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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IT 是重要生产力。 

疫情导致企业延迟复工，学校推迟开学，在此特殊时期，IT 技术成为重要

生产力。  

移动互联网满足了 14 亿人的生活、学习；满足了远程办公和电话会议的需

求；在战“疫”最前线与 5G等先进技术共同提升了一线人员的战斗效率。 

运营商累计投资 4 万亿元、互联网巨头累计建设 210 多万标准机柜服务器、

华为公司持续推动通信设备、移动终端的技术进步以及移动互联网公司开

发的 449 万个 APP，分别在传输、计算、存储、终端和应用等方面对移动

互联网形成强力支撑。 

 IT 渗透或将加速。 

我们认为 IT 技术对轻资产的、以服务业居多的第三产业影响会比较明显，

诸如远程办公能对冲大部分延期复工的影响。 

对于人力密集和资产密集型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现阶段 IT 能力影响较

小，此次疫情将迫使制造企业高层思考如何降低人力在制造环节的影响，

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将会获得长足发展。 

根据 Gartner 数据，2018 我国 IT 投资/GDP 为 1.57%，约为美国的 23.65%，

绝对额相差 5.4 倍，说明我国 IT 总体渗透率低，此次疫情使得整个社会认

识到 IT 能力的重要性，渗透率或将加速。 

 关注 4 大机会点。 

疫情大概率加大政府和企业对 IT 的投资意愿，或推动云计算未来 5-10 年保

持 20%的复合增速，预计 2028 年较 2018 年增 5 倍达 8000 亿元。  

互联网诊疗在疫情中得到加速应用，预计互联网诊疗市场远期渗透率将达

20%，催生至少 200 亿元级别的线上诊疗市场。 

我国教育信息化累计投入额超过 2 万亿元，硬件普及率较高，此次学校延

期开学将刺激以软件为基础的双师课堂的兴起，或有 1000亿元的新增空间。 

远程会议在此次延期复工中得到极大的关注，我们判断随着云计算的普及、

硬件设备的降低和企业投入意愿增加，远程会议长期看或有 10 倍增长。 

 投资建议。 

云计算领域建议关注用友网络（600588.SZ）、广联达（002410.SZ）、优刻得

（688158.SH）；  

互联网诊疗领域建议关注卫宁健康（300253.SZ）、东华软件（002065.SZ）、

创业惠康（300451.SZ）、思创医惠（300078.SZ）、和仁科技（300550.SZ）； 

教育领域建议关注科大讯飞（002230.SZ）、新开普（300248.SZ）和正元智

慧（300645.SZ）；  

远程会议和办公建议关注会畅通信（300578.SZ）、二六三（002467.SZ）、泛

微网络（603039.SH）。  

 风险提示：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幅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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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C 业务已成熟 

1.1 2C 需求暴涨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各省市均出现延迟复工，我们看到移动互联网 2C 的业务

迅猛发展。 

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爱奇艺、芒果 TV 和腾讯视频的在疫情期间的注册用户数

环比暴涨，均至少上涨 200%以上。该数据也得到百度数据的佐证，其监测到在

疫情期间有关视频、游戏、在线教育的关注度均出现 100%以上的增长。 

在用户数迅猛增长的同时，我们没有看到关于 2C 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停止服务和

宕机的现象，这与电信运营商和 IDC 厂商提供的传送网络和强大的算力息息相关。 

图表 1移动视频网站注册用户数暴涨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财通证券研究所 

 

1.2 三大推动力 

此次疫情间接验证我国移动互联网的成功，期间各电商、视频等互联网厂商极好

的满足了 14 亿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需求，这背后与网络升级、终端渗透和

应用丰富 3 个因素强相关。 

 网络升级 

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是以通信网络为基础的，2009 年、2013 年和 2019 年我国分

别进入 3G、4G 和 5G 时代。 

3G 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我国进入数字化时代，移动互联网至此具备发展的基

础；5G 数极大提升传输效率，为无人驾驶和智能家居、AR/VR 等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国通信领域固定资产设施投资连续 11 年累计超过 30000 亿元，2019 年通信基

站达 841 万个，根据工信部公开信息未来 5G 我国通信基站建设量在 700 万个，

由于技术的提升，信息传输能力较现有水平将数十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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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设备能迅猛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在华为的带领下已

在 2015 年前后跻身全球第一的位置，规模优势、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使得

我国在通信行业能紧紧抓住主要的趋势，并对全球其他国家的通信产业产生深远

的影响，5G 时代的到来会加强这种趋势。 

IDC是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基础的算力和存储能力。在阿里巴巴等巨头引领下，

我国 IDC 机柜数量最近 3 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长速度，根据 IDC 圈的统计数据,

预计未来数年国内 IDC 市场有望维持 30%左右的增长速度。 

IDC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云计算巨头的大力投资，也得益于华为技术、浪潮信息、

中科曙光等服务器厂商不断提升性价比和进行的技术突破。未来 3-5 年是我国在

CPU、操作系统等突破的关键时期，我们倾向于判断全面突破是大概率事件，届

时我国 IT 行业的实力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图表 2  3 次网络升级   图表 3IDC机房飞速发展 

 

 

 

数据来源：工信部、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财通证券研究所 

 

 终端普及 

移动终端经历 20 年的普及、智能手机经历 10 年的普及，我国目前实际普及率已

超 100%，几乎所有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享受便捷的服务。 

移动终端在我国的普及得益于运营商大力补贴、不断降低的资费、Android 阵营

崛起（三星和华为）等多个因素。 

2018 年开始中国联通等三大运营商针对苹果手机进行了大力补贴，使得智能手

机渗透率大幅提升，另近 5 年来移动流量的资费下降 90%也间接带动智能手机的

普及。 

与此同时以三星为代表的 Andoid 阵营在 2010 年开始崛起，使得我国渗透率得到

成倍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在历经 10 多年的发展后目前已成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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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全球的智能手机普及率贡献了重要力量。华为的崛起与其在 5G 手机芯片设

计、射频器件等核心元器件上技术升级紧密相关，也得益于诸如中芯国际、富士

康、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全产业链的崛起。 

图表 4移动手机普及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财通证券研究所 

 

 应用丰富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 APP 数量已超过 449 万个，而苹果公司过去

12 年 APP 数量增长了 4000 倍；根据极光大数据，我国人均 APP 下载量在不断增

长，目前已达 58 个，这些 APP 完全满足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求。 

图表 5 APP 数量爆发   图表 6 APP下载数量/人  

 

 

 

数据来源：工信部、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极光大数据、财通证券研究所 

 

1.3 2C 业务的天花板 

我国移动互联网经历 10多年发展，成绩斐然，格局也相对固定。根据 QuestMobile

监测的移动互联网上网时间数据变化，70%的时间被 BATT4 家公司占据。 

腾讯占据了 42.3%的时间，远超其他对手；阿里巴巴 2019 年净利润接近 1900 亿

0

20

40

60

80

100

120

500 

2100000 

4490000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5000000

2008数量 2017app store

数量 

中国app数量 

4000倍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2018Q3 2018Q4 2019Q1 2019Q2 2019Q3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财通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7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季度策略 

元，远超其他互联网巨头；短视频公司字节跳动在迅猛增长，已成该领域龙头。 

图表 7巨头把持移动互联网时间 

 

 

数据来源：QuestMobile、财通证券研究所 

我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受到渗透率、使用时间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3 个方面的限

制。 

目前我国总体移动互联网用户已超过 8.47 亿，渗透率超过 60%；单用户每天平均

使用时间绝对值虽在增长，但增速已下降至 5%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近 3

年来平稳，全国水平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接近 72%用于吃、穿、住、行和通信等

5 个方面，教育、娱乐和医疗等占比为 20%左右。 

我们判断移动互联网在 2C 端的发展后劲主要在对原有领域的渗透率和新领域话

语权的争夺上。 

图表 8 移动用户平均每日使用时间   图表 9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数据来源：QuestMobile、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资讯、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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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注不可逆的变化 

目前移动购物、移动视频、移动游戏和移动阅读等渗透率较高，我们判断此次疫

情对该类公司 1 季度业务是个刺激，不改变根本趋势，但医疗和教育领域会发生

极大改变。 

2018 年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就对互联网诊疗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互联网医院数

量指数级增加，叠加我国医疗资源本身的资源紧张和资源不平衡，我们认为此次

疫情将极大幅度的提升公民的健康意识，预计未来 5年在线诊疗渗透率接近 20%。

此次疫情造成各地各级别的学校普遍延迟开学，不仅对校外的 K12 在线教育市场

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校园信息化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根据会畅通信在 2

月 6 日的公开观点，教育信息化的 3.0 阶段—双师课堂已经开启，未来会是千亿

元级别的市场，我们认为疫情是个极大的催化剂。 

图表 10 健康需求增加   图表 11 K12线上教育  

 

 

 

数据来源：凯度咨询、健康界、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财通证券研究所 

 

2、 2B/2G业务空间大 

2.1 远程需求暴涨 

近日，百度发布的《新冠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复工篇》显示，近 30 天，远程办

公需求环比上涨 663%，自 1 月 18 日以来，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娱乐与生

鲜电商四大行业整体热度环比增长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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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远程需求暴涨 

 

 

数据来源：百度、财通证券研究所 

 

2.2 IT 对各行业影响 

远程办公是 IT 能力之一，特殊时期显示出其极其重要的生产力属性。 

但远程能力对不同行业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选择 19 个

行业情况分析，对轻资产的第三产业如公共管理、教育、金融业、科学研究和信

息产业我们认为远程办公可以对冲现场办公的影响，但对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

批发、零售、建筑业等来说远程办公作用微乎其微。 

IT 能力是多场景、综合性和不断发展的，我们认为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会推动物

联网、AR/VR 和工业互联网的极大发展，极大幅度提升第二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政

府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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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IT 对我国各大产业影响  

  
法人单位从

业（万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万人） 

合计（万

人） 

远程办公

作用 复工难度 

农业     17300  小 小 

制造业 10471.5 1637.4 12109  小 大 

批发和零售业 4008.5 6443.2 10452  小 大 

建筑业 5809.1 950.3 6759  小 大 

住宿和餐饮业 706.9 2235.3 2942  小 大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34.8 1173 2608  小 大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90.1 299.3 2589  小 大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508.7   2509  大 小 

教育 2230.5 138.2 2369  大 大 

金融业 1831.6   1832  大 小 

居民服务、休息和其他服务业 432.9 1303.9 1737  小 小 

房地产业 1268.9 171.7 1441  小 大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47.8 132.1 1280  小 小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82.9 48.9 1232  大 小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10.7 44.8 1056  大 小 

采矿业 596 8.5 605  小 大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9.8 180.3 600  大 大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466.9 14.9 482  大 小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353.2 7.7 361  小 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财通证券研究所 

 

 

2.3 工业上云是大趋势  

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我国第二产业的核心，两个领域法人主体分别为 372 万个和

9.74 万个，吸纳 1.88 亿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 35%），2019 年 GDP 约为占

比 34%。 

2018 年 7 月，信息化部印发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和《工业互

联网平台评价方法》。2019 年 3 月，“工业互联网”写入《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工业企业的互联网化或云化是我国未来 10 年的重要任务。 

根据我们的测算，2019 年建筑业和制造业合计 IT 投资为 1000 亿元（平均每企

业年均投入不足 3 万元），占其 GDP 的比重为 0.3%，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自动化紧密仪器等的发展，我们判断工业领域 IT 投入仍有 3 倍增长空间。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9%E5%B9%B4%E5%9B%BD%E5%8A%A1%E9%99%A2%E6%94%BF%E5%BA%9C%E5%B7%A5%E4%BD%9C%E6%8A%A5%E5%91%8A/233223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9%E5%B9%B4%E5%9B%BD%E5%8A%A1%E9%99%A2%E6%94%BF%E5%BA%9C%E5%B7%A5%E4%BD%9C%E6%8A%A5%E5%91%8A/2332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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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工业行业IT投资仍有巨大空间 

 

  人数（万人） 

按最低月

工资 

年支出（亿

元） 

IT 取代

比例 

每年新

增 IT空

间（亿

元） 

制造业 10471.5 3000 37697.4 20% 2513 

建筑 5809.1 3000 20912.76 10% 697 
 

数据来源：百度、财通证券研究所 

 

3、 流量仍将爆发 

3.1 流量现状 

根据 CNNIC 数据，我国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高速增长，截止 2019 年 Q3 增速放缓

到 87%，其中手机占据 98.7%的总移动流量比重。根据 IDC 的预计未来 5 年我国

移动互联网流量年均保持 30%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根据 Sandvine《全球互联网现象》报告，2018 年全球移动互联网流量中视频占

比 57.69%；根据腾讯的数据，我国移动视频流量占比为 80%，其余游戏、购物、

社交等占比会较大。 

图表 15 历年网络流量快速增长  图表 16视频占流量主要份额 

 

 

 

数据来源：CNNIC、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andvine、财通证券研究所 

 

3.2 多重刺激  

 多重技术融合 

最近 5 年人工智能在我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从语音到图像识别算法都获得突破，

自 2018 年起人脸识别在支付、身份识别等领域迅猛发展，后续对各行业渗透会

加速。 

窄带物联网和车联网（无人驾驶）是 5G 最重要的分支，对我国政府和重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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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效率极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对个人出行方式、购物、学习等产生深远的

影响。 

未来 5-10 年各种技术融合发展，流量将继续暴涨。 

图表 17 多重技术变革交汇融合  

技术大类 兴起时间 所处阶段 潜在空间 应用方向 应用效果 代表企业 

人工智能 
20 世纪 70 年
代 

快速发展期 万亿元 

语音识别和人

脸识别，各行

业都有应用 

提升了支付、

通行、公共安

全的效率 

科大讯飞、依

图科技、商汤

科技等 

移动互联网 2008 年 成熟期 十万亿元 各个方面 

极大提升政府

管理、企业生
产和个人生活

效率 

BATH 

云计算 2010 年 快速发展期 万亿元 行业应用为主 
减少企业 it投
资 

阿里、腾讯、

华为、用友网
络 

大数据 2010 年 快速发展期 万亿元 
金融、电信、

政府事务 

极大提升生

产、销售效率 
BAT 

物联网 
2010 年/2017
年 

1、快速发展期 万亿元 公用事业、安

防、交通、医
疗、城市等各

个领域 

将管理节点提

前，减少人工，

提高精度 

华为、移远通
信、运营商等 2、NB-IoT 处于井

喷时期 
十万亿级别 

区块链 2016 年 发展初期 万亿元 金融领域为主 刚起步 
趣链科技、阿

里巴巴 

5G 2019 年 发展初期 万亿元 
无人驾驶、智

能家居、AR/VR 

起步阶段，对
效率提升并不

明显 

华为、中兴通

讯和运营商 
 

 

数据来源：财通证券研究所 

 

 AR/VR 等大量应用主要推动力 

根据英特尔和 OVUM 在 2018 年的研究报告，2019 年-2028 年的 10 年时间，移动

视频流量继续爆发，占比将由现在的 57%提升到 2028 年的 80%，月均使用量将提

升 6 倍左右，背后重要的推动力是 AR/VR 游戏、4K 和 8K 广泛使用，使得流量经

历 10 年的爆发期。 

根据苹果公司对 AR 和 VR 的产品规划，2022 年将推出第一代 AR/VR 产品，而全

球的 5G 建设高峰也在 2022 年前后，届时 5G 基站形成较大规模，能较好的支撑

流量的爆发。 

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我国用户月均消费流量 2011-2019 年提升了 200 多倍，截

止到 2019 年上半年平均每用户月均使用量已达 7.2GB 的水平，较 2018 年大幅提

升 63%，因此未来 9 年时间维持每年增速 25%就较为接近英特尔的预测。未来 4K

电视、AR 和 VR 内容本身产生的流量较高清时代要高出好 4 倍以上，随着这些内

容的成熟和网络的成熟，流量再次爆发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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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视频流量占比大幅提升  图表 19视频月平均流量增长7倍 

 

 

 

数据来源：Intel、Ovum、、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ntel、Ovum、财通证券研究所 

 智能汽车时代的开启 

无人驾驶是 5G将要解决的重要应用，2020年对无人驾驶而言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方面全球 5G 网络开始规模建设，另外智能汽车龙头特斯拉将明显带动无人驾

驶的发展。 

特斯拉在 2019 年全球销售 36 万辆新能源汽车，其 Model3 车型的无人驾驶等级

介于 L2-L3 之间，而其将在新车型 MODEL Y 无人驾驶等级将提升至 L3-L4 之间。

根据高盛对 2020-2021 年特斯拉的预计，销量分别为 60 万辆和 120 万辆，从现

实的产能上由于上海特斯拉工厂 2020 年正式交付并快速拉升产生，其位于德国

的工厂预计 2021 年初投产，因此产能上不存在瓶颈。 

特斯拉在引领新能源车和智能汽车的潮流，但传统汽车巨头并未坐以待毙，在最

近 3年全球前 15大汽车集团对新能源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的态度改变非常明显，

根据各巨头 2025 年前的规划推断全球智能汽车 2020-2022 年三年复合增长率将

超过 50%，此后保持 30%的复合增长率，预计 2025 年接近 1800 万辆当年销量，

主流厂商将全部完成电气化改造。 

我们倾向于判断一个更大的流量暴涨时代到来，我们在 5G 时代单用户月均流量

峰值可能在 100GB，但在无人驾驶时代，根据 Intel 在 2016 年的测算，无人驾

驶汽车每天的数据量为 4000GB,为个人日产生数据量至少 4000 倍以上，如果加

上在道路上铺设的物联网设备等，长期来看将对流量爆发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认为特斯拉目前在全球的崛起对流量的拉动意义可能不亚

于苹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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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ADAS单车价值（美元）  图表 21全球智能汽车销量预测 

 

 

 

数据来源：UBS、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财通证券研究所 

 

4、 关注 4 大机会 

4.1 云计算或有 5空间  

成功支撑我国的居民、企业、政府三个主体流量的爆发，除了有较好的传输能力

外，计算和存储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能力，云计算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根据 IDC数据，2019年我国云计算规模为 1163亿元，与美国云计算规模相差 4.88

倍，但我们判断由于工业企业、政府重要部门逐步上云、AR 和 VR、无人驾驶等

技术大力普及大概率将推动我国云计算规模保持 25%的复合增速，预计 2028 年

达 8650 亿元规模，基本接近目前美国云计算规模。 

图表 22 我国云计算规模  图表 23 2020年中美云计算规模的差距（亿元） 

 

 

 

数据来源：IDC、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财通证券研究所 

目前巨头亚马逊、微软公司、Salesforce 等海外公司在 2018 年增速基本下降到

50%以下，亚马逊更是两年低于 50%，我国云计算龙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由于体量

小，仍能获得 50-100%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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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云计算领域的 IaaS 和 PaaS 领域格局相当稳定，根据 IDC 的数据 2018 年下

半年国内公有云领域 IaaS+PaaS 领域形成“1超 5 强”的格局，阿里巴巴占据 43%

的份额，其余腾讯、中国电信、亚马逊百度、华为等差距并未太明显。 

图表 24 云计算巨头收入增速  图表 25国内云计算厂商份额（IAAS+PAAS） 

 

 

 

数据来源：Wind资讯、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财通证券研究所 

根据美国云计算发展的规律看，未来 SAAS 将会占据主要的份额，根据 CNNIC 的

数据虽然我国 2018 年的 IAAS 仍占据约 61.8%的份额，且连续 5 年提升，但我们

认为在 IAAS 之上的 SAAS 服务才是未来 10 年的发展重点，或有 10 倍以上空间。 

A 股市场可重点关注龙头公司用友网络（600588.SH）、广联达(002410.SZ)和石

基信息(002153.SZ)、优刻得（688158.SH）、宝信软件（600845.SH）。 

 

4.2 远程诊疗或将爆发 

根据凯度咨询和健康界 2019 前的历史数据和我们对 2020-2024 年增速的假设，

计算得出互联网问诊次数 2024 年之后达 17.7 亿次，占整个社会诊疗次数的比例

为 19.07%，基本可以理解为渗透率接近 20%，此后该数据会平稳上升。 

图表 26 互联网诊疗次数的预测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互联网问诊次数（亿次） 2.7 5.4 8.1 11.3 14.7 17.7 

增速假设 200.00% 100% 50% 40% 30% 20% 

互联网问斩/年度总诊疗次数 3.21% 6.30% 9.27% 12.72% 16.21% 19.07% 
 

 

数据来源：凯度咨询、健康界、财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在单次价格采取最保守的估计：根据医学界 2018 年的数据，我国医生平均

工资为 11.7 万/年，每 10 分钟的成本水平为 6.67 元（按每天工作 8 小时计算），

假设每次诊断时长为 10 分钟，则 2024 年互联网诊疗的市场空间为 118 亿元。 

实际情况是我们到医院看病的总体成本由往返交通费、挂号费、等待时间成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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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低工资标准 1600 元/月对应小时成本在 6.67 元）等几个部分构成。 

2018 年我国卫健委数据显示医院人均门诊费用 274 元（包含药费 112 元），假设

互联网诊疗成本为门诊（扣除药费）的 30%、20%和 10%，单次问诊成本为 48.6、

32.4 和 12.6 元，中性假设下对应远期我国互联网诊疗空间为 573 亿元。 

我们建议关注在互联网诊疗已有布局的卫宁健康（300253.SZ）、东华软件

（002065.SZ）、创业惠康（300451.SZ）、思创医惠（300078.SZ）、和仁科技

（300550.SZ）。 

图表 27 互联网诊疗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财通证券研究所 

 

4.3 远程教育或达千亿 

我国教育信息化市场分为针对教育系统的信息化和针对在校学生的课外在线教

育两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信息化即指教育系统的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或孕育新的增长空间。 

狭义上的教育信息化以高校和K12学校为主体实施，2018年总投资额为3130亿元，

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8.4%，且连续10年增长，造就了如科大讯飞、视源股份等

一大批优秀的上市公司。 

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市场仍以硬件投资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我们判断这种趋势

在未来10年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018年国家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将借助新一代信

息技术（同步课堂）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的教育均衡化，经过多年建设，教育信

息化基础设施越来越成熟，常态化互动录播（双师课堂）已成为体制内K12教育

均衡化的主要运用手段和技术路线。 

目前我国K12阶段有700万间教室，每间教室的投资将逐步转化为软件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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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2万元计算，则双师课堂带来的市场空间为700亿元—1400亿元，目前渗透率

不到1%。 

图表 28教育信息化大版图  

阶段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等教育 

主管部门 各地教育局 教育部 

学校数量（万所） 26.67 16.18 5.2 2.43 0.2663 

学生人数（万人） 4656 10339 4653 3935 3833 

教职工（万人） 453.15 573.25 419.38 381.14 248.75 

专任老师（万人） 258.14 609.19 363.9 264.82 167.28 

校舍建筑面积（万平米）   78619.53 64368.13 54206.05 97713.56 

教学仪器设备（亿元） 无数据 5533.06 

年度财政投入 2018 年教育领域财政投入 3.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占 GDP 比重为 3.6% 

教育经费占比 7.96% 45.20% 15.60% 26% 

信息化投入总额 2018 年教育领域信息化投入为 3132 亿元，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 8.4% 

信息化投入金额（亿元） 249.31 1415.66 488.59 814.32 

非教师人员（万人） 195.01 80 55.48 116.32 81.47 
 

数据来源：教育部、财通证券研究所 

 线上教育空间大但有巨头把持。 

针对学生课外的在线教育如今发展已具相当规模，据艾瑞咨询数据 2018 年我国

在线教育总规模为 2517.6 亿元，并预计未来 3 年仍将保持 20%的符合增速，2022

年或超过 5000 亿元。 

目前针对校外学生的英语、数学、语文等领域已成长起来诸如 VIPKIDS、好未来

等巨头，新进入者会有极高的进入门槛。 

图表 29 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财通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建议关注科大讯飞（002230.SZ）、新开普（300248.SZ）和正元智慧

（300645.SZ）等在教育领域布局较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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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云会议或有 10倍空间 

目前我国视频会议市场规模约为 6 亿美元，或为 42 亿元，从目前硬件的格局来

看我国厂商华为和苏州科达已连续多年占据 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由于比较高

昂的硬件的成本，使得我国目前视频会议市场规模仍较小。 

据 IDC统计，2018国内以云视频会议为代表的软件会议市场规模仅 1.7亿美元，

但增速可观，未来 5年 CAGR为 25%，远超硬件视频会议。预计 2023 年国内软件

会议市场规模达到 5.4 亿美元，是当前的 3 倍。 

我们可计算出潜在的远程办公或电话会议的市场空间。 

我国农业和第二产业接近 6 亿人群通过微信群的方式能解决大部分需求，潜在高

频需求为 1 亿人群，按每 10000 人年电话会议及远程办公需求 100 万元计算（根

据会畅科技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客户收入数据计算，世界 500 强每万人年均花费

300-700 万元之间，我们按照其 1/3 的价格计算为 100-233 万元），远期远程会

议市场空间或为 100-233 亿元，为现有空间的至少 10-23 倍，如果在加上教育行

业、政府部门的使用，则空间会更大。 

A 可重点关注会畅通信（300578.SZ）、二六三（002467.SZ）等公司。 

图表 30 我国视频硬件规模  图表 31我国视频硬件格局 

 

 

 

数据来源：前瞻研究院、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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