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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送副总裁杜尚骉：

数字化驱动精细运营提升供需匹配

《北京商报》：今年受疫情影响，人们在
使用即时配送服务时， 消费需求是否发生
变化？

杜尚骉：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变化非常
明显。首先，文件、证件类配送服务在疫情暴
发初期几乎停滞增长了，因为很多企业没有
复工，再加上旅游出行受到抑制，原本配送
最多的品类像旅游签证， 也受到了影响。目
前为止，这类服务订单已经逐步恢复了。

而疫情期间增幅最明显的是医护物资
的配送，比如口罩、防护用品等等。虽然疫
情阻隔了线下的接触，但人们对聚会、情感
交流的需求还存在。随着疫情的控制，大家
开始送一些自己做的饭菜、小礼物等等。所
以个人生活化物品的配送需求开始上升。

《北京商报》：您如何看待当前物流智
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率？是否达到您的
预期？

杜尚骉：关于智能化的普及，我认为得
从具体的物流环节去看待。 比如像仓储的
智能化以及出仓时物品与车辆的匹配都做
得比较好， 应用也十分广泛， 因为在园区

内，干扰因素较少，各类情况比较好控制。
而当物品在路上运输时， 智能化匹配还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毕竟路上行驶时，物流会
遭遇较多因素的影响。 对于最后一公里市
场，例如机器人的配送等，我认为目前还处
于探索阶段，因为不可控的因素较多。特别
是国内的交通环境比较复杂， 部分路况不
允许智能机器人行驶。 因此例如封闭的园
区、酒店等，可能比较适合这些设施落地。

《北京商报》：对于闪送而言，在数字化
升级方面，历经了几个阶段？

杜尚骉：总的来说，我认为平台共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原始，基本满足
客户的功能性需求。当客户产生订单后，周
围的闪送员开始抢单， 平台会调动离客户
最近的闪送员。这是1.0时代。

当进入2.0阶段后，我们意识到客户的
需求是多样化的， 客户更希望能缩短上门
时间，我们还考虑了闪送员骑车的速度。因
此算法的变量就增加了。 例如一位希望配
送手机的客户， 相比时间， 会更看重安全
性， 那么我们会对每一位闪送员的配送经

验进行匹配， 比如是否有配送过类似的物
品等。因此每一次调度，所考虑的因素就会
变得很多。闪送员的速度、位置、过往经验
等，都会纳入范畴。无论是闪送员的配送效
率，还是客户的满意度，都有明显的提升。

那3.0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我们发现，
每个个人订单的完成事实上无法完全达到
全局的平衡。 比如在一个时刻同时出现了
10个订单，虽然这10个订单都能完成，但匹
配下来可能不是最优。因此，若是秉持全局
最优派单原则,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打破以
就近原则进行派单的模式， 让闪送员之间
的接单方式实现一个最优效率的平衡。

《北京商报》： 闪送在即配下沉市场是
如何布局的？您认为还需要应对哪些挑战？

杜尚骉：到去年年中，闪送在一年的时
间完成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覆盖， 以前
我们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现在已经囊
括了各级城市。

在消费需求方面， 城市之间的差异比
较明显。 一二线城市的商务文件配送比较
多， 而三四线城市在个人生活物品上的配
送需求更高。在时效上，一二线城市的消费
者在时效观念上明显更强， 而下沉市场对
即时物流服务的消费意识还没有完全渗
透。那么，面对不同的城市需求，我们会进
行针对性的运营，来制定不同的发力点。

《北京商报》：在过去一年中，您会选择
哪三个关键词来概括行业的发展呢？

杜尚骉：我的三个关键词是快速增长、
结构性调整、长期利好。

可以看到的是， 在即时物流领域，外
卖、商超的配送，个性化的服务，都在快速
增长，在结构性调整上，以社区为核心的商
业模式例如前置仓、各种买菜业务，以及传
统商超也在加强配送比重。在以前，传统的
配送平台上外卖的比例非常高， 但现在像
个性化的个人配送增长也十分明显。

而在整个快递物流领域， 同城快递的
比例也在逐渐上升。特别是“6·18”“双11”，
在提前预测的基础上，企业会将商品运输
至消费者最近的城市仓库中， 最大程度缩
短物流时间， 因此很多物品不再像以前那
样跨省运输，这也是结构性调整。疫情对线
上消费需求的促进和养成， 让人们逐渐习
惯了商超配送、社区配送，所以对于行业来
说是长期利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