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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基建＋互
联网”的脉络发展，
探索低成本基建的
路径。在黄学涛的
眼中，即使前行在一
条鲜有来者的道路
上，公司也一直保持
着稳步发展的势
头。他透露，公司将
继续围绕降成本核
心，做好应用创新，
持续为建筑企业提
供服务。

黄学涛：用互联网大数据打造低成本基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在成都市武侯区的一栋写字楼里，
黄学涛正在谋划着公司海外基建市场
的开拓。从2015年起，黄学涛和同样
长期在基建行业摸爬滚打的其他4人，
一同于成都创立了四川隧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沿着“基建＋互联网”的脉络
发展，探索低成本基建的路径。

几年来，公司稳步发展，从西南走
向国际，2020年度，公司斩获订单总额
超1亿元，并成功挂牌新三板。

启征途
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手段开启

低成本基建探索

早在创业之前，黄学涛就有着丰富
的基建经验了。他注意到很多传统基
建项目工作效率低下，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做些创新应用，应该可以使得这
些项目建设的管理效率提升、施工成本
降低。沿着这个思路，2015 年 7 月，黄
学涛和另外4人，一同于成都创立了隧
唐科技。

思路已定，但具体该如何去做？
黄学涛坦言，当时市场上并没有可供
模仿、学习的对象，只能自行探索。
他认为，基建行业的很多业务需要靠

人工进行信息采集整理、筛选和比
对，不仅效率低，而且数据体量小，只
能覆盖应用到部分领域。就此，黄学
涛等人利用大数据技术，成倍提高了
数据获取效率。获取到的数据，在公
司的不同阶段被相应开发成了各类
产品。早期阶段，隧唐科技利用大数
据技术为客户降低投标经营成本，大
大提高了企业中标率。中期，针对项
目施工过程，隧唐科技又用大数据叠
加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帮助企业
或者项目找到管理短板并消除，从而
提升项目管理效率。目前，随着项目

进入维养阶段，隧唐科技又布局了公
路检养市场。

2016 年 ，公 司 代 表 产 品 基 建 通
APP正式上线。这款面向建筑领域的
工程资讯＋大数据软件广受好评，如今
几乎成了工程人的必备软件。

拓版图
从西南走向国际 2020年年

度订单额超亿元

在外人看来，因为公司创始人团队

对基建行业的深刻认识，公司总能适时
推出接地气的产品。但黄学涛指出，在
产品研发的过程中，他们也常常遇到各
种困扰，需要不断地创新突破。

黄学涛以项目管理中涉及企业成
本最高的原材料环节举例。“原材料入
厂过磅，过往只要材料采购和管理的
人员串通就能够造假，怎么保证数量
的真实性？我们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手段自动采集，就可以管控这种
行为。”黄学涛介绍，他们在过磅环节
加入人工智能技术，自动采集过磅数
据，并通过视频监控还原过磅现场的
情形。短时间内使原材料多次出入库
的花招，在大数据分析之下无所遁
形。正是一个个创新应用的堆叠下，
公司才形成了现今覆盖基建全产业链
的整套服务体系。

在黄学涛的眼中，即使前行在一条
鲜有来者的道路上，隧唐科技也一直保
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公司成立6年来，
围绕“降成本”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开拓
版图。2017 年，公司完成整个大数据
架构和产品线部署，开始对外提供服
务。从立足西南，到先后开拓广州、北
京和杭州三大事业部及三亚国际公司，
再到新三板上市，隧唐科技一路狂奔。
2020年，隧唐科技斩获订单总额超1亿
元，平台总用户超数百万，并拥有 200
多项专利和软著筑成的牢固护城河。

对于未来发展，黄学涛透露，隧唐
科技将继续围绕降成本核心，做好应用
创新，持续为建筑企业提供服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易弋力）2021
年6月，成都市商务局发起“品质川货·
成都数字生活消费节”，点亮年中消费

“当红时刻”。作为第一波福利，京东
发放了“3批次”共计“1.5亿”额度的专
属消费券。6月17日，为响应成都市商
务局号召，成都国美也将为成都消费
者带来一波福利，即日起至7月12日，
在这场名为“乐享消费，美好生活”的
活动中，面向广大成都消费者发放价
值8000万元的家电定制消费券。

据介绍，本次成都国美发放的8000
万元家电定制消费券，涵盖空调、冰箱、洗
衣机、彩电、厨卫、小家电等品类。在为期
一个月的福利时间，每位在成都的消费
者都有领取优惠券的资格，只要人在成
都，购物或收货地址在成都即可领取。

即日起至7月12日23：59，成都消
费者凡注册登录真快乐 APP，即可领
取价值 100 元的优惠券，每人限领一
张，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单件商品金
额满1000元即可使用，爆款特价商品

不可使用优惠券。
据了解，参加本次活动的品牌众多，

包括美的、海尔、海信、卡萨帝等空调类，
松下、博世、西门子等冰洗类，长虹、创
维、海信、TCL、三星、华为等彩电类，方
太、华帝、西门子、樱花等厨卫类，九阳、
苏泊尔、格兰仕、飞利浦等小家电类。

同时，成都国美也正在开启“快乐
ZAO城”市集活动，顶流明星、网红达人
带你潮玩一夏，一大波钜惠福利惊喜来
袭，为“成都数字生活消费节”快乐助力。

1- 5月四川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出炉

全省CPI与上年同期持平

成都人的第二波福利来啦！

8000万元家电消费券开始申领

隧唐科技联合创始人黄学涛。

科创大涨
情绪修复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小幅走
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三连阴后市场周四集体收
涨，科创板50指数大涨4.77%，创业
板指也涨超2%，盘面上酿酒、芯片表
现较好，北上资金净买入约 16 亿
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1只，无
一只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继续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8920亿元环比萎缩；60分钟图显示，
各股指均收复5小时均线，60分钟
MACD指标仍保持死叉状态；从形态
来看，尽管短期股指不会那么快一
蹶而就的快速反弹，但并不影响沪
深股指在60日均线上方止跌，短期
来看，市场短暂反弹后还需要多震
荡一些时日，才能修复短期技术形
态。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有所增加。综合来看，在科技
股的带动下市场情绪快速修复，科
创板50指数的大涨绝不是偶然，后
市结构性行情热度不减。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
阳安（600155）40 万股、浙江龙盛
（600352）16 万 股 、浪 潮 信 息
（000977）12 万 股 、康 芝 药 业
（300086）38 万 股 、海 峡 创 新
（300300）50 万股、会稽山（601579）
30万股。资金余额1743295.88元，
总 净 值 22994095.88 元 ，盈 利
11397.05%。

周五操作计划：会稽山、康芝药
业、华创阳安、海峡创新、浙江龙盛、
浪潮信息、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6月17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21
年1月至5月全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
据。其中，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长7.3%。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
同 比 增 长 18.2% ，集 体 企 业 下 降
12.1%，股份制企业增长13.0%，外商及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3.2%。

分行业看，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8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其中，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
增长27.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2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5.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14.2%，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增 长
11.3%，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
长11.0%。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发电量
同比增长4.6%，天然气增长14.2%，发
电设备增长67.4%，电子计算机整机增
长36.5%，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增长
29.4% ，啤 酒 增 长 24.3% ，汽 车 增 长

16.6%，成品钢材增长15.2%，水泥增长
14.3，白酒增长13.3%。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达97.7%。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全省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3%，两年
平均增长 9.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40.3%，第二产业投资增
长 17.2%，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6.8%，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3.3%。

从房地产开发看，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增长 16.4%。商品房施工面积
同比增长 15.6%。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长28.9%。

消费品市场方面，全省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9642.9 亿元，同比增
长25.4%，两年平均增长7.0%。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
品 零 售 额 791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727.7 亿
元，增长27.4%。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1344.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8.1% ；商 品 零 售
8298.3亿元，增长20.4%。在商品零售
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实
现商品零售额533.7亿元，增长21.3%。

从热点商品看，粮油、食品、饮料、
烟酒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6.8%，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29.3%，日用品
类增长10.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增 长 20.0% ，文 化 办 公 用 品 类 增 长
18.9%，石油及制品类增长20.3%，汽车
类增长35.2%。

1-5 月，居民消费价格（CPI）与上
年同期持平，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
比下降 0.4%，居住类下降 0.2%，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下降 1.0%，医疗保健类
上涨1.7%。5月，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0.9%。

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上涨 3.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同比上涨3.4%。其中，5月份PPI
同比上涨6.1%，IPI同比上涨7.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