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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SDN通过将网络控制平面与数据转发平面分离，实现网络的可编程。随
着商业模式的迭代创新，SDN也越来越多以解决方案形式交付，企业的
付费方式愈发灵活，用量计费逐渐成为主流。但当前SDN尚未完全发挥
“转控分离”的价值，白盒化进程有待推进。

行业

背景

1）市场规模：2023年中国SDN市场规模为96亿元，其中SD-WAN场景
规模约33亿元。SDN的三大主要应用场景中，数据中心场景和园区网场
景占比约66%，SD-WAN场景约34%。随着智算中心的建设和企业数字
化推进，未来数据中心场景和SD-WAN场景比重可能增加。
2）竞争格局：根据厂商业务倾向可以分为软件型、硬件型和资源型三类，
分别占比约20%、61%、18%。

市场

格局

1）行业分布：2023年SD-WAN场景下各行业市场份额为：金融~26%、
政务~25%、零售电商~22%、能源交通~12%、制造~5%、其他~10%。
2）行业需求：零售行业门店多、分支网络结构简单，关注性价比；金融
行业数据中心较多，且多为混合云架构，关注安全性；政务行业要求服务
商具备快速的售后响应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能源行业存在大量老旧网
络设备需要兼容。

行业

特征

1）产品侧：SDN将融合SRv6、AI、6G等技术，让网络质量、稳定性和
智能化程度再上层楼，同时，结合安全运营管理形成SASE服务架构和进
行国密信创改造成为近年主流。
2）业务侧：智算中心建设和发展需要更稳定、灵活的网络支撑，带动
SDN在数据中心的应用。智能制造出海也将为SD-WAN市场带来新增量。

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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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SDN行业背景
O v e r v i e w

01



5©2024.4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SDN及SD-WAN概念解析
SDN通过剥离网络的控制平面与转发平面，调控网络资源实现负载均衡

广义上来说SD-WAN属于SDN的一种，但实际语境中，SDN仅指软件定义网络的架构形式。SDN即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是一种新型网络架构，通过将网络控制平面与数据转发平面分离，实现网络可编程，让用户能基于应用层

的网络需求，通过控制层的操作系统对底层网络资源进行灵活调度。SD-WAN即软件定义广域网（Software-Defined Wide Area

Network），将SDN技术与广域网结合，多应用于跨区域的企业分支、数据中心及云服务等相互连接，同时支持MPLS、PON光纤、

LTE、5G等网络技术。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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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的基本认知
SDN有助于网络设备白盒化、提升网络可靠性，用量计费逐渐成为主流

SDN和SD-WAN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网络控制和传输技术的成熟，SDN目前主要应用在高校、园区等内部网络建设，SD-WAN目

前在分布式办公、多云接入和分支机构网络连接与管控上有深度应用。理想状态下，SDN解耦了网络的控制与转发，使网络管理逻

辑抽象化，隐去对底层异构网络设备复杂管理，有利于网络设备白盒化，同时简化网络设备增删的步骤。同时，SDN对网络的兼容

与可编程性能根据不同应用匹配不同链路和带宽的网络，提升利用率，保障业务稳定性和持续性。随着产品和市场的不断发展，厂

商的合作模式也更加多元，其计费模式也不断迭代，从以软硬件为主的租用计费和买断计费，到以解决方案为主项目制交付，再到

以带宽流量为主的订阅制付费，企业的付费方式愈发灵活。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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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主要应用场景
可分为数据中心、园区和SD-WAN三大场景，数据中心场景占比约40%
目前SDN主要应用场景有三个：1）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内部算力调度和网络管理，及数据中心间网络互联和监控运维。数据中心场

景是目前SDN的核心应用场景，占比约40%，在金融、政务、能源等大型企业的数据中心管理中有广泛应用。2）园区网：在局域网

中实现不同建筑内网络设备和流量管理，为区域内不同设备、终端提供流畅的网络服务。智慧园区、高校园区、商业写字楼等网络

管理调度符合SDN园区网应用场景。3）SD-WAN：为多分支企业提供跨区域分支互联运维管理服务，常用于零售连锁便利店、金

融分支行、加油站等多分支场景互联，目前占比约35%。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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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的发展瓶颈
受制于接口协议兼容性，网络设备白牌化有待推进，完全转控分离尚有距离
SDN起源于200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提出的OpenFlow协议，因此真正意义上的SDN是基于OpenFlow的网络设备转发与控制完全分

离。但相比于Cisco、VMware等厂商对外提供的SDN服务，国内厂商提供的SDN倾向于基于Overlay的SDN“变种”，在保留了网

络设备对数据包的自主传输能力的基础上，对网络流量、传输数据和稳定性进行统一监控和管理，但并未完全实现网络流量的调控、

实现控制层与转发层真正解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企业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性和运维习惯让厂商提供这种

“过渡式”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国内SDN联盟的引导性不足，SDN生态构建尚有发展空间。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国内外SDN发展差异 SDN的发展瓶颈

• 底 层 网 络 设 备 基 于 协 议 传 输 ，SDN控 制

器进行网络流量监控，调控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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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转控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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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入局厂商增加，SDN已经渡过跑马圈地的阶段，市场
竞争格局相对问题，呈现一定头部集中态势。

• 市场上的SDN产品和技术方案趋同性增强，大部分产品的
UI设计、功能实现和应用场景等往往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 海外SDN技术基于OpenFlow实现网络控制层与转发层分
离，实现网络设备与控制台解耦，网络设备仅需承担指令
接受与流量转发功能，有利于网络设备白牌化。

• 国内由于交换机芯片技术上支持不足，同时大部分企业还
保持着人工运维的使用习惯等原因，SDN控制器更多的充
当流量监控和告警的角色，转发指令依旧由网络设备承担。

• 目 前 国 内 也 形 成 了 “ SDN 产 业 联 盟 ” ， 推 进 SDN 的 场 景
化落地和生态体系构建 ，但其引导性仍有待提升，同时受
制于接口交换协议的兼容性，目前网络设备白牌化仍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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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SDN市场规模
SDN市场整体增速放缓，数据中心仍是主要应用场景

SDN市场自2020年前后高速发展，近年来受经济环境影响增速略有下滑。经计算，2023年中国SDN市场规模为96亿元，由于网络

基础设施渗透率逐渐提升，未来主要增量来源于旧设备更新和控制器等软件服务销售，同时算力网络建设和智算中心网络管理也将

带动SDN市场的发展。SDN的三大主要应用场景中，数据中心场景和园区网场景占比约66%，SD-WAN场景约34%。相比2022年，

2023年SD-WAN增速有所下滑，主要原因有：①2022年受在线教育市场冲击，影响辐射至未来2-3年；②2023年消费疲软影响带

来商贸零售行业需求下降影响。2024年随着经济回暖、金融SD-WAN覆盖向核心区业务铺开和政务国密信创设备升级替代，SD-

WAN市场增速有望小幅回升。

注释：1.SD-WAN市场仅计入分布式网络设备管理控制器及SD-WAN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规模，不含网络资源及服务费；2.仅计入国内收入部分，不含国内企业出海及国内厂商服务海
外客户获得的收入，但包括海外厂商在国内的收入；3.SD-WAN市场不含网络流量费用；4.所有市场规模不含厂商自研内部使用的SDN。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21-2026中国SDN及SD-WAN市场规模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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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备注：统计维度不含厂商互联网厂商自研内部使用的SD-WAN，不含带宽费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SD-WAN的行业需求特征
金融、政务对SDN的需求以数据中心场景为主，且是SD-WAN的主要客群

1）从SDN整体需求上看，金融、政务和能源有较多数据沉淀，通常会自建数据中心，且数字化成熟度高，已建成相对完整的网络链

路、铺设好网络设备，因此对数据中心的网络设备统一纳管有更多应用。制造和教育行业通常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网络通信和设备互

联，在不同地区存在少量分支，因此对园区网需求更高。而零售的连锁分店、金融的省市级网点、能源的加油站等小而散的场景，

需要以分支互联的形式统一管控网络，因此对SD-WAN有需求。2）聚焦SD-WAN场景下，电商零售有众多连锁分支，但整体客单

价较低且易受经济环境影响。金融、政务和能源行业多以区域试点铺开的形式推广SD-WAN，年需求量相对稳定。制造业中，电子、

半导体类企业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对各地办公分支的网络互联也会有更多需求。

2023年SD-WAN各行业场景市场结构SDN各行业主要需求场景
行业 数据中心场景 园区网场景 SD-WAN场景

金融

政务

电商零售

能源交通

制造

教育（高校）

场景渗透深度由深到浅

CPE CPE CPE CPE CPE CPE

类型1：已有网络设备统一纳管
（如金融、能源）

类型2：分支互联解决方案
（如零售、在线教育）

SD-WAN的两种类型

金融，~26%（↑）

政务，~25%（↑）

电商零售，~22%（↓）

能源交通，
~12%（↑）

其他，
~10%（↑）

制造，
~5%（↑）

（↑）（↓）表示相对于上一年该行业的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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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垂直行业需求洞察 – 金融行业
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中心及网点管理，需要安全、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保险等，在各省市均设有分支和网点，同样存在网络统一管理需求。以银行为例，各分支行网点内有柜面

业务、ATM、日常办公等业务，通过SD-WAN实现分支互联，实现对总行的数据传输。对于总行的数据中心网络管理需求，由带有

高可靠性交换机的SDN满足。在SD-WAN的应用上，金融机构多以分区试行的方式逐步推广，根据区域内SD-WAN使用体验进行增

复购和区域扩展，也因此金融机构对SDN服务商存在粘性，且偏好有网络硬件设备优势的SDN服务提供商。

行
业
特
点

金融行业SDN需求特征及选型偏好

产
品
需
求

选
型
偏
好

金融行业SDN应用示意图

• SDN：金融总部数据中心

• SD-WAN：各地金融分行及网点

• 安全性＞品牌影响力＞定制化＞服务持续性

• 品牌影响力：要求服务商具备金融行业的实践经验 ，

有标杆客户；

• 服务持续性：倾向于长期稳定合作，因此对服务商

规模、体量有一定要求，需要持续服务

• 运维能力：IT能力强，投入意愿高；

• 需求内容：核心业务有柜面业务、VTM、信贷等，

目 前 仍以MPLS专 线为主 ， 非敏 感数 据 传输 如办 公

网络会用SD-WAN，总部数据中心管理需要SDN

• 安全性：海 量 隐 私 敏 感 数 据 ， 要 求SLA ＞ 99.99%；

• 硬件定制：部分非敏感 、高频存调的业务数据希望

本地存储，方便调用，因此存在定制化需求，如在

CPE具备CDN功能，让数据能缓存到设备上

• 增值服务：或提供增值云服务功能

• 客户特征：对服务商有粘性，易与设备类服务商和

部分以安全为重心的软件服务商达成长期合作

总部运维

机柜 机柜 金融网点 金融网点

SD-WAN
控制器

CPE CPE CPE CPE

监控管理

存在定制化需求

自助终端、办公电脑、业务系统……

SDN控制器

数据中心

监控管理

高可靠性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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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性＞成本＞运维服务

• 专业性：控制器运维功能智能、全面；

• 运维服务：服务商应具备快速的售后响应和完善

的售后服务机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垂直行业需求洞察 – 政务行业
省级政府管理各地市政务，要求上网行为合规，同时跟随信创与国密脚步

各省政府下各县市的委办局、办事处等，会产生大量业务数据、办公数据、党建数据等，因此需要构建统一、灵活且易于管理的网

络架构。SDN的集中控制、动态调度和智能优化等特点，能提升政务网络的性能和可靠性，同时简化网络管理，降低运维成本。在

实际实践中，不同省政府对各地市的SDN服务商选择有不同管理模式，部分省份施行强管理，全省网络架构统一建设、分批执行；

部分省份实施自由度高，市县可以自行选择服务商，只需要保障数据与省级政府对接即可。

行
业
特
点

政务行业SDN需求特征及选型偏好

产
品
需
求

选
型
偏
好

政务行业SDN应用示意图

• SDN：政务省级数据中心

• SD-WAN：各地市办事处数据互联
• 需求场景：省内委办局、办事处等业务数据和内

部数据传输管理；

• 采购模式：不同省份内部有不同的采购模式和管

控 办 法 ， 有 些 省 份 可 以 分 开 采 购 不 同 服 务 商 的

SDN，但需要做到对省级数据汇总和兼容

• 安全合规：关注人员上网行为合规性和数据传输

安全性；

• 软硬件定制：与金融行业类似，需要CPE具备存

储调用功能，服务少量政策文件数据存储和传输 。

同时还需要上网行为管理和网络分析功能；

• 国密信创：响应信创和国密安全号召，对底层网

络设备有信创要求

省级

机柜 市级政府 市级政府

SD-WAN
控制器

CPE
CPE CPE

监控管理

存在定制化需求

SDN
控制器

数据
中心

网络监控并轨

县级政府

CPE

网络监
控并轨

存在定制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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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垂直行业需求洞察 - 零售电商
大型商超和连锁店管理分散于各地的零售网点，需要易用、高性价比的产品

部分大型连锁企业，其门店散布于各省市甚至海外，存在门店多、网络运维人员数量少、各分支网络链路复杂等痛点，同时网络稳

定性会影响用户消费热情和购物体验。为实现网络流量灵活调控，保障业务运营稳定性，需要门店与门店、门店与总部数据网络互

联互通，SD-WAN解决方案能高性价比实现各连锁分支业务系统、摄像头、办公电脑等网络流量监管调控。受限于零售企业的IT团

队专业性，部分连锁企业会选择托管式SD-WAN服务。参照零售行业多分支、网点小的模式，地产、酒店等行业也存在相似需求。

行
业
特
点

零售电商SDN需求特征及选型偏好

产
品
需
求

选
型
偏
好

• 成本＞稳定性＞运维服务＞易用性

• 稳定性：服务商POP点数量；

• 运维服务：运维响应速度、托管服务能力；

• 易用性：可视化界面UI设计、控制路径长度、操作便

捷性

• 易用性：对SD-WAN控制台操作要求低门槛、易用，

同时对SD-WAN托管服务有需求；

• 基础通信：要求SD-WAN具有基础网络通信功能；

• POP点数量：要求服务商在网店分布地区有足够多的

POP节点支持业务稳定开展；

• 客户特征：大中小型客户数量≈5:7:8，中小型企业对

SD-WAN的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大

• 运维能力：较弱，较少配备专业的 IT团队；

• 需求内容：需求集中在零售网点门店管理，各网店网

络设备需求少，单价低，但网点数量多而散；

• 需求特征：零售企业门店分布广，有时会分布在青海

西藏等网络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地区，甚至跨国分布
总部

连锁分支 连锁分支 连锁分支 连锁分支

SD-WAN控制器

CPE CPE CPE CPE

服务商
托管

监控管理

仅需要基础网络
设备

业务系统、摄像头、办公电脑、POS系统、无人售货柜……

零售电商SDN应用示意图

• SDN：区域性连锁商超

• SD-WAN：全国性大型连锁商超、跨境电商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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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垂直行业需求洞察 – 能源交通
连接各地办公点，需要对已有网络设备进行兼容接入和统一纳管

• 稳定性＞成本＞定制化＞运维服务

• 定制化：能源企业有部分老旧网络设备需要兼容；

• 运维服务：服务商应具备快速的售后响应和完善

的售后服务机制

行
业
特
点

能源交通SDN需求特征及选型偏好

产
品
需
求

选
型

• 需求场景：在各地设有多个加油站、变电站、充

电桩等分支的电力、石油、煤炭等大型集团企业；

• 需求内容：对 日 常 办 公 等 非 敏 感 数 据 传 输 运 用

SD-WAN 进 行 监 控 管 理 ， 对 数 据 中 心 和 涉 及 敏

感数据的管理优先使用运营商专线

• 基础通信：网络管理需求以打通基础网络为主，

客单价较零售和政务略高；

• 设备连接：加油站、收费站等还需还要将视频监

控 终 端 、 办 公 系 统 、 支 付 系 统 等 接 入 SD-WAN

网络中，保障收费类业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 软件定制： 由 于 业 务 涉 及 区 域 能 源 供 应 ， 对

SDN或SD-WAN控 制器 的 管 理 界 面 与 告 警 通 知

存在定制需求，需要快速传达网络及设备异常

能源行业SDN应用示意图

能源企业如石油、电力、煤炭等民生相关的大型集团型企业，通常在各地区设有加油站、变电站、发电厂和各办公点，同时集团总

部有自建的数据中心，有大量老旧网络设备有待统一管理。数据中心对网络传输可靠性安全性要求高，通常使用SDN统一纳管各地

数据中心的网络设备。对于各地站点分支，需要通过SD-WAN进行网络架构改造，实现与总部的分支互联，同时接入视频监控终端、

办公终端和业务系统，保障收费类业务的流畅体验。对于部分敏感数据，能源企业倾向于租用运营商专线。

• SDN：总部数据中心、园区管理

• SD-WAN：各地分支互联、交通监控设备互联

总部运维数据中心

机柜 机柜 加油站 加油站

SD-WAN
控制器

CPE CPE CPE CPE

监控管理

设备接
口兼容

摄像头、办公电脑、支付系统……

SDN控制器

监控管理

高可靠性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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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垂直行业需求洞察 – 出海企业
2C的互联网、金融业务需要SDN提供稳定可靠、低延时的网络服务；办
公交流和供应链中段（生产、仓储、物流）业务则讲究性价比和灵活性
企业出海业务通常可分为三类：1）业务集中在上游，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制造业为主，多就地生产销售，需

要高性价比、稳定的网络服务；2）业务集中在下游，利用发达国家的购买力拓展2C业务，以互联网和金融为主，多要求低延时、安

全稳定的网络服务。3）覆盖全业务流程的办公需求，需要分支机构与国内总部间进行信息同步，需要稳定、高性价比的网络服务。

企业出海网络需求特征 部分行业企业出海网络架构建设关注点

办
公
需
求

业
务
需
求

成
本

• 用网形式：海外办公点 → 国内总部

• 用网内容：文件传输、音视频会议、网站访问等

• 需求特征：流量带宽需求小

• 用网形式：海外办公点 → 当地客户、

海外办公点 → 国内总部

• 用网内容：产线同步、业务服务、产品研发等

• 需求特征：①涉及各地DC内服务器间流量转发；

②根据业务特征需满足低延时、防抖动等要求；

③倾向于选择当地POP点多的SDN服务商

• 需求特征：海外运营商专线昂贵，建设速度慢，

部分海外业务受政策、环境等影响大，需要快速

部署和灵活调控

行业 子行业 业务类型
网络需求

备注
稳定性 低延时 安全性 性价比

互联网

电商

仓储物流

直播、订
单交易

节假日存
在高并发

游戏
区域服务

器
节假日存
在高并发

金融 银行 交易结算
存在DC

互联需求

制造

生产装配
产线管理
进度同步

研发中心
产品建模
算法优化

销售中心
订单交易
仓储物流

节假日存
在高并发

需求关注度由重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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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环境与厂商实践案例展示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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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及产业图谱
按照业务倾向分软件型、硬件型和资源型为三类，实际业务布局存在交叉
根据厂商业务倾向可以分为软件型、硬件型和资源型三类。其中软件型厂商指业务中侧重交付SDN控制器的厂商，通常在控制器的

易用性和用户使用体验上有优势；硬件型厂商指业务中侧重交付SDN底层网络设备的厂商，如交付OpenFlow交换机、路由器、防

火墙等；资源型厂商则是电信运营商或与运营商深度合作、为用户提供软硬件产品及网络资源的厂商。实际业务发展过程中，三类

厂商业务均存在交叉，如部分软件型厂商会提供自研硬件、硬件型厂商会自行研发软件管理系统、资源型厂商也有软硬件业务布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SDN产业链及产业图谱

芯
片
、
网
络
资
源
提
供
商

企
业
客
户

硬件型 – 以网络设备为主

软件型 – 以SDN控制器编排器为主

资源型 – 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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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竞争格格局
大部分厂商同时布局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硬件型厂商市场份额约60%
通常，硬件型厂商由传统网络设备厂商发展而来，有更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存量客户，也有成熟的设备产线；软件型厂商多由安全服

务商或初创企业发展而来，在软件和服务侧有更深的行业理解；资源型厂商有深厚的运营商合作基础，在网络资源侧建立较强的壁

垒。目前SDN市场上，硬件型厂商市场份额约61%，资源型厂商多为运营商，份额较小，目前收入占比约18%。三类厂商会相互合

作，设备型厂商为另外两类厂商提供网络设备，软件型厂商和资源型厂商通过结合自身软件产品和网络资源，组合成解决方案交付

给客户。同时，三类厂商的业务布局也逐步交融，大部分厂商同时布局软件和硬件，但在资源侧业务渗透仍然缓慢。

备注：厂商市场占有率基于厂商直接交付给客户的SDN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计算，不含带宽资源服务费、托管费等，不含内部交易。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SDN厂商的业务交叉与合作

61%

20%

18%

硬件型 软件型 资源型

2023年SDN三类厂商市场占有率

硬件型厂商

软件型厂商

资源型厂商

交
付
白
盒
网
络
设
备

交
付
白
盒
网
络
设
备

企
业
客
户

提
供
网
络
资
源

提
供
网
络
资
源

补
充
安
全
管
理
等
功
能

补
充
安
全
管
理
等
功
能

设备接
入兼容

打包解
决方案

软件+硬件：

软件

硬件

资源

软件+硬件+资源：

业务交叉 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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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厂商及企业实践案例展示

➢ 贝锐蒲公英（上海贝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CypressTel 赛柏特（深圳市赛柏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按首字母音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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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贝锐蒲公英
云智慧组网，60秒快速部署，助力企业便捷构建异地虚拟局域网

贝锐是中国创新型远程连接SaaS服务商，自主创新打造向日葵远程控制、蒲公英智能组网、花生壳内网穿透三大产品矩阵，为企业

提供从智能连接产品到垂直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其中，贝锐蒲公英为用户提供轻量高效的软硬件一体化智慧网络解决方案，软

件侧云管理平台支持APP和网页随时随地远程管理网络；硬件侧产品覆盖消费级、企业级和工业级路由器。目前，贝锐蒲公英已服

务400万个人用户和3万家企业客户，解决方案覆盖连锁零售、智慧安防、IT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多个行业，解决企业客户分支机构

部署复杂、专线带宽成本高等难题，帮助企业构建高性能、高质量的网络连接。

贝锐蒲公英产品架构 贝锐蒲公英零售行业解决方案

• 易用  简单易用且高性价比优
势

• 专业 自研软硬一体SD-WAN组网方案

• 灵活 分布式网络架构 • 可靠  支持超大规模网络

• 连锁门店专线、双线路备份费用高昂；

• 现场没有专业IT人员，业务上线周期长；

• 传统网络难以满足多云互联需求；

• 随着门店数量增长、运维难度大、效率低。

• Internet有线宽带、4G/5G网络直连，无需专线；

• 零接触部署，60秒快速组网；

• 收银系统、进销存系统、会员系统高效打通；

• 云端可视化远程管理设备，无需前往现场。

蒲公英智能组网架构

智能硬件

平台服务

软件端

开放

解决方案

核心技术

访问客户端
Windows macOS iOS Android Linux Docker

云网关客户端
Linux Windows

4G/5G桌面
无线路由器

机架式网关4G/5G工业
无线路由器 旁路路由器

云AP

交换机

Open API SDK 私有化部署 国产信创

资源防护
负载均衡

动态安全评估

访问策略

企业WiFi
内网准入

统一认证

审计日志

集中管理
批量部署

智能选路
路径编排

网络质量优化

可视化监控

二层组网

应用加速

云智慧组网
Cloud VPN

全球智能链路
OrayStarNet

智慧网关系统
OrayOS

云管理
Cloud Controller

企业办公 分支连锁 工业物联

监控 收银 办公 扫码枪

Cloud VPN
连锁门店

总部

云服务

财务系统、ERP、营
销系统、NVR…

阿里云…
零管系统、仓储系统
支付网关、OA系统…

4G/5G    Internet

视频监控 行
业
痛
点

方
案
价
值

批量
部署

远程
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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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柏特
安全组网+稳定网络+专业运维，赋能企业端到端网络解决方案
CypressTel赛柏特的总部位于中国香港，分公司分布在美国、新加坡、东京、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经过16年的发展

和沉淀，赛柏特围绕SD-WAN安全组网和多云管理展开业务布局，为企业提供稳定、可靠、安全的网络信息系统全球运

营及云网一体化的管理服务。在资源侧，赛柏特拥有多个T3+数据中心资源和100+POP城市，覆盖东南亚、辐射亚太及

全球核心城市，同时支持专家级运维团队7x24小时服务支持，保障网络资源稳定可靠。在产品侧，赛柏特的SD-WAN和

SASE控制台为企业客户网络流量调控和安全运维保驾护航。目前，赛柏特已在300+城市构建100+云连接节点，为全球

7600+客户提供整体网络解决方案服务。

赛柏特产品与服务体系 赛柏特SD-WAN的核心优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产品

OneWAN(SD-WAN)

SASE

One2C Global（云网融合）

IDC数据中心

多云管理

互联网接入

虚拟专用网络

CloudPress（云直连）

专线 MPLS LTE ……

Cypress Tel
Network

Orchestrator
（SDN控制器）

100+
云连接节

点

300+
网络覆盖

城市

7600+
全球客户

ZTNA

FWaaS

CASE

DDoS

AC ……

总部

分支机构

移动端

云服务

数据中心

互联网

丰富POP点、稳定可靠

• 数量：国 内 覆 盖60+POP城 市 、 全 球 超

100+POP城市；

• 可靠：T3+物理数据中心POP点；

• 稳定：骨干网采用当地一级运营商2层物理

线路统一搭建

可视化运维

• 可视化监控 • 智能化运维

异常流量实时监控

配置、策略全局管理

网络流量监测与配置

设备、站点及链路监控

告警信息统计及定位

流量出入向应用统计

①快速部署，灵活定制

②低时延，安全稳定

③全球7x24小时x365服务

④专家级网络运维团队

产
品
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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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赛柏特
丰富POP+双专线接入骨干网+AI服务+全局监控，让企业稳定、安全用网
CypressTel赛柏特积极与全球运营商合作，打造全球网络，目前业务遍及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等市场，SD-WAN解决

方案覆盖互联网、金融保险、智能制造、物流、地产、酒店等行业。金融保险场景中，为应对多元化业务带来的带宽压力，

满足欺诈监测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服务等场景应用及AI算的力需求，赛柏特通过安全组网与AI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双

专线接入骨干网，保障网络链路负载均衡，提升网络性能、安全与用户体验，同时满足AI场景应用需求。智能制造场景中，

赛柏特遍布全球的骨干网接入节点能支持用户网络的全球覆盖，满足边缘地区接入网络的使用需求。

赛柏特×金融保险   应用案例 赛柏特×智能制造   应用案例

客
户
需
求

赛
柏
特
解
决
方
案

实
践
效
果

流量增加带来成本压力：随着网络直播、多媒体等业务的迅速增

长，南北向流量不断增加，企业专线带宽扩容成本剧增；

网络资源限制业务发展：公司原有专线组网架构存在资源触达限

制，AI等多种场景无法快速接入现有网络体系，影响业务发展。

对数据中心及各类职场、分公司共60+站点实现SD-WAN组网

双线接入骨干网：在该数据中心部署了硬件CPE设备，通过双专

线接入骨干网，实现了负载均衡、动态切换功能及AI应用。

安全访问：通过统一认证、日志记录和数据中心的安全设备进行

流量清洗，降低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

互联网专线 MSTP 互联网专线

数据中心 重要职场
电销及自建

中心职场
分/支公司

SD-WAN骨干

丰富POP

客
户
需
求

赛
柏
特
解
决
方
案

实
践
效
果

海外分厂多，传统线路存在稳定性问题：客户在肯尼亚、尼日利

亚、印度等地有众多分厂，传统线路采用Hub-Spoke方式组网，

曾专线故障导致工业级数据传输中断、业务大范围停滞；

需要对网络进行优化改造：要求链路的高可用和业务连续性要求，

保障关键数据的高性能传输；普通上网流量通过本地互联网访问。

采用SD-WAN组网方案替换原有传统专线组网

全球组网：总部采用双专线接入本地骨干网节点，其他分支升级

为“专线+互联网”，大幅增强网络的高可用和连续性。

智能负载均衡+全局监控：通过基于应用识别及QoS能力，实现

上网流量本地出局，有效保障关键应用的高效传输，并为企业提

供全局统一的管控平台，实现全局监控与配置管理。

CPE

SD-WAN
骨干网

vCPE

vCPE

v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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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侧：SASE+国密信创
网络安全备受重视，SASE架构与国密信创逐渐成为网络管理的基础需求

随着SDN的发展，行业应用初见雏形，企业对网络传输中信息安全的关注开始凸显，尤其在SD-WAN应用中，结合安全运营管理形

成SASE服务架构和进行国密信创改造成为近年主流。1）SASE：即安全访问服务边缘（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通过云端

集成网络统一管控与全流程安全运营，为企业网络体系提供全面、高效的安全防护。2）国密信创：以国产密码算法和信息技术创新

为核心，致力于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可控。目前，金融、政府、能源等关键行业已初步引入SASE架构，

实现对网络安全的全面监控和即时响应，未来SD-WAN和安全将结合得更加紧密，并泛行业渗透，形成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

来源：国家密码管理局，国金证券研究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SD-WAN+安全成为企业基本诉求

网络服务 安全服务

FWaaS ZTNA

CASB SWG

SD-WAN EDR

IPS
…

SDN

…… ……

网络设备 个人终端

总部 分支机构 边缘设备

数据中心 云服务 互联网

就近POP点接入 访问加密

资源调用、访问加密

按需订阅安全管理服务

SASE 架构示意 数据安全与基础设施国产化SASE核心能力

• 弹性网络

• 网络拓扑可视

• 组网质量监控

• 编排指令下发

• 上网行为控制

• 网络安全审计

• 数据安全加密

• POP点冗余

• 网络传输冗余

• 入网身份验证

国密算法

算法类型 国密算法 主要应用

对称密码
算法

SM1 芯片IP内核

SM4 数据加密

SM7 通信加密

ZUC 非接触式IC卡

非对称密
码算法

SM2
身份认证、数字签

名、抗抵赖等

SM9 物联网设备认证

密码杂凑
算法

SM3
数据完整性防护、

防篡改

信创生态

网络设备 SDN控制器

硬件设备 内置芯片 SOC

应用场景 分支互联 多云架构 远程办公 跨境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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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进步和业务需求多样化，未来SDN需要融合更多新技术来发挥更大的价值：1）SDN+SRv6：SRv6结合了SR的源路由优势

和IPv6的简洁易扩展特质，其路由扩展头SRH能更好地支持网络切片，结合SDN的集中控制，使得网络配置和管理变得更加简单高

效；2）SDN+6G：6G的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数等特点，将为SDN提供更为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持；3）SDN+AI：AI的智

能决策和自学习能力让SDN在面对复杂网络场景时，能更加自动化处理问题，如自动监测网络状态、预测流量趋势，并实时调整网

络配置以优化性能。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技术侧：SDN+X
融合SRv6、AI、SASE等技术，让网络质量、稳定性和管理智能化再上层楼

SDN的技术融合与延展

SDN+AI

SDN

运维侧 —— AI Ops

调度侧 ——网络自智

SDN控制器

应

用

需

求

网

络

设

备

故障排查

输出流量调度策略 需求下发
意图

理解

告警

识别
AI+算法

• 智能分析

• 智能决策

• 自动执行

运维人员告

警

通

知

自动化运维

SDN+AI运作示意图

在SDN控制器中嵌入AI，实现流量的

智能化监测、自动化管理、自智调度

SRv6

SD-Branch

SOC

6G

……

南侧控制与网络调度智能化

基于SASE架构的网络安全

解决方案，实现企业安全

组网

扩展网络广度和深度，为物

联网设备接入管理提供更稳

定的网络通信支撑

通 过 虚 拟 化 和 智 能 扩 展

SD-WAN的能力到分支IT

基础架构中

SDN与AI的融合及应用

应

用

成

熟

度

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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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AIDC+算力网络
AIDC和算力网络建设对网络架构灵活稳定的需求，将带来SDN新增量
1）智算中心发展拉动SDN需求：AIGC的发展推动国内智算中心建设，截至2023年底，全国含智算中心的项目约128个，其中83个

项目披露规模总和超过7.7万P。智算中心投入使用后，将来带更多的AI芯片、服务器件互联需求，需要更加灵活、稳定的SDN支持。

2）以SDN、NFV为核心的云网技术赋能算力网络建设：算力网络需要整合网、云、数、智、边、端等多层次算力资源，SDN的集

中控制特性有助于算力网络实现全局资源的优化管理。通过SDN开放的南向和北向接口，实现应用和网络的无缝集成，有助于网络

资源的共享和协同，推动算力服务的创新和发展。

来源：1.运营商服务器集采情况：中原证券整理，2.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金额口径）：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AI模型训练示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智算中心服务器集采情况

时间 项目 标包 产品名称 服务器数量

2023.10

中国电信 Al 
算力服务器
(2023-2024

年)集采

包1 训练型风冷服务器（I系列） 2073

包2 训练型风冷服务器（I系列） 125

包3 训练型风冷服务器（G系列） 1048

包4 训练型风冷服务器（G系列） 929

总计 - 4175

2023.9-
2024.1

中国移动 
2023年至

2024年新型
智算中心(试

验网)采购

包1 通用 Al训练服务器（扣卡液冷） 56

包2 通用 Al训练服务器（扣卡液冷） 374

包3 通用 Al训练服务器（PCle风冷） 86

包4 特定场景AI训练服务器（PCle风冷） 52

包5 通用 Al训练服务器（PCle风冷） 16

包6 特定场景AI训练服务器（扣卡液冷） 64

包11 特定场景AI训练服务器（扣卡液冷） 356

包12
特定场景AI训练服务器（扣卡液冷） 106

特定场景AI训练服务器（扣卡液冷） 1144

总计 - 2254

AI芯片互联
AI服务器互联

• 更低的卡间通信时延

• 更大带宽支撑节点任务分配

• 弹性网络支持大规模计算集群

• 多链路提升可靠性

模型计算量大
训练时间长

2023-2027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变化预测

2023 2027e

3466

14837

CAGR：43.8%

智算规模（亿元）

训练任务

服务器1 服务器2 服务器n

GPU FPGA ASIC

分布式训练 结果

聚合

网络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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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制造出海对分支互联提出更高要求：目前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为实现全球生产资源最优化配置，朝着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出海设

厂，或朝着欧美地区设立研发中心。目前制造业企业网络需求集中在生产线互联和办公稳定用网，以及要求研发中心的间歇性网络

需求高峰时能保证网络高可用，因此对海外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流畅性和POP点数量提出更高要求。

2）多云环境SLA保障和国际专线不稳定是主要难点：制造业企业的网络建设相对传统，以多云部署和运营商专线为主，当企业开始

布局全球业务时，专线价格昂贵、部署时间长、跨国连接不稳定等成为制造业出海布局的主要难点。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需求侧：智能制造出海
出海加速，海外分支要求网络服务高可靠、高性价比，带动SDN需求

20.5

82.9

2022 2026e

制造行业云出海市场规模（亿元）

CAGR=42%

2022-2026年制造行业云出海规模及增速预测

智能制造出海各区域SDN需求偏好

• 东南亚拉美

• 企业以生产资源和市场空

间为目的展开布局

• 以生产基地和销售点为主

• 关注性价比和网络稳定性

• 欧美地区

• 研发基地为主

• 关注网络可用性

• 需要支持故障拥塞线路快速切换

重型机械

3C产品

新能源汽车

主要赛道

网络质量

高可用

主要需求

……

性价比

……

智能制造出海网络架构

办公点 研发点

国内网络体系

SDN控制器

IT网络                OT网络         CT网络 

工业云平台

生产域 办公域

MES、产线

PLM、EDW

PC、监控

移动终端

控制域

监控、PLC

SCADA、DCS

研发域

PC、CAM

CAE、CAD

设计协同 供应协同 制造协同 服务协同

公有云、私有云

网络集中控制

数据中心

服务器、配电系

统、冷却系统

海外网络体系
MPLS专线为主

生产点

访问国内

ERP、OA、

MES系统

本地化生产组装

进度同步、采购

信息同步

研发数据传输

视频会议、模

型算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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