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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经济

■ 本报记者 徐 淼

中国快递业的发展伴随着成长与消亡。

2014 年，顺丰优选提出，将重点发展一

线城市的冷链服务覆盖到二线城市，并在三

四线城市加强拓展工作。但几乎就在同一

时间，有媒体披露，曾定下“冲入全国前六”

目标的汇强快递因拖欠运输款无法正常运

转，遭遇货车司机“堵门”讨薪。截至记者发

稿，汇强快递并未就此事予以解释。但中国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高端联盟理事黄刚此预

计，2014 年上半年进入快递淡季，流量不足

的二三线快递将加速洗牌。

新的一年，一场中国快递行业的大变

革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二三线快递“三振出局”

在电商行业，因为灵活多变适应网络

环境，不少“小而美”的商家都受到、追捧，

但在快递行业，情况却恰恰相反。在这里，

运营不成规模、网络不成体系的企业最终

面临的都可能是死路一条。

就目前来看，面临生存危机的快递企业

也并非汇强快递一家。据相关媒体整理，

2010 年 1 月，当时在华南地区有一定影响力

的深圳东道物流倒闭，深圳、广州两地同时

爆发数百名商户集体上门追债事件；2012 年

7 月，上海希伊艾斯快递有限公司发生资金

链危机，超过 1 万份快递包裹被扣留在各地

分拣中心；2013 年 12 月，青岛韵达四方一公

司又被曝出“老板跑路，快递积压万余件”。

据记者了解，中国快递业虽然近年来

业务量呈每年 50%的快速增长，但一些中

小型企业也并不好过。

2013 年“双 11”，虽然电商们订单不断，

但仍有不少快递都没有“吃饱”，因为很大一

部分订单都被“三通一达”、顺丰吸走了。有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已位居

全球第二，而“三通一达”、顺丰、EMS 这 6 家

企业占据了市场 80%以上的份额。

而除了“饿肚子”，不少快递企业还面

临即便接单也“挣不到几个钱”的窘境。

据悉，近几年，快递行业经历了野蛮生长

并最终打起了价格战。行业利润因此大幅下

降，部分快递物流企业依靠微薄的利润在“生

命线”上挣扎。而实在维持不下去的企业，只

能黯然退出，这其中，很多是尚未形成“气候”

的快递企业。

“其实，无论是从市场还是国家政策来

看，都没有‘歧视’中小快递企业。”青岛茂升

祥物流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牛志文对记者总

结指出，部分中小型快递公司之所以逐渐被

淘汰出市场，主要是是因为其网络建设不到

位，没办法吸引到足够量的客户群支撑经营。

大公司争相涌入

与中小快递企业相继黯然退场形成对

比 的 是 ，不 断 有 大 公 司 开 拓 快 递 板 块 服

务。1 月中旬，12 家企业向中国邮政局提出

经营快递业务许可申请，其中，海航货运、

易迅物流的等申请经营国内快递（邮政企

业专营业务除外），苏宁云商等申请代理国

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不断有大公司扩充国内业务或突围国

际市场，自然也给中小型快递公司的生存带

来了压力。”牛志文说，“无论是从国外来的

快件，还是从国内发往国外的快件，企业申

请哪种业务许可都涉及经营的根本——资

源。只要打通资源的通道，快递企业的效益

就会见好。反之，如果企业的资源通道闭

塞，其发展自然会受到限制。”

其实，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不断发

展，电商物流行业也随之壮大本无可厚非。而

面对逐渐拥挤的快递行业，中投顾问流通行业

研究员申正远认为，流量不足的二三线快递企

业要想改善自身环境，提高经营业绩，首先发

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企业应该尽最大的努力

引入投资、多渠道融通资金，保持并完善企业

硬件、软件配套。其次，“磨刀不误砍柴工”。

企业还须努力提升服务人员素质，提高员工工

作效率。最后，二三线快递企业应注意调整发

展策略，顺应时势，转变之前“低价为王”的竞

争策略，改变粗放式经营管理现状。

2014年快递蛋糕“花落谁家”？

对于新年伊始已有多家企业提出经营

快递业务许可申请，有物流界人士评价，这

是互联网改变中国物流业的第一个信号！

牛志文对此不置可否。他指出，2014年，

随着电子商务继续以倍数规模扩展，中国快递

市场的蛋糕还将继续变大，但究竟花落谁家还

要看市场的反应以及快递公司的能力。

目前来看，根据所服务电商类型的不同，

电商物流也有两大主要阵营，即服务淘宝、天

猫等平台型电商的“三通一达”，顺丰、EMS以

及京东、易迅、亚马逊等建立的自建物流体

系。而在二者夹缝中生存的，就是默默啃食

“鸡肋”的中小型快递企业。但市场的优胜劣

汰总在残酷地进行着，2014 年，“找不到大树

乘凉”的他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申正远对记者表示，电商的崛起为快递业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行业的快速增长，相关

法规、监管的不完善导致行业竞争激烈、无序。

“2014年，快递企业的生产环境或将更加严峻，

整个行业面临一个升级的十字路口，靠‘低成本、

低价格、大销量’竞争取胜的方式已经过去，未来

提供优质、及时、安全、可靠的服务将是快递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得人心者得市场。”他说。

中国快递业酝酿大变革

本报讯 近日，国际海事局（IMB）发布全

球 海 盗 活 动 2013 年 年 度 报 告 ，报 告 显 示 ，

2013 年海盗活动已经降到 6 年来的最低点，

部分原因是索马里海岸线外的海盗事件大

大减少。但西非的海盗及武装团伙活动依

然猖獗。

国际海事局说，去年发生了 264 起袭击，

其中包括索马里海岸线外的 15 起袭击，而

2012 年索马里附近却发生了 75 起海上袭击

事件。

国际海事局表示，许多因素导致索马里海

外海盗事件减少，其中包括武装安全队伍的起

用，以及各国海军所发挥的作用。国际海事局

还把这归功于索马里中央政府的稳定化。

去年，西非的海盗活动几乎占全世界海

盗袭击行动的五分之一。其中多起袭击涉

及尼日利亚海盗及武装团伙。国际海事局

曾表示，那些海盗袭击使得西非海域成为世

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 （杨 道）

国际海事局发布
2013年全球海盗活动报告

■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 颖

日前，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国

际航运市场分析报告（2013 年回顾与 2014

年展望）》，报告指出，2013 年国际航运市场

表现不一，2014 年市场将呈现触底反弹的

趋势，但是受制于多种因素，运价上升空间

有限，消化运力和去产能将成为市场的主

题。

2013 年，世界经济继续处于脆弱复苏

阶段，仍然维持着“弱增长”格局。报告指

出，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形势下，

2013 年全球贸易增长仍不乐观，发达国家

进口回升缓慢，发展中国家出口乏力，拖累

全球贸易增长。但 2013 年世界贸易量增速

止跌回升至 2.5%，实现小幅上涨，这给予了

2013 年航运市场不同以往的表现机会。上

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预计，2014 年世界经

济形势有望进一步改善，整体经济复苏步

伐将加快。据 WTO 预计，2014 年世界货

物贸易量将增长 4.5%。其中，发达经济体

出口增长 2.8%，发展中国家增长 6.3%。上

海航运研究中心分析，2014 年国际航运市

场将呈现触底反弹趋势，不过受运力无序

投放、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和大型化规模效

益影响，运价上升空间有限，消化运力和去

产能将成为市场的主题。

另外，上述报告指出，影响国际干散货

运输市场的运力过剩问题在 2013 年得到控

制，全球干散货船队运力增幅明显放缓，而

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全球干散货

海运量同比小幅上涨了 5.5%，成为了干散

货运价上涨的重要推动力量。2014 年，国

际干散货贸易量将延续 2013 年缓慢回暖的

步伐，运力增速将降至 2004 年以来新低，需

求增速有望超过运力增速，预计 BDI 指数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要好于 2013 年，年

度均值在 1500 点至 1750 点左右。

但是，报告同时也指出，相对于国际干

散货运输市场，2013 年全球集装箱海运量

复苏缓慢，主干航线海运量小幅增长，区域

内航线海运量增长较快，但由于运力的无

序投放、船舶交付量处于历史高位、班轮市

场竞争环境加剧等因素影响使得运力过剩

的局面并没有改观。上海航运研究中心预

计，在欧洲经济走出衰退、美国经济稳固复

苏的背景下，全球主要航线货运量增幅为

均有所提升，预计 2014 年海运量为 1.7 亿

TEU，增幅 6.12%。在运力方面，随着大船

交付力度加大，主干航线加速升级，运力替

代过程持续，运力规模平稳扩张，集装箱船

队总运力增幅为 5.63%。此外，班轮公司之

间的联盟策略变化和竞争将继续主导市场

发 展 趋 势 ，市 场 将 很 难 呈 现 较 好 回 升 态

势。预计 2014 年 CCFI 指数（中国出口集

装箱运价指数）将呈现“前高后底”走势，均

值将在 1050 点至 1150 点左右。

今年国际航运市场有望触底反弹

“从数量规模看，我国物流的许多货运能

力指标已位居世界前列，有力支撑起了庞大

的国民经济规模，但是物流的效率效益指标

却在主要经济体中‘敬陪末座’。例如物流费

用占 GDP 的比重已经多年在 18%上下徘徊，

比世界平均值高出 6.5 个百分点，比美国、日

本、德国平均高出 9.5个百分点，即使比印度、

巴西等国家也高出 6 个百分点。”在中国商业

联合会日前出炉的《2014 年中国商业十大热

点术评报告》中，专家在热点之一的“物流问

题受到业界和政府持续关注，‘提效降本’将

采取综合措施”述评中，用这样一组数字道出

了我国物流成本高的现状，并从多个角度分

析了导致我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明

确指出，我国要从根本上降低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必须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服务业、现代农业和高端制造业，通过多

种举措，为物流业“降本提效”出力。

报告指出，造成我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的原因很多，既有之前多次提及的组织化、

标准化程度低，技术水平落后，基础设施和

政策支持不足等因素，也有一些新因素，包

括：各种运输方式衔接性差，网络化程度低，

代表效率高、综合成本低的多式联运发展缓

慢 ，海 铁 联 运 占 比 仅 为 2.6％ ，而 美 国 为

40%，印度也为 25%；物流费用中非生产性的

管理费用过多，是美国的近 3 倍；物流服务

信息平台不发达，“有车找不到货，有货找不

到车”的现象十分普遍；第三方物流占物流

市场的比重不足 25％，而日本、欧洲和美国

均超过 70％；许多省、市货运汽车回程返空

现象相当严重，其中上海市为 37%，是欧美

平均水平的 3 倍，广东省每年由于货运汽车

空驶造成的浪费相当于 370 亿元。

报告强调，导致我国物流成本畸高的最

大因素还在于产业结构。由于正处在工业

化的中后期，我国不仅工业在经济总量中占

比高，而且近年来需大量运输原料的重化工

业规模日益增大，加上产品附加值低，从而

导致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在此阶段内很

难有实质性的下降。以 2012 年为例，我国

工业品物流额占社会物流总额高达 91.4%，

而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仅为 46.8%，这

意味着只占社会物流总额 8.6%的农业和服

务业却贡献了 53.2%的 GDP，也就是说，创

造一个单位的 GDP，工业消耗的物流量和

物流费用要高得多。对此，也有交通部专家

指出，由于产业结构偏“重”，我国的运输强

度是美国的 8 倍，即创造同等数额的 GDP，

我国的运输投入比美国多出 7 倍。

报告认为，尽管如此，我国近几年来出台

的一系列举措，使物流业“降本提效”大有可

为。近两年，商务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为推动

商贸物流业转型升级、“提效降本”，开展了一

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发布了首部《商

贸物流发展专项规则》，提出了到 2015 年初

步建立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体系的目标以及完

善布局、提升专业化水平、加强创新、发展科

技等 9 项重点任务；二是确定了 46 个流通领

域现代化物流示范城市，取得了当地政府的

积极响应和配套政策支持；三是在财政部、商

务部 8 省、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中，将城市

物流配送作为重要内容。截至 2013 年 4 月，

中央财政已为此拨付专项补助资金 4.62 亿

元；四是印发了《全国城市配送发展指引》，确

定在 15 个城市开展城市共同配送工作试点，

并予以资金支持；五是加强仓储业指导和管

理，出台了促进仓储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修改了仓储业管理办法。此外，物流统计、行

业标准、绩效评估方法以及政策调研等基础

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据悉，今年，我国物流现代化建设将紧紧

围绕“提效降本，服务产消”这一宗旨，在推进

标准化、建设诚信体系、提高信息化水平、落

实鼓励政策、发展城市配送和鼓励第三方物

流 6 个方面同时展开。有业内专家评论说，

这 6 个方面针对性强，招招切中中国物流的

时弊和“软肋”。其中，仅推进物流标准化

一项如若取得成功，就可以使降低物流成

本的工作见到明显成效。以托盘的标准化

为例，目前，中国有 8.6 亿个托盘，绝大多数

是 非 标 准 化 的 ，超 过 一 半 在 企 业 内 部 使

用。倘若实现了托盘标准化，就可以实现

通用化，从而建立起全国不同企业间的托

盘循环共用系统，而其带来的节约效应，将使

我国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下降一个百分

点，直接经济效益高达5000多亿元。

（郑建玲）

本报讯“夺命快递”案引起了社会对物

流快递行业安全监管的高度关注，国家邮政

局副局长刘君表示，国家邮政局正在研究出

台快递费用指导价。

刘 君 坦 言，目 前 很 多 企 业 还 不 能 完 全

规范操作，比如在北京，一年快递量为 16 亿

件，品牌的快递公司只有 50 多个，其他都为

加盟商，全国加盟快递公司达到了 6000 多

家。“ 如何对这些快递实行有效监管，确实

是 目 前 需 要 进 一 步 解 决 的 问 题 。”刘 君 表

示，针对目前快递费用还没有指导价的情

况，国家邮政局正在研究出台快递费用指

导价。“ 比如北京市内快递多少钱，我们会

有一个指导价格。”

此外，对于目前禁邮的诸如化妆品等液

体、粉末状物品，刘君表示，今后有望通过特

许经营的方式，来实现禁邮物品的放开邮

寄。“ 但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比如一些粉末

状的快递物品，在收寄时要全面检验，在运

输时要使用专用的车辆，这些都可能增加

快递成本和延长运输时间。” （安 苏）

本报讯 网购已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

分，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消费者是否还

能正常网购呢？记者了解到，随着部分淘宝

店、天猫店的“歇业”，让春节网购成了 B2C

电商的市场，部分有自建物流的电商仍可提

供正常的接单发货。

京东承诺春节运营“不打烊”。来自京

东的公告称，对于普通订单，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京东用户在包括北京市在内的 29 个城

市 ，可 照 常 下 单 ，享 受 京 东 快 递 带 来 的 服

务。对于大家电订单，在上述期间，包括北

京市在内的 34 个城市的用户仍可享受生产、

配送、上门取件及换新等服务。

“每个地区的配送服务时间略有不同，

但基本保证在春节期间正常发货，消费者可

登录易迅网查看各区的快递公告。”易迅网

物流副总裁林捷介绍。

易迅网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1 月 30

日至 2 月 6 日，易迅特有的“一日三送”暂时

改为“一日两送”。另外，原本“一日两送”的

地区暂时变成“一日一送”，90%以上的“一日

一送”城市春节期间不变。除自建配送体系

外，易迅网还与顺丰合作，春节期间，顺丰配

送区域将照常运行。

苏宁易购则对非自营商品的发货做了

公告，表示在 1 月 23 日至 2 月 11 日期间下单

付款的商品，将在 2 月 14 日 24 时前发货。至

记者截稿时，其他电商尚未对春节期间的运

营情况做出公告。

而消费者要想春节期间在淘宝和天猫

上购物，则要关注不同卖家的春节发货公

告。有的卖家表示春节期间不再接单，有卖

家表示，从 1 月 16 日起就不再接单，所购商

品在 2 月 10 日开始发货。有的卖家则表示

春节期间接单但不发货，某天猫旗舰店就公

告称，自 1 月 28 日起停止发货，2 月 11 日恢复

发货，在此期间只接单。

实际上，消费者选择在哪家电商购买商

品，究其根本，不外乎“物美价廉的商品、方

便快捷的服务”两个方面。春节“不打烊”除

了各电商自建物流体系等硬实力的较量外，

更是电商软实力的比拼。 （王 伟）

我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亟待改善

自建物流电商春节“不打烊”

快递行业将制定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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