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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将推动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
业结合。对快递而言，大数据应用将使电商企业
与快递企业之间形成联动机制，“互联网+”与
快递发生化学反应，互联网使快递更“聪明”，大
幅提高快递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北京市商务委
主任闫立刚表示，物流的问题不是疏解，而是提
升效率。

今年“双11”，消费者能明显感受到快递的
提速。菜鸟网络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1月11日晚
24时，全天发货量达1.83亿件，发货率接近40%。

大数据在快递行业开始得到广泛运用。菜
鸟网络相关负责人表示， 平台通过对商家销售
数据及预售数据分析，可以科学指导商家备货，
“今年商家备货已经开始渠道下沉，将商品备在
了消费者身边”。 快递企业因此也开始升级，提
供云仓等增值服务。今年6月，顺丰推动云仓体
系，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了北京仓、上海仓、武汉
仓等7个云仓。其次，电子面单等应用也大量提
高运营效率。中通快递营运副总裁倪根炎表示，
电子面单整体能提高效率30%以上。

快递智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亚马逊在美
国已经推出出租车顺路送货平台；在运输环节，
国际UPS、Google、DHL和国内顺丰速运都自行
测试无人机。此外，包括菜鸟在内已开始试水智
能捡货机器人。

目前，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成为电商物
流的发展趋势。2015年8月20日， 德邦快递完成
接入菜鸟网络电子面单平台，至此，国内排名前
15的快递公司全部实现了电子面单的普及使
用， 这意味着占全国电商市场份额90%以上的
主流快递企业全部完成了快递基础业务的信息
化，大数据产品已经成为快递企业的标准配置。

9月21日，苏宁物流宣布与菜鸟网络启动全
面战略合作， 首个合作项目天猫大包装正式上
线， 菜鸟网络合作伙伴苏宁物流负责提供仓配
服务。此次落地合作的首次上线，除承担为“双
11” 物流配送服务速度大幅度提升进行练兵的
任务外， 更重要的是承担后续合作业务的前期
实战测试，通过此次合作的实际效果，菜鸟将会
根据苏宁配送的特点，结合自身的大数据优势，
推出系列化个性物流服务项目。

提升效率
●大数据广泛应用
●快递“互联网+”化
●多维度升级

随着跨境电商和农村电商成为目前最具发
展潜力、发展最迅猛的领域，快递业务“出海”、
“下乡”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

国务院10月发布的 《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快递企业发展跨境电商
快递业务，加大对快递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力
度，在重点口岸城市建设国际快件处理中心，探
索建立“海外仓”。同时，鼓励传统邮政业进一步
加快转型发展， 支持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创新
合作模式， 充分利用现有邮政网点优势提高邮
政基础设施利用效率。据了解，在跨境电商中随
着“备货”模式的兴起，通过仓储前置，传统集装
箱海运的方式将得到青睐。 传统快递企业和物
流企业正在进一步延伸布局，加大保税仓、第三
方转运等业务。

在圆通速递总裁相峰看来 ， 支持快递企
业“走出去”是行业大势所趋，“中国作为全球

重要的快递市场， 无疑需要扮演更为重要的
角色”。

农村淘宝今年第一次参加“双11”便取得不
俗战绩。 农村电商兴起将加速快递企业在农村
布局。实施“农村淘宝”战略一年来，“农村淘宝”
目前已下沉全国8000余村点。2014年中央一号
文件首次提出 “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推进了涉农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据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农产
品电商平台已超过3000家。 以阿里巴巴平台为
例，农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超过200%。包括苏
宁在内的主流电商纷纷布局农村电商项目。随
着电商市场下沉，电商物流网络也在加快下沉，
向三线、四线城市扩张。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
村”计划，将投资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
万个村级服务站。据统计，2014年农村新增快递
网点近5万个，农村包裹超20亿件。

●跨境业务多元化
●农村市场渠道下沉
●市场前景广阔出海下乡

除了快递企业在加速冲刺外， 外界也频频
释放利好消息。 最新出台的政策都将加速行业
整合，尤其是实名制、全面安检等规范的实施也
将迅速提高快递业门槛，从2016年开始，快递业
将迎来并购潮。

政策利好将加速快递行业洗牌。 这意味着
“强势”快递企业通吃时代的到来，中国快递业
正式进入争霸时代。 频频发布的利好消息对大
型快递企业而言是一支强有利的兴奋剂， 但对
中小型快递企业而言则意味着艰难生存和淘
汰，财税、金融、外资开放等政策支持对快递企
业IPO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 集团化快递企
业群将陆续出现 。

当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发生整合将是
必然的市场规律。大品牌具有更多的资源优势、
服务质量以及安全性。激烈市场竞争下，快递业
今年迎来首个大规模重组。 申通快递与天天快
递达成战略重组。

申通快递今年9月召开了内部管理层会议，

正式宣布了申通、 天天两家快递企业将启动战
略重组。 此次战略重组， 并非像外界传言的兼
并，而是两家企业将展开在运营、产品、信息技
术、快件“最后一公里”等领域的资源整合 。据
悉，完成重组后，原申通董事长陈德军任申通、
天天董事长；原天天快递董事长奚春阳任申通、
天天总裁；陈向阳任申通、天天执行副总裁。虽
然仍是两家公司，但管理层已相互打通。根据分
工， 陈德军将负责两家公司外部资源的整合及
未来战略方向， 奚春阳将具体负责两家公司的
日常管理工作。

阿里入股圆通成为资本进入快递业前不
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阿里的加入给快递业带
来了投资壁垒。行业的规范将使企业面临巨大
的资金投入，这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无疑充满
挑战 。传统快递红海来临 ，机会将越来越少 ，
不过具备互联网基因的快递企业将迎来蓝
海 ，国内快递企业将逐步赶超外资快递 ，与之
齐头并进。

●巨头竞争激烈
●淘汰赛加速
●资本壁垒高筑争霸时代

连续四年增速超50%趋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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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快递业业务量保持着高增长， 但快递收
入增幅与之并不相符，件均收入持续走低。快递业
亟须摆脱价格战泥潭。

2008-2014年快递业务量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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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作为经济黑马，已经连续四年保持超过50%
的业务量增速。其中，民营快递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区快递
业务收入结构

中部
10.3%

东部
81.8%

西部
7.9%

地区快递
业务量结构

中部
11.2%

东部
81.9%

西部
6.9%

2015年上半年快递业按地区划分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