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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公司试水高铁物流 运价待定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国际航协近日发布的 2013 年一季

度航空货运报告指出，全球航空货运市

场开始复苏，货运需求显示出积极迹

象。预计 2013 年航空货运需求将增长

2.7%，其中亚洲航空公司货运需求平均

增长 4.9%。

国际航协称，美国和中国经济表现

强劲，欧元区经济稳定，商业信心水平

在未来几个月将保持适度增长。欧洲

消费者信心指数在 2013 年得到改善，

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仍然乐观，英国

的 资 本 投 资 意 向 在 2013 年 也 有 所 改

善。这些利好因素带动航空货运业在

近几个月实现增长。

2013年一季度
航空货运企稳回升

今年前两个月
重庆国际物流总量124.2万吨

在筹备 3 年后，成都通往欧洲的“蓉

欧国际快速铁路”货运直达班列（简称

“蓉欧快铁”），将于 4 月 16 日进入“常态

化运行”。近日，在由成都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物流办联合主办

的“蓉欧快铁”货运直达班列推介会暨

签约仪式上，成都市物流办陈仲维主任

表示，希望将“蓉欧快铁”打造成“中国

到欧洲最快的货运线”。

“蓉欧快铁”从成都青白江集装箱

中心站出发，经宝鸡、兰州到新疆阿拉

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

俄罗斯等国直达波兰罗兹站，线路全长

9826 公里。据估计，整段线路运行时间

为 14 天，下一步可缩短至 12 天。而在

重庆于 2011 年开通“渝新欧”快铁后，成

都亦希望打造一条同等级别的国际货

运专线，2012 年底开通了非固定班次

“亚欧货运班列”。

成都构建货运大通道
对欧班列4月开通

记 者 日 前 获 悉，TNT 将 要 出 售 在

华 全 资 子 公 司 天 地 华 宇，并 进 行 一 定

程度的裁员。这一消息已得到了 TNT

中 国 相 关 负 责 人 的 证 实，但 这 名 负 责

人 表 示，此 次 剥 离 的 只 是 公 路 快 递 业

务，国际航空快递业务并不受影响，至

于 TNT 在国内的裁员人数，其表示目

前尚不便透露。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2008 年 TNT 斥

资 8 亿元高调收购天地华宇，但经营状

况一直不好，近年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要

想找到接盘者，TNT 恐怕必须“割下很

大一块肉”。

（本报综合报道）

TNT瘦身中国公路快运

据悉，今年 9 月 30 日向莆铁路将通

车，莆田市一大批港口码头正在加快建

设步伐，以便到时“港铁”无缝对接。目

前，莆田建成生产性港口泊位达 40 多

个，随着莆头作业区、东吴作业区、石门

澳作业区及罗屿作业区在建泊位的建

成，吞吐能力将快速提升，莆田港也将

成为海西港口群的主枢纽港。眼下莆

头作业区 1 号至 25 号泊位码头已完成

规划，1 号至 6 号泊位码头陆续开工建

设，其 他 泊 位 和 物 流 园 区 也 将 陆 续 开

建，全部建设将于 2015 年基本完成。

伴随着“渝新欧”等国际物流通道

的持续良好运行，近年，重庆的国际物

流量逐年攀升。

记者从重庆市外经贸委获悉，今年

前两个月，重庆市国际物流总量 124.2

万吨，同比增长 12.2%；进出口集装箱量

8.4 万标箱，同比增长 29.2%；进出口集

装 箱（重 箱）6.5 万 标 箱 ，同 比 增 长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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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司已经开始参与高铁物流，虽然都是中

短距离的小件快递，且每单的运价要高于普通铁路运

输价格，但是和航空快递相比，要便宜很多。”圆通快

递工作人员王易强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现在

公司只是刚尝试高铁物流，最终的运价还要等我们与

高铁的合作较为成熟之后再统一制定。”

据了解，目前，除了圆通之外，中国邮政、顺丰和

联邦快递等 4 家企业都先后试水高铁货运，利用每天

高铁第一班的确认车进行物流运输。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高博轩认为，高铁与快递企

业合作，达到了优势互补的效果。高铁快递业务将对

整个快递产业链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将推动快递行

业的变革，甚至对整个现代物流业的变革产生影响。

运营成本降低

“航空物流的运价太高，这让很多快递公司承受

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再加上航空货运市场低迷不振，

这都影响着企业的收益。普通铁路运输虽然有价格

优势，但是运输时间较长，无法满足一些特殊运单的

配送要求，而高铁恰恰弥补了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

不足，快件运输渠道又多了一种选择。”小米公司物流

部前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高铁只承担客运任务。而这几家快递公司

包下的是高铁线路上的第一班确认车。这趟列车专

门用于线路接触网信号等的综合检测，不搭载旅客。

顺丰快递负责人透露，2011 年，顺丰便酝酿依托

高铁物流网络发送货物。为此，该公司频频与高铁运

营部门接触合作，在每日高铁正式运营前，利用不载

运乘客的“探路车”运送快递物品。2012 年 10 月，该

快递公司在广州南站至长沙南站之间开始办理高铁

小件快运业务。

在快递公司看来，和高铁合作使他们受益颇多。

“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运营成本降低了，这样我们

也可以对运价进行调整。”王易强表示。

此前，相关铁路部门表示，部分高铁开通，货运能

力将大幅提升，利用高铁物流体系，快递企业运输成

本相比航空运送至少节约了 50%。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表示，高铁快递不但给

高铁企业和快递企业提供了新的盈利模式，也给其他

产业带来了便利，比如冷鲜食品运输产业。在这方

面，飞机运输虽然在时间上稍微占优势，但是其转运

环节较多，成本较高，而且受天气等其他因素影响过

多。而通过高铁，企业可在异地实现快速运输的同

时，满足冷鲜食品运输的时间要求，也有效降低了运

输成本。

高铁与快递有效互补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快件运输 80%是

通过汽车运输，15%是通过航运完成的，而因受到地

域等限制，依靠铁路等其他形式运输的不足 5%。高

铁与快递企业的强强联手，除了让快递企业更具成本

优势之外，更有利于企业丰富产品线，保障快递的时

效性。

同时，业内人士认为，和航空运输相比，高铁运输

在运输时间上，并不逊色。以北京到沈阳为例，空运

时间是 2 个多小时，而高铁运输时间是 4 个小时，“仅

仅多了两个小时，但是运输成本却大幅下降了。高铁

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小，除非出现意外情况，一般都

能准时发货。”王易强说。

据悉，去年 12 月开通运营的京广高铁对于高铁快

递物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航空运输业也造成冲击。

该高铁路线的开通，导致国内多条短途航线机票

打折，部分航空公司甚至考虑取消受京广高铁冲击严

重的航线，快递企业也因高铁物流的发展成本大降。

中投顾问一份研究显示，武广高铁开通后，京广线货运

能力提升了 10.9%，有效满足了长期受限的煤炭、石油、

粮食等重点物资及至港澳货运的运输需求。

“目前，我国区域之间的城际高铁网络越来越

完善，尤其是在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区域内优势更加明显。由于发车次数多，

时间合理，快递企业完全可以利用高铁提供

即日达快递服务。此外，现在大多数区域

间的高铁夜间作业时间很少，这不管是对

高铁企业还是对快递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可

利用的资源，非常有助于快递企业增加次日

达快递服务。高铁物流在未来确实是一个发展

趋势，但现阶段只停留在部分一、二线城市，未来快

递公司和高铁的合作空间还有很大的提升，这依赖于

国内高铁线路的全面铺开。在这一背景下，消费者将

可以享受到更多‘降价提速’的实惠。”上述小米公司

物流人士说。

福建莆田步入大港口时代

不出市场意料，国内航运巨头中国远洋没能躲开

“戴帽”的命运。3 月 29 日，中国远洋正式更名为“ST

远洋”，复牌重新进行交易的同时，也注定成为了 A 股

史上资产规模最大的 ST 股，央企也第一次被“戴帽”。

中远巨亏

3月27日，中国远洋公布的2012年业绩显示，尽管营

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4.6%和8.51%，但净利润

仍巨亏了95.59亿元。加上2011年亏损的104亿元，中远

这两年巨亏超过了200亿元，连续两年成为A股市场中的

“业绩亏损王”外，还被一些网友戏称为“败家子”。

接下来，一旦 2013 年继续亏损，中远将被迫退出

A 股市场。

近日，中远在京举行业绩说明会。管理团队在视

频会议上向公众致以歉意。中远副董事长马泽华形

容今年是背水一战，痛定思痛后，公司须加强控制燃

油等各项成本，比同行更加努力改善业绩。董事总经

理姜立军称，今年目标是全力减亏、扭亏，只要能改善

业绩，任何措施公司都会考虑、研究和推进，一旦有具

体消息会按有关条例披露。

中国远洋此次巨亏远超此前 10 余家机构对其 78

亿元左右亏损额的预期。

但是，中国远洋被“ST”在去年就已基本确定。

2012 年前三季度，中国远洋就巨亏了 64 亿元。去年

第四季度，中国远洋非但没有止亏，又进一步亏损了

30 多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

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上交所将对该公司股票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这令中国远洋毫无悬念地成为 A

股史上市值最大的 ST 股。

而市场最关心的显然是退市之忧。

“近年来，A 股和 H 股市场中从没有央企退出资

本市场的先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远洋几乎不会退

市。”《国际金融报》援引一位资深股民的话报道称。

退市保卫战

但是，情况并不那么肯定。

或许由于董事长魏家福的缺席，中远管理层并未

像魏家福在 2012 年半年业绩说明会上做出“我们有

信心避免 ST”的表态那样，明确表态“2013 年我们一

定不会退市”，而副董事长马泽华在媒体的逼问之下，

仅做出“我们会加倍地努力”的表态，“一定要对得起

国家，对得起市场，对得起股民。”

“这要看天啊！如果真到了要退市的那一天，也

只能按照程序退市了。”一名高管在说明会结束

后，私下对媒体表示。

不过，《人民日报》报道称，中远资产负

债率 58%，始终在航运业的安全警戒线内。

就外界对中远未来发展的忧虑，中远

集 团 负 责 人 明 确 表 示 ，虽 然 遇 到 一 定 困

难，但 中 远 绝 非 资 不 抵 债、风 险 高 企 的 那

类企业。目前，中国远洋资产占中远集团的

60%。中远集团 2012 年净资产 1400 多亿元，年

收入 1800 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000 多亿元，资

产负债率 58%，始终在航运业的安全警戒线内。尽

管中远近两年出现较大亏损，但资产状况尚佳，可

以确保渡过危机，保持持续发展，投资者对此应该

有信心。

同时，航运业的持续低迷也令政府扶持政策预期

增强。

《人民日报》援引中远集团负责人的说法表示，目

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起草制订将海运业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方案，这将为中远提供新的机遇。

目前，中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争尽早扭亏。自

救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将连续盈利的资产——中远物

流出售给母公司中远集团，以获输血急救。

但在全球航运业全面复苏遥遥无期的大背景下，

这场退市保卫战注定打得颇为艰难。 （滕 迅）

中远去年巨亏近96亿元 央企首尝“披星戴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