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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板块配置必要性显著，继续聚焦四大投资方向 
  

——通信行业周报（2024.10.8-2024.10.13）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周行情 
行情回顾：过去一周（2024.10.8-10.13），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

别为-3.56%、-4.45%，中信通信指数整体涨跌幅为1.69%，在中信30个一

级行业排第5位，通信指数点位自10月8日达到最高5799.58点后向下震

荡，最低回调至10月11日4988.01点，整体最大振幅为13.99%（以8日数

据为基准），并于周五收盘后收敛至5054.09点。 

板块内部结构来看，过去一周通信板块呈现分化走势，细分板块增值服

务II、电信运营II指数近一周跌幅分别达-0.66%、-0.46%，而子版块通讯

工程服务、通信设备指数则分别上涨2.30%、2.51%。 

 

◼ 周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通信板块依旧具备成长潜力，其主要驱动特征短期集中体现

在宏观、中观两大视角，可从微观视角形成相应投资策略。 

 

1．宏观：政策驱动效应显著，重磅政策密集发布。9月24日，人行行长

潘功胜宣布，将1）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

动性约1万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同步下调0.2个百分点；2）调降存

量房贷利率及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3）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

换便利，并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10月10日，央行进一步发布

公开市场业务公告，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

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将继续为股市在

情绪面及资金面提供不同程度的催化作用。 

 

2．中观：产业业绩持续高增，公募基金持仓加大。 2019-2021年期间，

通信板块营收yoy显著扩大，21年同比增长率达13.70%，剔除三大运营商

后同比增长率为26.04%；2022-2023年期间行业迈入增速放缓阶段，而这

一趋势于24年H1显著改变，24H1剔除三大运营商后，通信行业营收yoy

显著抬升，我们认为，技术驱动已代替传统无线网络技术（例如5G）迭

代，成为支撑通信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推动器。公募基金大幅增加通

信板块仓位，24年Q1-Q2公募基金持仓市值仍保持较高水平增长，同比

变化+38.81%、24.06%。 

 

3．微观：四大投资主线齐头并进，聚焦高股息&高成长赛道。1）AI主

线投资： 24年北美各大云厂商给出反弹指引，Meta、微软、谷歌开支继

续扩大，我们认为，数智中心建设有效提振高速光模块需求，或将有利

于上游数据互联硬件设备的需求扩容。2）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24年

科技主线之一，在火箭发射方面，24年1-5月我国共完成27次发射任务，

中国航天全年预计发射次数100次；在卫星制造方面，除国网/G60外，鸿

擎科技向 ITU 提交Honghu-3预发信息，拟建立由1万颗卫星组成的星

座，产业发展有条不紊。3）运营商：我们认为，增收增利能力稳健叠加

新兴产业发展的持续探索，构成运营商的主要投资逻辑；4）6G：6G通

信可与感知计算的深度耦合，有效赋能卫星、无人飞行器等空间网络，

带来VR/AR、无人驾驶实时控制、IOT集成等高效应用场景落地，产业

发展前景开阔。 

 

建议关注：算力&光模块（AI）：中际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源杰

科技、长光华芯、光迅科技；卫星互联网：盟升电子、信维通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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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通、通宇通讯、斯瑞新材、中天火箭、高华科技；运营商：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6G：中兴通讯、星网锐捷、大唐电信、武汉

凡谷、大富科技等。 

 

 

◼ 行业要闻 
TechInsights：中国 OLED 面板供应商已占 45%以上市场份额。智能手

机显示屏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 2024 年上半年，三星显示凭借超过 50% 

的智能手机显示屏市场份额占据首位，其后是京东方科技和 LG 显示。

包括 TCL 华星、天马微电子和维信诺在内的其他显示屏供应商，在此期

间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出货量增长，为 OPPO、小米、vivo、摩托罗拉和荣

耀的高销量智能手机和折叠屏智能手机供应柔性 OLED 面板。 

 

字节跳动发布 GR-2机器人 AI大模型：任务平均完成率 97.7%，模拟人

类学习处理复杂任务。第二代机器人大模型 GR-2 亮点在于创新构建“机

器人婴儿期”学习阶段，模仿人类成长学习复杂任务，具备卓越的泛化

能力和多任务通用性。 

 

◼ 投资建议 
维持通信行业“增持”评级 

◼ 风险提示 
国内外行业竞争压力，AIGC商业落地模式尚未明确，中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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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去一周行情回顾 

1.1  板块走势 

过去一周（2024.10.8-10.13），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涨跌幅分

别为-3.56%、-4.45%，中信通信指数整体涨跌幅为 1.69%，在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排第 5 位，通信指数点位自 10 月 8 日达到最高

5799.58 点后向下震荡，最低回调至 10月 11日 4988.01 点，整体最

大振幅为 13.99%（以 8 日数据为基准），并于周五收盘后收敛至

5054.09 点。板块内部结构来看，过去一周通信板块呈现分化走势，

细分板块增值服务 II、电信运营 II 指数近一周跌幅分别达-0.66%、

-0.46%，而子版块通讯工程服务、通信设备指数则分别上涨 2.30%、

2.51%。 

 

1.2  涨跌幅 top5 

过去一周通信板块个股表现：股价涨幅前五名为:澄天伟业

27.64%、海能达 25.04%、神宇股份 23.82%、ST 天喻 15.19%、ST

高鸿 13.72%。股价跌幅前五名为：华星创业-16.02%、欣天科技-

13.35%、*ST 鹏博-12.82%、百邦科技-12.74%、菲菱科思-11.92%。 

 

 

 

 

图 1：中信一级行业周涨幅（%）  

 
资料来源： 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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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观点： 通信板块值得长期关注，建议聚焦四

大策略线路 

我们认为，通信板块依旧具备成长潜力，其主要驱动特征短

期集中体现在宏观、中观两大视角，可从微观视角形成相应投资

策略。 

宏观：政策驱动效应显著，重磅政策密集发布。9 月 24 日，

人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将 1）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向

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 1 万亿元，7 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同步下调

0.2 个百分点；2）调降存量房贷利率及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3）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并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

项再贷款。10 月 10 日，央行进一步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支持

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

取流动性。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将继续为股市在情绪面及资

金面提供不同程度的催化作用。 

中观：产业业绩持续高增，公募基金持仓加大。 2019-2021

年期间，通信板块营收 yoy 显著扩大，21 年同比增长率达

13.70%，剔除三大运营商后同比增长率为 26.04%；2022-2023

年期间行业迈入增速放缓阶段，而这一趋势于 24 年 H1 显著改

变，24H1 剔除三大运营商后，通信行业营收 yoy 显著抬升，我们

认为，技术驱动已代替传统无线网络技术（例如 5G）迭代，成为

支撑通信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推动器。公募基金大幅增加通信

板块仓位，24 年 Q1-Q2 公募基金持仓市值仍保持较高水平增长，

同比变化+38.81%、24.06%。 

 

 

图 4：通信行业营业收入变动一览  图 5：通信行业归母净利润变动一览 

图 2：过去一周涨幅前十个股（%）  图 3：过去一周跌幅前十个股（%） 

 

 

 
资料来源： iF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iF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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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1：公募基金持股市值（亿元）——通信板块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微观：四大投资主线齐头并进，聚焦高股息&高成长赛道。

1）AI 主线投资： 24 年北美各大云厂商给出反弹指引，Meta、微

软、谷歌开支继续扩大，我们认为，数智中心建设有效提振高速

光模块需求，或将有利于上游数据互联硬件设备的需求扩容。2）

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24 年科技主线之一，在火箭发射方面，

24 年 1-5 月我国共完成 27 次发射任务，中国航天全年预计发射次

数 100 次；在卫星制造方面，除国网/G60 外，鸿擎科技向 ITU 提

交 Honghu-3 预发信息，拟建立由 1 万颗卫星组成的星座，产业发

展有条不紊。3）运营商：我们认为，增收增利能力稳健叠加新兴

产业发展的持续探索，构成运营商的主要投资逻辑；4）6G：6G

通信可与感知计算的深度耦合，有效赋能卫星、无人飞行器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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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网络，带来 VR/AR、无人驾驶实时控制、IOT 集成等高效应用

场景落地，产业发展前景开阔。 

 

建议关注：算力&光模块（AI）：中际旭创、新易盛、天孚通

信、源杰科技、长光华芯、光迅科技；卫星互联网：盟升电子、

信维通信、中国卫通、通宇通讯、斯瑞新材、中天火箭、高华科

技；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6G：中兴通讯、

星网锐捷、大唐电信、武汉凡谷、大富科技等。 

3  行业重要新闻 

3.1  运营商 

中国移动云化 4/5G 融合核心网新建设备集采：华为、中兴两

家分食。据此前中国移动发布的集采公告显示，中国移动 2024 年

至 2025 年云化 4/5G 融合核心网新建设备集采项目，主要采购新

建 NWDAF（网络数据分析）网元设备，采购规模为 3840 万户。

项目采购总预算为 19200 万元（不含税）。该项目采用份额招

标，不划分标包，中标供应商数量为 2 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在发布 2024 年至 2025 年云化 4/5G

融合核心网新建设备集采的同期，曾公开集采了 2024 年至 2025

年云化 4/5G 融合核心网扩容设备单一来源采购，项目最终也由华

为和中兴两家中标。（C114 通信网 2024.10.11） 

 

3.2  市场 

IDC：今年 Q3 全球 PC 出货 6880 万台同比下降 2.4%，联

想、惠普、戴尔前三。市场调研机构 IDC 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

季度个人计算设备跟踪》显示，Q3 季度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同比

下降 2.4%，达到 6880 万台。这一结果是由于成本上升和库存补

充等因素影响，上一季度出货量激增，导致这一季度略微放缓。 

各厂商情况如下：联想：出货量为 1650 万台，市场份额 

24%；相比于去年同期的 1600 万台增长了 3%。惠普：出货量为 

1360 万台，市场份额 19.7%；去年同期为 1350 万台增长了 

0.4%。戴尔：出货量为 980 万台，市场份额 14.3%；去年同期为 

1030 万台下降了 4%。华硕：出货量为 550 万台，市场份额 

7.9%；去年同期为 500 万台增长了 10%。苹果：出货量为 530 

万台，市场份额 7.8%；去年同期为 700 万台下降了 24.2%。宏

碁：出货量为 450 万台，市场份额 6.6%；去年同期为 430 万台

增长了 4.4%。（C114 通信网 202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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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Insights：中国 OLED 面板供应商已占 45%以上市场份

额。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TechInsights 周三发布的报告，OLED 面

板曾被视为智能手机的一项高端特性，如今却已在各个价格区间

内普及，取代了 LCD 面板的市场份额。推动这一趋势的关键因素

之一是中国 OLED 面板供应商的引入与扩张，他们通过增加供应

和具有竞争力的显示面板定价，在供应链中推动了 OLED 面板的

渗透。 

该机构称，中国 OLED 面板供应商现已占据市场 45% 以上的

份额。智能手机显示屏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中国的本土面

板供应商与韩国面板供应商展开了激烈竞争。在 2024 年上半年，

三星显示凭借超过 50% 的智能手机显示屏市场份额占据首位，其

后是京东方科技和 LG 显示。 

包括 TCL 华星、天马微电子和维信诺在内的其他显示屏供应

商，在此期间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出货量增长，为 OPPO、小米、

vivo、摩托罗拉和荣耀的高销量智能手机和折叠屏智能手机供应柔

性 OLED 面板。 

据此前报道，上个月，CINNO Research 研报指出，随着国

内柔性 OLED 产能持续释放以及向低阶产品市场不断渗透，全球

柔性 OLED 面板出货量持续扩大。2024 年第二季度，全球市场柔

性 OLED（含折叠）智能机面板出货量约 1.6 亿片，同比大幅增长 

39.9%，环比增长 17.5%，同比、环比双增长，在 OLED 智能机

面板中占比达 72.2%，同比下降 7.9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2.7 个

百分点。（C114 通信网 2024.10.11） 

 

3.3  人工智能 

OpenAI 预计 2026 年亏损达 140 亿美元，2029 年实现盈

利。 

OpenAI 财务文件显示，预计 2026 年亏损或达 140 亿美元，

几乎是 2024 年预期损失的三倍。OpenAI 预计在 2024 年营收 37

亿美元，亏损约 50 亿美元，2026 年损失将增加两倍至 140 亿美

元，2023 年至 2028 年总损失将达 440 亿美元。OpenAI 预测，要

等到 2029 年才能获利，届时收入将达 1000 亿美元。 

不久前，Open AI 完成一项交易，筹资逾 65 亿美元，使这家

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超过 1570 亿美元，并加强了其打造世界领先

生成式 AI 技术的努力。作为对比，今年年初，OpenAI 员工出售

现有股份时，该公司的估值为 860 亿美元。（C114 通信网 

202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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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发布 GR-2 机器人 AI 大模型：任务平均完成率

97.7%，模拟人类学习处理复杂任务。第二代机器人大模型 GR-2

亮点在于创新构建“机器人婴儿期”学习阶段，模仿人类成长学

习复杂任务，具备卓越的泛化能力和多任务通用性。 

GR-2 模型和其它很多 AI 模型一样，包括预训练和微调两个

过程。在预训练阶段，GR-2“观看”了多达 3800 万个来自各类

公开数据集的互联网视频以及 500 亿个 tokens，涵盖了家庭、户

外、办公室等多种日常场景，让 GR-2 具备在后续策略学习中跨越

广泛机器人任务和环境的泛化能力。在微调阶段，团队使用机器

人轨迹微调了视频生成和动作预测，展现出卓越的多任务学习能

力，在超过 100 个任务中实现了平均成功率 97.7%。此外，GR-2 

在新颖、之前未见的场景中表现出色的泛化能力，包括新的背

景、环境、物体和任务。（C114 通信网 2024.10.10） 

 

4  行业重要公告 

表 1：过去一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司名

称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亨通光电 2024.10.09 公司发布关于 2023 年度奖励基金通过信托购买公司股票公告，公司通过

华能信托·亨通光电员工激励服务信托专用账户在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

票，已购 2899.10 万元，合计 181.41 万股。 

华测导航 2024.10.09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前三季度预计归母净利润为 3.75亿元-3.90亿元，同

比增长 32.64%-37.95%；第三季度预计归母净利润为 1.24 亿元-1.39 亿

元，同比增长 15.69%-29.71%。 

移为通信 2024.10.10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东精速国际、信威顾问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约

118.72 万股，及不超过公司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总股本的 0.26%。 

慧智微 2024.10.10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东 GZPA 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0.76 万股，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韦尔股份 2024.10.10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预计 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87.41亿元-189.91

亿元，同比增长 24.27%-25.93%；实现归母净利润 22.67 亿元-24.67 亿

元，同比增长 515.35%-569.64%。 

移远通信 2024.10.10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 24 年第三季度营收预估为 49.01 亿元，同比增长约

41.85%，环比增长约 14.12%；1-9 月营收预估为 131.50 亿元，同比增长

约 31.94%。 

百邦科技 2024.10.10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实控人刘铁峰拟自以其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元，不超过 1,000 万

元。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国内外行业竞争压力：国内缺少相关核心技术人才，国内产

品处在追赶位置，竞争压力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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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商业落地模式尚未明确：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模式尚

未明确，盲目扩张或带来短期产能过剩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加剧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经济产生扰

动，中美经贸关系日益严峻，后期可能推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

化，全球贸易、供应链均可能会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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