屏，

渗透率高达 52.58%。中控多屏/联屏车型销量持续攀升，其中中控双屏/中控双联屏是多屏/联屏的主要方案。2022年 1-7月，

中控多屏/联屏车型销量27.6/105.9万辆，同比增长51.5%/17.5%。 

图表70 2021年-2022年 7月中控多屏与联屏车型销量与增速 

屏幕方案 
2021年  2022年 1-7月 

销售/万辆 同比增速 销售/万辆 同比增速 

中控多屏 35.4 35.7% 27.6 51.5% 

-中控双屏 26.1 14.5% 20.4 44.2% 

-中控三屏 9.4 179.9% 7.2 77.1% 

中控联屏 168.7 73.2% 105.9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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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屏 158.5 68.5% 97.8 13.8% 

-三联屏 10.2 202.9% 8.1 92.8%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平安证券研究所 

主机厂重点布局跨域整合，行泊一体助力高阶自动驾驶功能落地。目前，部分域控功能的整合已经可以实现，将车身域、底

盘域和动力域融合成整车中央控制域，再与智能座舱域和智能驾驶域组成三域架构，是部分主机厂重点布局方向。2021-2022

年，有众多搭载三域架构的车型实现量产上市。 

行泊一体是指行车和泊车两个SoC的整合，是高阶自动驾驶功能落地的绝佳方案，控制成本的同时，又实现了高性能。2020

年以后，国内的行泊一体域控制器开始逐步落地。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统计，2021 年我国搭载行泊一体域控制器上险量

为 37.34万辆，同比增长 159.13%，预计到 2025年行泊一体方案在中国市场的搭载率约升至 42.27%。德赛西威的 IPU03

集成了网关和 VCU控制，并计划在 IPOU04的下一代行泊一体域控制器中实现自动驾驶域与座舱域的集成。我国域控制器

解决方案逐步成熟，相关的 Tier1、软硬件平台厂商将从中受益。 

 

图表71 部分车企三域融合架构量产情况 

车企  量产时间 三域融合架构 车型  

大众 2020 E3 ID家族 

理想 2022 LEEA 2.0 L9 

长城 2022 GEEP 4.0 全新电动/混动平台，并陆续扩展到全系车型 

广汽 2023 星灵架构 埃安高端车型 

上汽 2021 零束全栈 1.0 智己、非凡 

一汽红旗 2023 FEEA 3.0 红旗 EV-Concept 

沃尔沃 2022 SPA2 XC90电动版 

长安 2022 CIIA 2.0 长安深蓝 EPA1平台全系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2 国内主流行泊一体方案  

厂商  行泊一体域控制器 主控芯片 AI算力  安全等级 搭载车型 量产时间 

德赛西威 

IPU 02 TDA4 4-32TOPS ASILC 吉利星越 2020Q4 

IPU 03 Xavier 30TOPS ASILD 小鹏 P7/P5 2020Q2 

IPU 04 Orin 254/508/1016TOPS ASILD 理想 L9 2022Q2 

福瑞泰克 

ADC 20 TDA4+J3 13TOPS ASILD - 2022Q2 

ADC 25 - >30TOPS ASILD - - 

ADC 30 - >400TOPS ASILD - 2023 

知行科技 IDC MID - 8-84T ASILB(D) - 2022 

东软睿驰 行泊一体域控制器升级款 TDA4 - ASILB - - 
 

资料来源：九章智驾公众号、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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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7.1 投资建议：看好信创、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智能汽车等板块的投资机会 

投资逻辑：展望 2023年，我们认为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安全”的背景下，“安全”将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重要主题，在“安

全”主题领域，于计算机行业而言，将有三条主线值得重点关注，分别是信创、工业软件和网络安全。另外，在产业数字化

发展方面，汽车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智能汽车产业链亦值得持续关注。我们判断，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 2023年业绩将迎

来改善，行业估值将迎来修复。我们看好信创、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智能汽车等板块的投资机会，维持对计算机行业的“强

于大市”评级。 

投资标的：信创领域，推荐金山办公、中科曙光、太极股份，建议关注龙芯中科、海光信息、麒麟信安。工业软件领域，强

烈推荐广联达、中控技术，推荐中望软件、华大九天。网络安全领域，强烈推荐启明星辰。智能汽车领域，强烈推荐中科创

达，推荐德赛西威、经纬恒润、华阳集团。 

 

7.2 风险提示 

1）供应链风险上升。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较高，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将持续，全球 ICT行业产业链更为破碎的风险

加大。ICT产业对全球尤其是美国科技产业链的依赖依然严重，被“卡脖子”的风险依然较高。 

2）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ICT 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很多领域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

和扶持，如果后续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发展可能面临困难。 

3）市场需求可能不及预期。由于全球疫情蔓延，我国经济增长压力依然较大，企业资本支出或者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较为谨

慎，ICT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可能延宕，上市公司收入和业绩增长可能不及预期。 

4）国产替代不及预期。如果客户认证周期过长，国内厂商的产品研发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则可能影响国产替代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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