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日2021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日44 关 注关 注

中国人为啥争当

﹃
太空常住人口

﹄

随 着 神 舟 十 三 号 的 成 功 发

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3 位

航天员已奔赴中国空间站，他们

将在太空中工作生活 6 个月。在

我国，常住人口的统计时间标准

为半年，即一年内在某地住满半

年即为该地常住人口，按照这一

标准，这 3 位航天员就是中国首

批“太空常住人口”。这也是我国

航天员首次执行长达半年的空间

驻留任务。

这不禁让人感慨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的进步之速：2003 年 10 月

15 日，浩瀚太空才迎来第一位中

国访客杨利伟；仅仅 18 年后，中

国人就建起了空间站，实现了太

空常住。

太空居，大不易，首先需要很

高的成本。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

的国际空间站，每年维护费用高

达 40 亿美元，光宇航员平均每人

每天花费约 750 万美元。如此高

成本，为啥中国人还要争当“太空

常住人口”呢？

太 空 常 住 是 探 索 未 知 的

需要。

可 以 常 住 的 空 间 站 ，本 身

就 是 非 常 难 得 的 微 重 力 实 验

室。在地面上创造的微重力实

验 环 境 每 次 只 能 持 续 几 秒 钟 ，

而空间站长期太空飞行所提供

的近乎无限时的微重力科研条

件 ，可 以 得 出 在 地 面 得 不 到 的

实验结果。研究微重力环境下

各 种 物 理 和 化 学 过 程 ，能 给 基

础 科 学 带 来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现 ；

利 用 微 重 力 环 境 ，可 制 备 在 地

面 条 件 下 难 以 获 取 的 新 物 质 、

新 材 料 ；微 重 力 环 境 下 的 细 胞

生 长 也 与 地 球 不 同 ，能 让 我 们

更深切地认识生命科学的基本

问题。

空间站不仅提供了微重力环

境，还可以帮助我们长期观测地

球，同时获得空间站运行轨道内

的太空辐射和电磁场长期数据，

可以研究其对人类身体、各种仪

器和材料的影响等。

见多才能识广。浩瀚宇宙是

人类探索未知的宝库，空间站是

通往宝库的桥头堡，太空常住人

口就是桥头堡里的先遣军。中国

人不能缺席新一轮的科技革命，那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太空常住

人口”。

太空常住是星辰大海的起点。

探索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人类

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永恒动力。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积

累，我们才能监控预测气候变化，拓展生存空间，从行星文明迈

向星系文明。

未来，将有更多中国人进入更远的太空，现在，我们需为此

积累经验、做足准备。中国空间站有人类长期在轨生活并进行

空间技术实验，这是为将来更长距离、更大规模星际旅行展开的

预演。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各种创新技术的试验场，集成各领域

的高、新科技成就，同时又给各领域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继而推

动和促进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太空常住是我们迈向星辰大海目标的

起点，中国空间站也将成为造福全

人类的太空实验室，必将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独特贡献，中国的“太空

常住人口”也必将越来越壮大！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市场劲吹“国潮风”——

老字号焕新 新品牌崛起
本报记者 马春阳 实习生 王雅玉

今年资本市场“国潮风”劲吹，多个国货

品牌公司的股价涨势如虹。包括服装、美

妆、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景气向好，国货品

牌获得广阔成长空间。业内人士表示，“国

潮热”体现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国货品牌的

关注，折射出消费者新的需求变化、价值归

属和社群认同，传递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民族品牌崛起的信号。

业绩提升明显

今年以来，在国货品牌消费热潮刺激

下，多家传统品牌业绩显著提升，其中纺织

服装行业表现抢眼。

以李宁、安踏为代表的国潮服装品牌受

消费者钟爱。李宁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首

过百亿元，达 101.97 亿元，同比增长 65%，为

10 年来最高涨幅；净利润同比增加 187.18%

至 19.62 亿元。安踏公司半年报同样亮眼。

安踏上半年营业收入 228.1 亿元，同比增长

55.5%；净利润 38.4 亿元，同比增长 131.6%。

同为服装领域的太平鸟也交出了最佳

半年成绩单。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

入 50.15 亿元，同比增加 55.88%；实现净利

润 4.11 亿元，同比增加 240.52%。曾经稍显

“老态”的太平鸟近年来进行年轻化转型，在

产品风格、营销方式上进行调整，通过联名

等方式打造“国潮风”产品，如今初见成效。

美妆赛道同样景气。拥有“佰草集”“美

加净”等多个护肤国产品牌的上海家化，上

半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3%；净利润 2.86 亿元，同比增 56%。有国

产美妆“领头羊”之称的水羊股份，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21.19 亿元，同比增长 49.83%；

净利润 8893.87 万元，同比增 164.48%。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表

示，随着国货品牌成为消费时尚，部分领域

国产品牌的关注度和销售量反超海外品牌，

也使得相关企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盘和林表示，资本市场能支持国货品

牌产能扩张，也能推动国货品牌估值提升。

此外，国货品牌市值增长还向外部传递了企

业发展的积极信号，扩大了国货影响力。

谁的贡献最多

近年来，国货品牌迅速崛起重新赋能消

费品赛道，其中，既有“李宁”“百雀羚”“大白

兔”等老字号焕新，又有“故宫淘宝”“完美日

记”“钟薛高”等新品牌兴起。

北京中创文旅集团董事长秋童表示，国

货品牌兴起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带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品牌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二是年轻一代设计师将传统文化

用现代审美的方式进行二次创作，让年轻人

普遍接受并喜爱，扩大了国潮国货的传播；

三是新消费领域的创业群体，不断创造出新

的国货品牌，增强国货品牌的价值。

国泰君安消费团队认为，国潮兴起不是

仅靠单一产品推动，其背后是人口结构、收

入水平、文化心态、消费理念等多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00 后”“90 后”

是最关注国风文化的人群。听国潮音乐，看

国潮综艺，不少“后浪”以更多新颖的方式与

国潮亲密接触。直播、短视频、影视综、文

创、文旅成为近 10 年“国潮文化”关注度大

增的主要载体。

业内人士认为，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近

年来国货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中，伴随

国潮文化成长的 Z 世代（出生于 1995 年至

2009 年的年轻消费群体）消费者已成为国

货市场消费的主力。

“‘95 后’消费群体追求个性化与潮流

化，传统文化加持下的国货品牌更易吸引他

们的关注。另外，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

‘95 后’群体对于线上线下全渠道品牌营销

接受度更高，也愿意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

等形式购买商品。”秋童认为。

还需哪些努力

国货品牌驶入快车道，背后是“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提速。

“国货只有通过品质超越，才能获得消

费者的认可。也只有不断超越，不断强化专

利技术，形成技术和工艺壁垒，才能让国货

走向全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完备的工业

体系使国潮设计成为现实，并快速进入量

产。所以，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对国

货的风靡至关重要。”业内专家表示。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自

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

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分析人士认为，完善现有制造业体系，

推动质量加快提升、结构优化升级，将为国

货品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如今，以新能源车和手机为代表的国货

产 品 在 全 球 高 科 技 消 费 领 域 已 形 成 竞 争

力。“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国内汽车、IT 通

信、家电、快消日化与服装服饰等行业的产

品质量、品牌形象将进一步提升。”吴琦说。

在政策东风、制造业赋能之下，国货品

牌的发展还离不开文化自信的提升。业内

专家表示，国货品牌硬实力和国潮文化软价

值，将是国货崛起的内外逻辑。因此，对“国

潮”文化的发掘不应止于表面，还应注重产

品质量、精神内核、文化表达、传播形式等层

面的创新，塑造消费者对国货的认可。

当然，国货品牌长远发展也少不了企业

的努力。秋童表示，国货品牌要把握好消费

者心理，在设计上推陈出新，赋予传统文化

新的生命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让消费者

买得安心、用得放心；也要坚持创新营销方

式，让国货国潮触达更多消费群体。

露营成旅游经济新风口

本报记者

张

雪

文旅部信息显示，刚刚过去

的“十一”假期，假日旅游客流主

要集中在省内，本地游、周边游、

近郊游是主流，其中房车露营等

成为出游热点。

露营这种旅游形态，正悄悄

站上休闲度假经济的新风口。国

庆长假期间，社交平台上露营相

关笔记发布量和搜索量直线上

升。比如，小红书社区相关笔记

数量同比增长 1116%；马蜂窝发

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前一周，平

台上“露营”搜索热度上涨 200%。

其实，从去年春季疫情缓解

后，露营就已经走红。2020 年小

红书社区露营相关笔记发布量同

比增长 271%，露营相关笔记浏览

量同比增长 170%。从 2021 年初

开始，该平台上露营相关笔记日

发布量和日搜索量呈直线上升趋

势，用户在平台上分享风景和体

验，他们在浙江宁波九头山露营，

到四川峨眉山下搭帐篷，在武汉

周边钓鱼划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

学学院副院长吕宁谈到露营走红

的原因时表示，一方面，受疫情

影响，不少人喜欢选择到空旷人少的空间

放松身心；另一方面，和年轻消费群体擅

长使用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有关，“当社交

平台上流行露营潮流时，他们容易‘被种

草’，同时也会通过分享等行为助

推这一潮流的扩散”。他认为，精

致露营将成为城市周边休闲度假游

非常重要的新形式。

在西安、哈尔滨等城市运营的

嗨 KING 露 营 市 场 负 责 人 陈 玺 全

从今年以来预订情况中感受到了

露营热度的上升，“每到周末，三个

城市的营地都被一抢而空，而去年

夏季西安营地周末往往只能订出

去七成”。

另一露营品牌大热荒野创始人

朱显介绍，从 2020 年 12 月位于三亚

的第一个露营地开始运营的半年多

时间里，大热荒野的营地已经扩张

到十几处，其中位于北京大兴的营

地占地 7000 多平方米，是大热荒野

全国最大的营地。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共

有 2.1 万家露营地相关企业，2020

年 新 注 册 企 业 7933 家 ，同 比 增 长

331.6%，今年前 5 月新注册 6957 家，

同比增长 286.5%。

吕 宁 表 示 ，国 内 露 营 虽 然 增

长 迅 速 ，但 比 起 其 他 成 熟 市 场 仍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未 来 我 国 的 露 营

产 业 还 会 有 较 大 的 增 长 空 间 ，从

业者应该更有信心。“从国外数据来看，营

地 的 开 发 在 乡 村 旅 游 和 乡 村 经 济 中 的 占

比可达 45%，期待露营为乡村振兴带来更

多推动力。”

10 月份以来电力供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确保今冬明春电热供应
本报记者 冯其予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

电力煤炭供需偏紧，加之北方地区临近供暖季，电

力煤炭供应能跟得上吗？在近日召开的国新办例

行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供应保障工作，将采

取多项综合举措确保今冬明春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赵辰昕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方面

密切配合、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

施，进一步完善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

制。目前，能源保障供应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方面，赵辰昕表示，国庆

节期间，煤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一直在保持正

常生产。在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充分释放产

能的同时，有关部门加快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露

天煤矿投产达产，优先保障煤炭运输，确保煤炭及

时运到需要的地方，同时组织协调签订发电供热

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

同时，保障发电机组有效出力、应发尽发。协

调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加强电煤保障，快速抢修

机组故障，全面启动临时停运发电机组，提高供应

保障能力。截至 10 月 9 日，东北、华北地区分别有

1347 万千瓦机组和 1220 万千瓦机组已启动，增加

了负荷保障能力。

赵辰昕表示，我国将有序有效开展调控工作，

坚持“全国一盘棋”，坚决压实各方保供责任，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不合理用能，指导地方提升有序

用电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定恢复，支撑电力需求

保持了旺盛增长。1 月至 9 月，国家电网经营区全

社 会 用 电 量 达 到 4.8 万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近

13%。迎峰度夏期间，最大负荷达到 9.48 亿千瓦，

同比增长 8.3%，多地省级电网最大负荷超过历史

最高水平。9 月份以来，电力供需形势持续紧张，

国家电网经营区有 17 个省份实施了有序用电，日

最大规模已经超过了 3900 万千瓦，影响程度远超

今年年初极寒天气和夏季负荷高峰时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市场营销部

主任李明介绍，即将进入冬季，北方地区处于用电

高峰期，又是水电枯水期，水电电量大幅下降，还

有热电联产机组供暖期，这是“三期相遇”。预计

最大负荷将达到 10 亿千瓦，超过历史同期的 9.7 亿

千瓦电力水平。“总体来看，在此期间，还是紧平衡

状态，局部也存在硬缺口，电网的保供电压力还是

较大的。”

赵辰昕表示，为保障电力的可靠供应，合理疏

导燃煤发电成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会督促各地切

实组织好电力市场化交易，要求不得对市场价格

在合理范围内的正常浮动进行不当干预；有序推

动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10 月份以来，全国电力供需紧张形势已经有

所缓解。10 月 11 日，全国日发电量 207 亿千瓦时，

当月累计发电量 22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8%。

截至目前，年累计发电量已经达到 6274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3.1%。全国统调电煤库存 8199 万

吨，目前可用天数是 15 天。10 月 11 日全国合计有

序用电电力 4842 万千瓦，有序用电量已经比 9 月

份最高峰有所下降。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表示，这段时间，我国

通过开展电力供应保障形势研判和问题会商，持

续推动各类电源项目建设和投产工作，缓解煤电

企业经营压力等方面工作，有效地稳定了电力供

应，接下来还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今冬明春电力

和热力供应。

8 月 14 日 ，

北京市民正在前

门 大 街 2021 北

京消费季之国潮

京品节游玩。

（视觉中国）

□ 在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充分释放产能的同时，有关部门加快已核准且基

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产，优先保障煤炭运输，确保煤炭及时运到需要的地方。

□ 持续推动各类电源项目建设和投产工作，缓解煤电企业经营压力等方面工作，

有效地稳定了电力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