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智能

制造规划点评：规划指引智联

化与硬件基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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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资提示： 

事件：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

息化规划》，工信部、发改委等八部门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泛在智联”是关键词，看好硬件基建和应用环节的景气上行。相比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的发展目标主要是普及率、覆盖率、规

模等，“十四五”规划更偏向于创新能力的投资强度和产业转型的成果，

表明科技创新已经开始从数量规模切入至行业场景。 

此外“建设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成为第一大任务，预计 5G

创新应用、智能网联化的发展将对硬件侧的网络设备、光通信、通信模组

和智能化应用产生极大需求，看好硬件基建和应用环节的景气上行，能源

互联网也是增量方向。 

明确了算力设施与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数据中心与安全环节受益。数

据中心是创新应用底层必要的基础支撑，规划指出“促进数据中心分级分

类布建设”，符合我们对于行业长期头部集中、规模取胜、节能为先的判

断，看好头部数据中心厂商以及温控节能环节的投资机会。此外，规划明

确了数据要素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数据应用和网络安全也应重视。 

车联网为代表的智联化创新应用明确，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加速开

展。规划提出加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基础设施建设、5G-V2X 车联网示范

网络建设，实现 L3 级以上高级自动驾驶应用。根据 2020 年 11 月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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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提出的目标，到 2025 年我国 C-V2X 终端新

车装配率达 50%。此外 GSMA 预测，到 2027 年 C-V2X 连接数将达到 8.31

亿，占所有物联网连接的 20%，同时市场空间达到 90 亿美元。汽车电动

化、网联化、智能化也将带来连接器/控制器等环节的价值提升。此外，规

划提出加快布局卫星通信网络，打造空天信息网枢纽，有利于北斗产业链

应用进一步下沉。 

《智能制造规划》表明工业创新从试点走向推广，工业互联网成为重

要基础设施。过去国内智能制造应用以试点为主，市场对商业模式与盈利

能力认识较模糊；但 2021 年开始以钢铁、化工、电力为代表的传统工业

领域已经开始形成国产化、规模化的智能应用，智能制造已经开始走向市

场化，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双碳”也加速了行业智能化渗透。 

更强调产业化生态和国产化替代，预计软硬件均受益。本土智能制造

开始进入高价值量环节，以工业自动化控制、工具类软件为代表。最新修

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明确在采购、税收等方面支持

国产技术和本土创新。我们看好以智联化和硬件基建为代表的通信产业链

从过去优势的中游设备整机制造向上游核心价值环节延伸。 

相关标的：1）硬件基建相关，5G 设备/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关注

5G 主设备、新华三、星网锐捷（锐捷网络）等，IDC 关注宝信软件、奥飞

数据以及光环新网、万国数据等，光器件关注新易盛、光库科技、天孚通

信、中际旭创等。2）智联化相关，智能制造关注宝信软件等，物联网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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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广和通、移远通信、美格智能等，控制器/连接器关注和而泰、瑞可达、

拓邦股份等，及高精度定位之华测导航、晶振之泰晶科技、精细线材之新

亚电子。 

风险提示：产业链向“卡脖子”领域延伸可能不达预期；宏观经济波

动可能对智联化和硬件基建下游景气度和需求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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