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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累计导航总里程

同比增长28.3%，到店餐饮

订单量相比“五一”增长

78.4%，酒店订单、门票订

单等均明显增长……当国

庆遇上中秋，消费、出行、

实体商业都呈现了不小的

变化。记者梳理多家互联

网平台大数据，一起来看

看，这个国庆黄金周是啥

样。

“仪表盘大数据”：车

流动起来

10 月 1 日~7 日，用户

累计导航总里程同比增长

28.3%——高德地图发布

的《2020 国庆出行报告》，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流动

中国的热度。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

势趋稳，经济社会生活正

日渐回归正常，出行，也就

成为这个黄金周的一个重

要关键词。武汉车站的“快

闪”、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对

祖国各地大好山河的“打

卡”……走出家门，感受美

若画卷的秋色，是很多国

人的选择。

租车、租充电宝等“别

样数据”也印证着车水马

龙的活力。“十一”假期期

间，支付宝上“乘车码”搜

索量比“五一”上涨170%，

租相机和充电宝的搜索量

也分别上涨二成和4四成。

黄金周期间，百度搜

索“国内游”热度较去年同

期上涨 4149%。百度地图

显示，国庆以来，全国高速

车流量均维持在高位，西

湖、泰山等热门景区人流

指数较平日上涨2倍以上。

人们游玩情绪高涨，

景区及旅游相关产业迎来

了复苏。抖音报告显示，假

期期间，人们在抖音上分

享了1627万条和家人团聚

的视频，在抖音前十个热

门旅游城市中，苏州和东

莞两个城市相关旅游视频

点赞量分别达到2761万和

1784万。

“生活大数据”：市场

热起来

车流动起来，市场热

起来。

位于上海中心大厦52

层的朵云书院旗舰店，国

庆 期 间 游 客 如 云 。游 客

在 这 里 仰 观“ 云 上 书

榜”，俯瞰秋意盎然的黄

浦江景……这个“超长黄

金周”，文化艺术消费成为

一大热点。

根据数据，美团 App

电影订单量与“五一”假期

相比增长超过 260 倍。百

度搜索大数据显示，“车

展”“博物馆”等相关内容

搜索热度登榜假期活动前

十。

餐饮、实体商业同样

迎来回暖。长假期间，苏宁

各类门店整体客流增长

58%，苏宁家乐福到店客流

及成交额均创新高。美团

数据显示，美团 App 到店

餐饮订单量相比“五一”增

长78.4%。

扫 码 出 行 、租 赁 共

享……数字化的服务提高

了效率，便捷了体验，为市

场回暖提供助力。

据悉，目前已有 92%

的 5A 级景区在美团 App

上开设线上预约窗口，提

供网络购票、分时预约、扫

码入园等服务。黄金周期

间美团App的60岁以上用

户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过八成，其中，65岁以上用

户同比增长 98%，越来越

多 的 人 正 跨 越“ 数 字 鸿

沟”。

“数字服务向更广阔

的人群和地域延伸，数字

生活方式也在进一步探索

和深化，黄金周同样折射

了数字中国的脉动。”美团

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说。

“消费大数据”：“双循

环”活力凸显

随着数字技术加快赋

能实体商业，海淘等服务

逐步完善，线下消费提振、

境外消费回流趋势明显。

有关消费的一系列数据凸

显了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带来的活力。

黄金周期间，苏宁直

播 的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1854% ，销 售 额 增 长

2383%。商家加快数字升

级，长假期间，全国百货商

场的支付宝交易金额环比

上个月增长超 200%。根据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

示，10 月 1 日至 8 日，全国

邮政快递业共揽收快递包

裹 18.2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53.42%。

免税店消费火热，进

口消费加速线上化，境外

消费正在回流。黄金周期

间，三亚国际免税城、海口

美兰机场免税店、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内，化妆品、

香水、首饰、手表等免税商

品成为抢手货。

与此同时，天猫国际

国庆假期比“五一”假期整

体销量大幅增长。上考拉

海购“赶集”国庆假期的全

球商家也不断增多。

“各地旅游、消费火

爆，巨量人口的安全有序

流动表明了我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黄金周展现的消费能

量，也凸显了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动

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

猪少了，猪价会上涨，

猪价上涨会吸引更多人养

猪，养猪多了又会导致猪

价下跌，如此反复，俗称

“猪周期”。过去，由于我国

生猪规模化养殖程度不

高，入行门槛太低，导致

“猪周期”每隔两三年就会

出现一次。

经过重新洗牌，由规

模化养殖场带来的专业

化、科技化和环保化的现

代养殖模式正在形成。业

内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

拉平“猪周期”，稳定老百

姓的“菜篮子”。

最低投入“8 位数”

规模化养殖比例提升

“我们现在设计的一

般规模的生猪养殖场，建

设成本是 6000 万元起步，

投资上亿元的养殖场也

不少。今年以来，上马的

大型猪场特别多，我们的

设计根本就做不过来。”

农业农村部南京设计院

中南分院院长刘平云告诉

记者。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满秋介

绍，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8

月，他们共投入8亿元新建

了6个猪场，相当于之前十

年的总和。“这些都是高投

入、规模化的猪场，无论是

防疫病能力还是满足环保

要求，都是传统猪场没法

比的。”刘满秋说。

记者在位于重庆市合

川区太和镇米市村的德康

集团种猪场看到，这里不

仅猪舍装有温控、声控、视

频监控等智能设备，还有

机器人在“巡逻”。通过智

能音视频装置可获取猪采

食、体重、疾病、运动强度

等数据，提高管理和饲喂

效率。合川德康公司总经

理王贤介绍，这些斥巨资

投入的高科技设备可不是

花架子，它们能有效提高

产能、预防疫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畜牧兽医处处长武深树

介绍，今年上半年，湖南

省计划建设万头以上猪

场达到 478 个，预计全年

总 投 资 额 将 达 到 260 亿

元。届时，湖南省 500 头以

上的规模化养殖场比例

将 从 之 前 的 51% 上 升 到

70%以上。

行业转型“高大上”

利于拉平“猪周期”

不靠专业、只凭经验，

赚钱就来、亏钱就撤，这是

对过去“猪周期”下养殖户

的形象描述。但如今，随着

生猪规模养殖的不断提

速，行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集专业化、科技化和环保

化于一体的现代养殖模式

已经成型，这将有利于“猪

周期”的扁平化。

不断新建的猪场需要

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进行

管理。在湖南省郴州市桂

阳县天心原种猪场，全部

40名员工里有超过三分之

一是科班毕业的“90 后”

“00 后”。湖南省养猪协会

秘书长彭英林介绍，从去

年开始，湖南多家大型养

殖企业尽管给相关专业的

应届大专毕业生开出五六

千元的高薪，也依然“一将

难求”，很多被省外企业提

前抢走。

去年，“国家生猪大数

据中心”正式落户重庆市

荣昌区。中心副主任秦友

平介绍，荣昌区将围绕“容

易养、容易管、容易卖、容

易医”加快生猪产业数字

化，构建生猪精准饲喂、行

政监管、市场交易、兽医药

服务等数字资源和标准体

系。

2017 年，湖南省内的

新五丰、天心、佳和、唐人

神和鑫广安等五家企业联

合出资 5000 万元组建“湘

猪科技”，对以杜洛克为代

表的国外商品猪种开展联

合育种。湖南天心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其见

说：“这不仅将打破国外商

品猪‘引种-退化-引种’

的循环，也将加快我国在

生猪育种领域的科研成果

转化速度。”

走进重庆市合川区钱

塘镇郭堰村，重庆喜洋春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30 亩

柑橘树郁郁葱葱，现代化

的猪舍位于果园中央。生

猪产生的粪污经干湿分

离、沼气发酵变成有机肥，

通过智能水肥滴管系统输

送到果园。这种“猪-沼-

果”种养循环模式，不但解

决了规模养殖的污染问

题，还延长了生猪产业链、

提高了附加值。

“过去，除了散户的进

进出出，各种复杂疫病和

严厉环保政策，也是导致

生猪数量急剧变化的重要

原因，但如今在现代养殖

模式下，生猪产能的稳定

性得到大大提升，今后的

‘猪周期’将会被明显拉

平。”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

长何新天表示。

产能恢复给力 过热

苗头需谨防

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

响，2018 年以来我国养猪

业遭受重大冲击。2019 年

底，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和

生猪存栏较2017年均下降

了40%左右，但目前，这两

个数据均已恢复至正常年

份的 80%，预计明年二三

季度，产能有望完全恢复。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今年8月份，全国生猪

存栏环比增长4.7%，连续7

个 月 增 长 ，同 比 增 长

31.3%；能繁母猪存栏环比

增长 3.5%，连续 11 个月增

长，同比增长37%；全国有

2030 个新建规模猪场投

产，今年以来新建规模猪

场投产累计达11123个，去

年空栏的规模猪场也有

11844个复养。

但在产能快速、稳定

恢复的同时，也要谨防出

现一些过热苗头。

“最近一年多，进军养

猪行业的‘外行’投资者非

常多，他们通过‘我出钱、

你来养’的模式跟专业养

殖公司合作的现象比比皆

是。有的猪场一个月的毛

利就有7000万元。”彭英林

介绍，一方面，这有利于加

速生猪产能恢复，但另一

方面，谁都不愿意错过这

个大赚一笔的“风口”，更

不会认为自己会是最后亏

损的那一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今年8月，猪肉价格同

比上涨 52.6%。环比上涨

1.2%，但涨幅已在回落。

“现阶段，在持续做好

生猪产业的稳产保供和转

型升级的同时，我们也要未

雨绸缪。”何新天表示，目

前，中国畜牧业协会正在考

虑和大企业一起推动养猪

业的稳定、有序发展，科学、

合理规划产能，防止出现过

热趋势，解决长期困扰行

业的“猪周期”波动问题。

恢复产能防止过热，减少“猪周期”波动！
文/新华社记者 周 勉 叶 婧 周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