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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安全到全面安全，“安全中国”为A股投资增添新机会

中国是棵树 安全是沃土

邵宇

发展中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在

我们的国土上， 我们呼吸的空气污染

日益严重， 我们享用的食品不断出现

安全问题， 此外还不时发生各种社会

暴力事件；而从外围来看，问题更为明

显，国家边界问题频频出现，东海和南

海争端始终不曾停止，我们和日本、东

南亚部分国家关系不断恶化。 我们可

以将上述问题归纳为 “安全中国”，并

在此先做一个大致的扫描。

军事安全与信息安防

安全中国领域最为直接的焦点是

军事安全和信息安防， 钓鱼岛争端、

“

301

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将使两会

聚焦于此。 前段时间刚设立的国家安

全委员会也将是焦点之一， 设立国家

安全委员会， 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

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是十八届三中全

会公报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 在今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

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

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 中国此

前的国家安全体系的主要协调机构，

是成立于

2000

年的中央国家安全领

导小组， 该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

小组合署办公。

在现代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安

全委员已经是“标准配置”，一个国家

特别是一个大国，成立“国家安全委

员会” 来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

全，已成了国际惯例。 美国、英国、法

国和俄罗斯等国都有这一机构。 以美

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之规

定， 杜鲁门总统于

1947

年正式成立

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简称

NSC

）。 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是由美国总统主持的

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决

策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处

理外交及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美国总统作

为主席， 其法定成员包括副总统、国

务卿、国防部长和能源部长；军方代

表为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情报机构

代表为国家情报总监和中情局局长；

常规出席者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白

宫办公厅主任、 副主任以及司法部

长；其他参与者包括财长、国土安全

部长、常驻联合国大使等。 国家安全

顾问是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最倚仗

的对象，最知名者如尼克松时代的基

辛格、卡特时期的布热津斯基、福特

和老布什时代的斯考克罗夫特、小布

什时代的康多莉莎·赖斯。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

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

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

害， 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

状态。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向

全球大国过渡的时期，正面临“大国崛

起的烦恼”，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

及时， 这是从完善制度着手保障国家

安全。从国家安全细分领域来看，共有

三个层次，分别是社会安防、信息安全

和军事安全。

1、社会安防。在稳定中求发展，在

稳定中求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

总基调， 因此维稳一直是政府的头等

要事， 安防产业自然成为了政府主导

投资的重点之一。 从近几年监控设备

销售增速来看， 我国对于设备配置的

重视程度已非常之高， 国内全行业基

本达到

15%

左右的增长，高清监控更

是有

30%

的增速，监控产品的使用在

我国大力推进平安城市的驱动下，有

着实质的进步， 硬件条件基础正在逐

步夯实。 根据预测，

2015

年我国安防

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5000

亿元，年均增

长率超过

20%

， 将实现增加值

1600

亿元， 年出口交货值达到

600

亿元以

上。 其中， 视频监控系统产值将达到

1100

亿元， 视频监控是安防产业链中

产值最大、 行业发展最快的安防细分

领域。

从目前各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安

防布点已经较为完备， 高清摄像头遍

布主要地区，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完

备布控的情况下， 仍然发生了昆明惨

剧。

3

月

1

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恶性

暴力事件， 持械歹徒团伙对昆明火车

站内普通民众进行砍杀， 已经造成多

人死伤。 我们对该事件的犯罪凶手表

示谴责，但是从这个惨剧中，我们也需

要反思， 我们是否应该更加重视恶性

暴力事件的事前预防？ 虽然目前我们

已经有了完善的监控信息系统， 但是

仍然没有办法提前预防类似事件。

从目前情况来看， 安保投入已经

不小，再继续增加投入、增加布控，边

际效果已经不强， 那要如何达到预防的

效果？我们认为，未来的关键在于数据的

处理能力， 对于茫茫人海以及铺天盖地

的监控数据， 零星的监控人数本根无能

为力， 我们急需的是对于海量数据的智

能处理技术———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理应

得到重视。所谓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是一

种单体目标行为的智能监控技术， 将场

景中背景和目标分离， 识别出真正的目

标， 进而分析并追踪在摄像机场景内出

现的目标行为， 一旦目标在场景中出现

了违反预定义规则的行为， 系统会自动

发出报警。

对于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的实现，关

键因素更在于海量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处

理能力， 当前世界上最为领先者非美国

的反恐秘密武器

Palantir

公司莫属 。

Palantir

最早是因

PayPal

公司为保障支

付安全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当前

CIA

和

FBI

都已成为它最忠实的客户。

Palantir

的技术优势在于能够整合不同类型的巨

量数据，比如财务数据、

DNA

样本、语音

资料、录像片段以及世界各地的地图等，

通过整合—“联想”—定位的形式分析单

一个体和特定场景， 这种方式类似侦探

破案的过程， 只不过全程都是依托算法

自行完成，而“侦查”的宽度是全体，“侦

破”的时间长度是及时，一旦侦辨出“可

疑”的行为，系统便会发出警报，达到事

件预防的效果。

我们认为， 未来随着我国网络传输

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信息安全的不断

重视，适时推进、研究智能视频分析技术

或成为方向，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需要

的是软件算法能力的加强， 而非仅简单

机械化硬件的布局， 打造中国的

Palan－

tir

，防范于未然，为时未晚！

2、信息安全。 传统国家安全主要是

对内确保社会稳定、 对外保护国土国民

安全， 然而还有另一个安全我们一直未

有重视，那就是信息安全。中国已经成为

网络大国， 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报告，截至

2013

年底，中国网民

规模突破

6

亿， 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

民占

80%

；手机用户超过

12

亿，国内域

名总数

1844

万个， 网站近

400

万家，年

网络购物用户达到

3

亿， 全国信息消费

整体规模达到

2.2

万亿元人民币。

2013

年随着“棱镜门”等事件爆发，

之前不是很重视的金融、网络、信息安全

或将成为未来关注重点， 建立自主、安

全、可控的

IT

架构体系将成为我国信息

安全的首要保障。 中央政府对信息安全

的重视已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宣告成立， 并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并且提出没有

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显示出中央

政府对信息安全重视程度空前， 我们认

为政府对信息安全的重视态度将推动国

内产业拐点出现。

3、军事安全。 东海钓鱼岛争端与南

海争端使我国附近地区并不安宁， 而俄

罗斯进驻乌克兰使国际形势及地区形势

日益复杂化， 我们认为我国国防军工的

战略地位和成长预期将进一步加强，

2013

年我国军费预算为

7202

亿元，同

比增长

10.7%

。虽然

2013

年我国军费投

入占

GDP

的比例略有上升，但目前中国

军费投入占

GDP

和财政收入的比例仍

较低，军费投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

军工对于解决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

题有着现实的战略意义。

环境安全

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是安全中国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着所有人的生活质

量， 在这里我们先聚焦环境安全。

2013

年开始， 雾霾已经从过去的区域性问题

扩展至全国范围， 治霾成为各地老百姓

热议的话题， 相信两会也将着重探讨环

境污染的解决方法。

在三中全会文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

生态安全已上升至国家重大布局高度，从

整体的解决方法来看，除了逐步治理已被

恶化的环境外，更重要的在于防止污染发

生。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推进法制建设外，

重点在于推进泛环保产业的发展。

不同于一般的环保产业区分方式，

我们可以将环保产业分为前端、 中端和

后端，前端包括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

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 中端即废物再利

用、废物资源化，变废为宝，具体包括固

废再利用、再制造，餐厨利用、水资源再

利用和垃圾发电等；后端即污染治理，将

无法再利用、真正的污染进行完全处理。

其中的前端， 即能源结构的优化将

是环境保护的核心，中短期内，以天然气

为代表的低碳能源将会兴起， 而随着价

格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突破， 或加速天然

气产业的推进，同时，以核能、水电、风

能、 太阳能为主导的新能源也将伴随着

此次土地、价格、财税等改革措施的落实

得以发展， 未来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将获

得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认为环保投资已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未来的机会将广泛地存在于各

个领域， 狭义的环保概念已经被市场充

分挖掘， 未来的机会更多体现在公司的

业绩兑现上。 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从前

端和中端角度去寻找投资机会。

食品安全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从

苏丹红、三氯氰胺到瘦肉精、地沟油，这

些事件都折射出国内整体食品安全问题

较多，明显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安全感，同

时也是会议中代表们所关心的话题。

其实，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类似的

问题同样出现过，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

问题爆发的频率降低幅度较大， 特别是

近几十年，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频率已

经非常低。而就在去年，历来重视食品安

全监管的欧洲国家也爆出马肉风波，澳

大利亚恒天然也出现了食品安全事故，

可见食品安全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食品安全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强

的相关性，美国和日本食品安全问题高

发的阶段往往也是经济保持高速成长

的阶段。 日本食品安全高发阶段为战后

至

70

年代初， 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处在

黄金阶段，年均增速将近

10%

。 而这一

点映射到中国来看，中国经济所处的阶

段也是一样的，这一阶段经济增速的表

现形式在于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

视了质量。

目前来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办

法应该自上而下， 立法和监管同时着

手。 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日本和美国

的法律体系较为健全。 美国食品安全立

法历史较早， 目前的体系非常完备，已

经基本能够达到防患于未然，虽然中国

立法速度更快，但由于时间更短，因此

整体法律健全程度上仍然处在“亡羊补

牢”阶段，因此我们推断未来立法速度

会进一步提升。

从监管体系来看，美国的

FDA

是保

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机构，相对而言，过去

我们监管机构设置的有效性没有那么

强，大部制改革以前，食品安全监管呈现

“九龙治水” 格局， 监管责任由农业、质

监、工商行政管理、卫生、食品药品监管

几个机构共同承担， 机构设置的不合理

导致灰色区域存在。大部制改革后，经过

归并新组建的食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能够

有效改变过去“九龙治水”的局面，提升

管理效率。

未来整体经济发展将由重视增长转

向重视质量， 食品监管法律条文逐渐补

充落实，食品安全监管有效性提升，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 食品相关企业对食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

度，相关的一系列投资机会也会出现。我

们认为共有以下投资主线：

从食品产业链来看， 首先我们的农

业产品生产过程就存在不小问题， 如重

金属超标、化肥过量问题一直存在，食品

安全要从源头抓起，做到治本，未来的发

展方向在于绿色农业， 其中包括有机化

肥、绿色种植、绿色养殖。

其次， 投资机会来自于食品行业的

监管和过程控制，大体上来看，主要有三

块：生产和物流过程的控制；产品源追溯

系统的投资和建设； 第三方检测未来业

务的增加。 从监管上来看，食品安全问题

多与采购、质检、仓储、运输、流通加工等

物流环节有关。 加强对农产品和食品流

通环节的监管能够有效控制食品安全事

故的发生， 从流程上有效控制问题食品

和农产品的流动。 因此，未来农产品和食

品的冷链物流和追溯体系将成为政府主

抓的重点。 从物流上看，未来主要受益的

将是冷链运输类企业。

对于食品行业来说， 由于目前多数

食品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 食品安全立

法和监管的推进将逐步提升行业集中

度，有利于行业的兼并整合。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建设主要是指社会维稳和军事安全， 但是我们

这里所指的安全中国覆盖面更广，除了国家安全以外，还有环境安全和

食品安全，这两点与民生息息相关，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安全，我们认为

“安全中国” 将是本届两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同时将给 A 股投资带来新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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