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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国务院提出数字经济八大方向，数字经

济产业链多环节受益》2022-10-30 

<<政策助推“元宇宙”虚拟现实与行业应

用融合，持续看好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机

会>> 2022-11-01 

<<国务院提出数字经济八大方向，持续看

好数字经济产业链投资机会>> 2022-11-17 
 
 

国务院提出超前部署数字经济基础设

施，持续看好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机会 

——数字经济专题 

 

 事件：在 10 月 28 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受

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作了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

况的报告。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作为主要根基，仍需适度超前建设。报告指出我国数字

经济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指出，适度

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当前我国在通信网

络建设规模以及算力基础设施上均处于领先水平，通信服务能力大幅提

升，但是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稳步推进，对于基础网络设施建设需求将进

一步提升，强调加快卫星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落地，持续推进全国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扎实算力支撑。 

 持续看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相关产业链需求稳步向上：数字经济的布

局和建设，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需求稳步向上。1）基础设施方面，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相匹配，通信硬件设施

将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先受益的环节，包括运营商为主的技术设施底座、承

载算力的 IDC、服务器、“东数西算”带来的骨干网建设需求等各个产业

链环节；2）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角度来讲，

未来应用的高算力运算需求，对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的基础上也进一步

带动对相关技术及算法的需求；3）应用端角度，以工业互联网、车联网、

云游戏以及 AR/VR 等应用渐行渐近，应用场景的不断落地将进一步倒逼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升级，同时，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也将进

一步拉动相关产业链环节需求进一步提升。 

 相关标的：运营商/国资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深桑达 A；

工业互联网：东方国信、三旺通信、东土科技、赛意信息、中控技术、宝

信软件；卫星互联网：航天宏图、华测导航、 万通发展；车联网：美格

智能、鼎通科技、瑞可达、电连技术、移远通信、广和通；主设备商&服

务器：中兴通讯、浪潮信息、紫光股份、星网锐捷；光模块：天孚通信、

中际旭创、华工科技、新易盛；IDC：英维克、佳力图、申菱环境、润建

股份；云计算&大数据：优刻得等；PCB/载板：沪电股份、深南电路、

兴森科技、世运电路、崇达技术；AI：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科大讯飞。 

 风险提示：数字经济推进不及预期；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汽车智能网

联化推进不及预期；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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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于 10 月 28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 

报告提出，要牢牢抓住数字技术发展主动权，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先机，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报告就下一步工作安排提出八项内容：1）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2）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

经济发展根基；3）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4）

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5）持续提升

数字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6）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

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7）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8）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作为主要根基，仍需

适度超前建设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

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指出，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1. 信息通信网络建设规模全球领先。报告中指出，我国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建

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光缆线路长度从 2012 年到 2021 年增长 2.7 倍。截

至 2022 年 7 月，我国已许可的 5G 中低频段频谱资源共计 770MHz，许可的中低频段频

率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达 196.8 万个。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向 IPv6

演进升级，IPv6 活跃用户数达 6.97 亿户。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网络、平

台、安全体系以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基本建成。 

光缆线路总长度稳步增加。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 5876 万公里，

同比增长 6%，比上年末净增 395.6 万公里。其中接入网光缆、本地网中继光缆和长途光

缆线路所占比重分别为 62.2%、36%和 1.8%。 

图 1：2008-2021 年我国光缆线路长度及同比  图 2：截至 2022 年 9 月我国光缆线路长度结构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工信部，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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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网络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0.55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 3698 万个。其中，光纤接入（FTTH/O）端口达到 10.08 亿个，比上

年末净增 4774 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 95.5%，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1.2 个百分点。

截至 9 月末，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数达 1268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482.2

万个。 

图 3：近一年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情况  图 4：2016-2021 年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工信部，长城证券研究院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我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072 万个，比上

年末净增 75.4 万个。其中，5G 基站总数达 222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79.5 万个，占移动

基站总数的 20.7%，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6.4 个百分点。 

图 5：2020 年至今我国移动电话基站发展情况  图 6：2020 年至今我国 5g 基站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报告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指出，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深入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

项，持续推动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和融合应用，积极培育垂直行业应用场景，建设面向

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优化 IPv6 性能和服务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建设脚步不放缓。当前我国在宽带网络、

基站等各方面均处于领先水平，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重要支撑，仍需要适度超前部署，同时更要注重行业应用场景的培育和落地。 

2. 信息通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我国移动通信实现从“3G 突破”到“4G 同步”再到“5G

引领”的跨越，6G 领域的愿景需求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国际交流合作加快。互联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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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率从 2012 年的 42.1%提高到 2021 年的 73%，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3.55 亿户，约占全球

的四分之三。面向中小企业连续 4 年推进宽带和专线降费，让利超过 7000 亿元。相比 2012

年，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 40 倍，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 95%。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数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截至 2022 年 9 月末，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5.78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4257 万户。其中，

1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5.42亿户，占总用户数的 93.8%，

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0.8 个百分点；10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达 7603 万户，比上年末净增 4145 万户，已占总用户数的 13.1%。 

图 7：近一年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  图 8：近一年我国 100M 和 1000M 宽带接入用户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稳中有增，5G 用户占比超三成。2021 年，全国电话用户净增 4755 万

户，总数达到 18.24 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16.43 亿户，全年净增 4875 万户，

普及率为 116.3 部/百人，比上年末提高 3.4 部/百人。其中，4G 移动电话用户为 10.69 亿

户，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3.55 亿户，二者占移动电话用户数的 86.7%。截至 2022 年 9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6.82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3895 万户。

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5.1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1.5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30.3%，

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8.7 个百分点。 

图 9：2011-2021 年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普及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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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流量较快增长，DOU 值持续提升。2022 年前三季度，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904 亿 GB，同比增长 18.4%。截至 2022 年 9 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 14.62 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 4597 万户。9 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DOU）达到 15.01GB/户·月，

同比增长 12.4%，比上年底高 0.29GB/户·月。 

图 10：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及增速情况  图 11：移动互联网接入月流量及户均流量（DOU）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院 

报告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指出，加快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系统推进北斗产业化重大

工程，推进构建民商统筹、集约高效的卫星遥感系统，加强民用遥感卫星应用，建设高

低协同的卫星通信系统，推动卫星互联网加快发展。 

加快卫星互联网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提升通信服务能力。我国基础设施通信服务“提速

降费”惠及全国人民以及中小企业，这也进一步激发重要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

脚步，在当前 5G 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做好应用以及产业的落地。展望未来，卫星互联网或

将成为各国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随着频段资源、空间轨位资源的限制，各国进

一步加强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政策、产业相继发力，为此我国也进一步成立星网集团，

致力加快我国卫星互联网的建设。 

3. 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基本构建，“东数西算”

工程加快实施。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 590 万标准机架，建成

153 家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行业内先进绿色中心电能使用效率降至 1.1 左右，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建成一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以低成本算力服务支撑

中小企业发展需求。 

数据中心规模快速增长。随着近年来我国数据中心行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数据中心机架

规模也快速增长，2021 年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达 520 万架，2016 年为 124 万架，

近 5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30%。其中，大型以上数据中心机架规模增长更为迅速，机架

规模为 420 万架，占比达 80%。 

图 12：2017-2021 年我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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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火石创造数据库，长城证券研究院 

报告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指出，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推进“东数

西算”工程，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加快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全面

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加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车联网部署应用，加快交

通、能源、民生、文化、环境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图 13：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布局图 

 

资料来源：火石创造数据库，长城证券研究院 

进一步强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应用部署与落地。统筹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西部 IDC 机房的使用效率，同时环节东部在土地资源、能耗指标、

能评环评等方面的压力，同时进一步带动西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产业层面来看，全部

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加快各领域的数字化改造，进一步推出整体产业数字经济的落地。 

2. 迎政策东风，数字经济产业链多环节受

益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看好数字经济新基建的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 

报告提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协同推

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为基础，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为保障，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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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企业以及行业发展， 数字经济能有效推进企业以及行业降本增效、提高效率、

加快业务拓展和布局，进一步助推行业及企业稳步发展；工业互联网以及车联网作为 5G 

的重要应用，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加快， 相关产业应用的布局以及落地也将加快。 

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高于同

期 GDP 名义增速 3.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达到 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图 14：2016-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增速（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长城证券研究院 

数字产业化稳步增长，产业数字化持续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2021 年，我国数字

产业化规模为 8.3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1.9%，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18.3%，占 GDP 比

重为 7.3%，数字产业化发展正经历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转变，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向全球高端产业链迈进。2021 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37.18 万亿元，同比

名义增长 17.2%，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81.7%，占 GDP 比重为 32.5%，产业数字化进程持

续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 

图 15：2016-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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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演进来看，近年来数字经济政策不断细化、重要性日益提升，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速度加快。2016 年，《“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

数据资源开放共享。2017 年开始至今，“数字经济”已经连续六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以单独成段方式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

建设整体布局。在九大重点任务中，数字经济被列为第四大重点任务，发展重点集中于

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完善数字经济治

理等。 

除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层面有关数字经济的政策出台频次和力度

也不断增强。2022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专门针对数字

经济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新一代

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加速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入融合，有力支撑了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表 1：我国数字经济最新政策一览表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解读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 

提出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

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序推进骨干网扩容，协同推

进千兆光纤网络和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

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网络技术储备，加大 6G 技术研发支持力

度，积极参与推动 6G 国际标准化工作。 

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字产业化

水平显著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

完善。 

2021 年 11 月 工信部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 

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导向，围绕夯实产

业发展基础，着力推动数据资源高质量、技术创新高水平、基础设施高

效能，围绕构建稳定高效产业链，着力提升产业供给能力和行业赋能效

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培育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的产业生态，打造数字

经济发展新优势。 

到 2025 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 3 万亿元，创新力强、附加值

高、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2021 年 10 月 工信部等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到 2023 年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物联网与

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IPv6 等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取得产业化

突破；推动 10 家物联网企业成长为产值过百亿、能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的龙头企业；推进 IPv6 在物联网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物联网连接数突

破 20 亿。 

2021 年 3 月 国家发展

改革委员

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 

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2021 年 1 月 工信部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2021-2023 年）》 

指出 2021-2023 年是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成长期，提出到 2023 年，工

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量质并进，新模式、新业态大范围推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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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解读 

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包括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融合应用成效进

一步彰显、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生态进一步健全以及安

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资料来源：政府官网，长城证券研究院 

持续看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相关产业链需求稳步向上：数字经济的布局和建设，能

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需求稳步向上；首先从基础设施来讲，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相匹配，通信硬件设施将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先受益的环节，包

括运营商为主的技术设施底座、承载算力的 IDC、服务器、“东数西算”带来的骨干网建

设需求等各个产业链环节；其次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角度来

讲，未来应用的高算力运算需求，对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带动对相

关技术及算法的需求；最后从应用端角度来讲，以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云游戏以及 AR/VR

等应用渐行渐近，应用场景的不断落地，进一步倒逼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升级，同

时，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也将进一步拉动相关产业链环节需求进一步提升。 

3. 相关标的 

 运营商/国资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深桑达 A； 

 工业互联网：东方国信、三旺通信、东土科技、赛意信息、中控技术、宝信软件； 

 卫星互联网：航天宏图、华测导航、 万通发展； 

 车联网：美格智能、鼎通科技、瑞可达、电连技术、移远通信、广和通； 

 卫星互联网：万通发展、海格通信、华测导航、航天宏图、中科星图、超图软件； 

 主设备商&服务器：中兴通讯、浪潮信息、紫光股份、星网锐捷； 

 光模块：天孚通信、中际旭创、 华工科技、新易盛；  

 IDC：英维克、佳力图、申菱环境、润建股份； 

 云计算&大数据：优刻得等；  

 PCB/载板： 沪电股份、深南电路、兴森科技、世运电路、崇达技术；  

 AI：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科大讯飞。 

4. 风险提示 

数字经济推进不及预期：若数字经济等政策力度不及预期，规模化应用不及预期，或将

导致通信行业需求萎缩。 

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国家对 5G、物联网等创新领域扶持政策减弱，运营商部署 5G/NB

网络意愿减弱，进度不及预期。 

汽车智能网联化推进不及预期：若下游汽车对智能化、网联化的需求及进展不及预期，

或将对上游零部件的需求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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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风险：受疫情反复及国际形势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如果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预算不足，从而影响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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