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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篇
关键词1���智能化

一方面是派送延误、暴力分拣、信息泄露等快递业“丑闻”屡禁不止，另一方
面却是快递员起早贪黑，甚至猝死在路上，快递业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走到
了智能化的分水岭。

近期亚马逊、 顺丰速运、UPS、DHL等一批快递巨头试验无人机送快递的消
息屡见不鲜，亚马逊为了无人机试验甚至在海外建设了试验基地。此外，机器人
也成为快递企业取代人工仓储作业的理想工具。亚马逊曾耗资８亿美元收购了一
家机器人公司， 有消息称亚马逊已在美国10个仓库配备了超过1.5万台Kiva机器
人，代替人工搬运货物。

无人机尝试及机器人战略，是未来快递业升级的一个方向。当人工的潜力以
及规模效应被开发到极限，技术手段的升级就成为必然之选，用机器人取代人工
是这一逻辑的必然延续。 快递业应该已经到了脱离劳动密型产业身份奔向知识
密集型产业的时候了。

关键词2���逆向商业

以送快递起家的快递企业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商机，面对电商的快速发展，逆
向做商业成为几大巨头的共同选择。

顺丰嘿客在业内看来不可谓不大胆。今年5月18日，顺丰首批518家嘿客店正
式上线。但与传统商业完全不同，嘿客内并没有摆放任何实物，货架上摆放的是
清一色的商品宣传材料。消费者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了解商品，或者通过触摸屏查
询更多商品信息，最终在店内直接下单，由顺丰物流送至家中或上门自提。此后，
顺丰又与中石化签订合约，联手易捷欲快速扩张嘿客店。目前，首家“嘿客版”易
捷店已在深圳开业。在顺丰布局的同时，韵达一年内也多次与区域超市联姻，力
图通过此方式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打造新的商业平台。 圆通则瞄准母婴细分市
场，打造“妈妈店”。

无论是顺丰嘿客还是韵达与区域超市的合作，在业内看来，均没有形成清晰
的盈利模式，但模式创新已是必然。顺丰速运总裁王卫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
示，嘿客的商业模式还不够完善，需要不断改进，“在等待商业模式成熟后再建店
还是先建店再摸索商业模式的选择中，顺丰选择了后者”。

关键词3���洗牌期

相较于国外成熟的快递市场，国内快递业品牌集中度相对较低，前期行业进
入的低门槛使得整个行业较为混乱。在中通快递副总裁金任群看来，互联网红利
还有多少值得行业思考，未来三年快递业或将迎来行业洗牌。

今年4月1日起，中铁快运公司在哈尔滨、沈阳、长春、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
郑州等20个城市开办高铁快递业务，正式搅局快递市场。“双11”前夕，高铁快递办理
城市又扩充至101个。此外，昔日快递大佬宅急送也在“双11”前夕宣布获得复星领衔
的巨额投资。在业内看来，资本的进入必将搅动整个行业的格局，小规模企业被淘汰
或向专业化转型已成必然。同时，国内已经对外资完全放开国内快递市场。虽然国际
快递巨头尚未大规模分食国内快递业务，但其一旦出手将引起行业巨变。

目前“双11”对快递业而言仍然是利大于弊。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双11”期间
的高峰将会成为次年的常态。“双11” 间接推动了快递企业在基建等方面的投
入。未来三年内国内快递业仍将是以低价换量的阶段，但这种模式并不具备可持
续性。

关键词1���下乡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快递行业，称要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加快发展
主产区大宗农产品现代化仓储物流设施， 完善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今年
初，国家邮政局提出启动“快递下乡”工程。

快递业集体下乡已是大势所趋，数亿农村网民的网购需求亟须满足。一直以
“高大上”著称的顺丰速运曾宣布鼓励内部员工创业农村网点，掘金农村网购市
场。顺丰开启内部员工“农村自主创业”模式，也被业内视为继去年布局县级城市
后，进一步渗透农村的大战略。在业内看来，电子商务正在打破农村原有消费的
局限，拉近其与城市的距离，网购为农村快递市场带来一片蓝海。

由于配送不便，农村快递市场主要被EMS占据，民营快递企业鲜有涉及，但
农村快递市场蛋糕越来越大，有着近7亿人的网购潜力。去年，淘宝网曾有数据指
出，县城人均网购消费甚至比一二线城市多出近千元。此外，随着消费者对生活
品质的重视， 以产地直采、 直供模式为消费者提供农特产品的电商开始受到青
睐，而此类电商网站无不靠着方便、快捷的物流体系为消费者服务。

关键词2���“出海”

跨境电商的兴起正描绘着快递业的“出海”蓝图。对快递业而言，借跨境电商
东风“出海”淘金已是大势所趋。申通快递董事长陈德军更是将今年视为申通国
际化战略确定和发展的元年。

今年伊始 ，顺丰 、申通 、韵达等快递企业开始了 “出海 ”之旅 ，先后登陆美
国，开通转运业务。随后，各家企业又调转“枪口”，进军欧洲。顺丰通过联姻立
陶宛邮政的方式登陆欧洲，随后又与荷兰邮政合作推出“欧洲小包”业务；申通
则通过与俄罗斯驿马快递和荷兰邮政达成合作，开拓欧洲市场，并于年底宣布
日本专线开通，直指亚洲市场；年底，韵达欧洲快递物流服务中心宣布在德国
成立。

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 如果没有匹配的专业物流支撑， 其将会面临极大挑
战。 物流对于跨境电商的制约则反映出其存在的巨大发展空间。 有统计数据指
出，中国海外代购交易规模连年翻番，2018年该数字很可能将突破700亿元。仅仅
在亚太地区，预计到2020年电商销售额就将突破1万亿美元。

关键词3���大数据登台

今年“双11”快递高峰的平稳过渡与大数据的应用也有很大关系。从节前备
战到节中调配，再到节后统计，大数据已开始贯穿于快递业的整个配送流程。

包裹的及时发运还得益于大数据的应用和行业信息共享。早在“双11”之前，
菜鸟网络就结合天猫和淘宝的买家购物车、 收藏夹以及商家备货等数据做出综
合预测，再根据快递公司共享的数据帮助商家和物流公司做发货量和运能准备。
据了解，从9月开始，菜鸟已向十余家快递企业发布了特别提示，对各家企业“双
11”期间的包裹总量进行了预测，甚至细化到了不同路线乃至主要营业网点届时
可能获得的包裹量。

经过实际对比，菜鸟网络提供的预测数据准确率达到90%以上。菜鸟网络的
物流预警雷达服务今年也将推出新版本， 该物流预警雷达与14家主流快递企业
进行数据交换，可及时发现快件饱和现象，及时提醒商家优先选择其他快递企业
发货。今年圆通速递宣布与百度达成合作，双方正式建立基于大数据和LBS平台
的合作伙伴关系。

“双11”571亿元的销售额创下了新的销售纪录，
当天产生的2.78亿件包裹也让中国快递业走上了新
的高峰。如今，快递业已习惯了疯狂的“双11”，大数
据的到来也使得企业能更从容面对。 网购的迅猛发
展大大释放了农村消费力， 下乡成为今年快递业的
主旋律。同时，在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下，“出海”成
为行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顺丰“嘿客”、圆通“妈妈店”、无人机、机器人等
快递业新项目和新技术赚足了业界眼球。“铁总”、
风投等一大波资本也开始涌入快递市场。快递业正
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在业
内看来， 互联网还有多少红利值得整个行业思考，
快递业的洗牌期正在逼近。

快递：下乡出海 从配角到主角

现状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