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件量将是当前的3倍”

在“双11”节点，末端网点细微变化牵动

着各方的神经。10月25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

位于朝阳区的菜鸟驿站罗马街区店时发现，

店内和店外均堆放着大量包裹。

事实上，每当大促来临，末端网点在人力、

资源分配、揽件指标等方面的压力都会开始迅

速攀升。在走访时，北京商报记者看到，部分品

牌的快递三轮车身上贴出了招聘启事，以底薪

5000-6000元来招募快递员。在朝阳区青年路

附近的某小区门口，圆通的快递员不仅摆放了

快递架，还设置了移动的妈妈驿站。一位快递员

向记者介绍，他派送的范围包含两个社区，据

他了解，第一个社区日均包裹量为400-500件，

有2个快递员配送，另一个社区日均为

1000-1300件，安排了5个人配送。“‘双11’高

峰期时，派件量将是当前的3倍，”他说道，“现在

我是早上6点半上班，晚上大概9点左右下班。”

为了应对大促攀升的快递量，不少网点

正在设法吸纳人手进行末端配送，然而部分

网点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今年“双11”

的经营压力较大。“当前越来越低的派费利润

使得招人变得较为困难，同时总部对‘双11’派

件量等指标考核严格，需要处理的数据较多，

如果没有完成指标网点会被罚款，这又会导

致业务员更加难找。”一位加盟商如此表示。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7月发布的

《2020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

业排行》显示，快递员成为全国最为短缺的职

业之一，位列第二名，而北京位列需求城市第

一名。

极兔的机会？

在运力资源紧张的当下，部分快递员还

出现一兼多职的情况。一位居住在海淀区的

王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双11”期间她在

拼多多上购买了商品后，订单由圆通的快递

员送货上门，而快递包装上显示的却是极

兔速递的标志。

可见，对于3月进入国内并迅速起网的极

兔速递来说，“双11”所形成的大量网购需求

无疑是新人露面、树立品牌印象的好时期。据

相关媒体报道，在“6·18”之后，极兔速递的日

均快递单量已经稳定在500万单以上。与此同

时，为了较快提升末端网络和运力，极兔速递

会以高出几毛钱的派费来吸引其他品牌的快

递员进行代发，因此这也引起了其他快递企

业的警觉。

在圆通、申通相继禁止全网代理极兔速

递的业务后，10月19日，韵达在内网发布《关

于全网禁止代理极兔业务的通知》。其提及，

韵达速递下属加盟公司（含承包区）不得以任

何理由、任何形式加盟极兔网络及承包区；揽

派两端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代理极兔

快递业务。

值得玩味的是，每当一家通达系企业禁

止极兔速递“蹭网”，该事件便会成为热议。在

快递专家赵小敏眼中，事实上极兔速递的实

力当前还无法与成熟的快递企业相比。他表

示，做物流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不仅

需要庞大的资金消耗，土地资源的获取、场地

设备建设等也是时不我待的事情。

另一方面，极兔速递的重要合作伙伴拼

多多因平台订单量的猛增态势，已经令人无

法忽视其在物流领域的布局动作。10月21日，

据拼多多CEO陈磊公布的数据显示，拼多多

平均每天寄出的包裹超过7000万件，约占全

国快递量的1/3。

竞速圈地

其实，除了因拼多多获得流量关注的极

兔速递外，今年国内还悄然出现了两个加盟

制电商物流网络，分别为京东的众邮快递和

顺丰的丰网速运。

据众邮快递微信公众号资料显示，当前

众邮快递已经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7地

开放加盟。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众邮快递已

经在全国范围内铺设网点超过530家。在华北

区域，未来规划一级网点数量将超过560家。

而来自顺丰的丰网速运，即深圳丰网速

运有限公司在今年8月获得国内跨省经营快

递许可。不过，和其他品牌开放加盟不同，丰

网速运将会优先从顺丰加盟制快运品牌顺心

捷达中寻找加盟商。

自营物流企业均以加盟制招式入局，无

疑是将通达系盘踞已久的电商物流市场再掘

出一杯羹。近日，据相关自媒体平台爆料，某

二线快递公司将被龙头企业接管，后者将通

过入股的方式接管该品牌，并将该品牌业务

并入自身新的电商网络。

该消息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议论，其中被

提及次数较多的物流品牌为顺丰和天天快

递。一位资深从业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

认为，物流行业的小道消息一直很多，这则

消息所指的两家企业可能是顺丰和天天快

递。“今年顺丰的特惠件增速太快，丰网速运

也要起网，所以有一定运作的可能。”他表

示，顺丰的电商件单量增多了，对顺丰的现

有产能会造成较大的压力，对自身品牌也会

造成一定损害，所以才会有丰网速运的诞

生，而丰网起网所借助的网络，目前只有顺

心捷达。

为此，北京商报记者向顺丰相关负责

人询问该消息的真实性，截至发稿暂未获

得回应。2019年5月，顺丰针对电商市场及

客户推出特惠专配产品。其2020年半年报显

示，顺丰经济件业务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

201.83亿元，同比增长76.12%，业务量同比增

长240.86%。

而天天快递则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

苏宁易购发布的2020年半年报显示，天天快

递上半年营收为5.61亿元，亏损5.52亿元。而

在2019年和2018年，天天快递的净亏损分别

为17.86亿元和12.97亿元。

同时，苏宁易购在财报中表示，截至2020

年6月30日，应收天天快递加盟商加盟费约人

民币1.55亿元。因加盟商长期经营困难，该等

应收款项逾期已久且经多次追讨仍无法收

回，集团认为该应收账款难以收回，因此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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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前夕：快递网点承压，企业疯狂圈地

“完达山已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关

键时刻。”在完达山近日举办的上市工作专题

会上，完达山董事长王贵表示，要全力加快推

进上市各项工作，并进一步明确了上市工作分

工和责任部门。王贵急于推动完达山上市的心

情可以理解，对于完达山来说，想要改变当下

落后的局面，上市获得融资是为数不多的选

择。不过，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中国乳业市场赛

道已经发生变化，这家老牌乳企还能在新浪潮

中再掀起新的波澜吗？

进程加速

继启动IPO计划后，王贵再对完达山上市

提出“速度”上的要求。

“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大环境下，

要尽快完成完达山上市工作，培育更多的商业

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品牌营销能力和市场竞

争能力已迫在眉睫。”王贵表示，要横下一条

心，立即行动，全力加快推进上市各项工作，进

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升企业价值。

针对加速上市具体做了哪些方面规划，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采访了完达山相关负责

人，对方表示，以完达山召开的上市工作专题

会议为准。

按照会议内容，完达山已建立上市推进情

况台账、半月例会、工作提醒、微信工作群等工

作制度，做到定期汇报、定期反馈。并建立了倒

计时机制，抢前抓早、全力以赴尽快推进企业

经营与资本运作的有机结合。

经济学家宋清辉称，完达山是为谋求更大

的利润空间，考虑加快上市进程。

今年5月，王贵曾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完

达山已经准备启动上市工作。彼时，完达山

刚刚提交IPO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机构采购

项目。

完达山加快上市进程，也被业内认为是在

圆20年前的“上市梦”。早在2000年，完达山就

传出将在A股上市的消息。2003年4月，完达山

完成过会，主承销商为东北证券。但由于完达

山高管人员出现变动，在距离资本市场只差

“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完达山IPO戛然而止。

对于完达山再次冲刺IPO，香颂资本董事

沈萌认为，业绩和成长性是完达山上市最重要

的指标。完达山迫切想要上市一方面是因为其

主要竞争对手都陆续登陆资本市场，对完达山

形成更明显的竞争优势，完达山只有通过上市

才能拉近彼此距离。另一方面，目前A股情绪

在改革政策红利刺激下保持高位，上市估值在

此时会更理想。

市场红海

为加快上市进程，围绕“双百亿”发展战

略，完达山开始调整业务布局。同时，完达山还

调整了奶粉业务管理模式，撤销了原奶粉事业

部，成立了奶粉营销中心和奶粉生产中心，实

现了产销分离。

按此前披露的奶粉产品战略，完达山将巩

固婴幼儿奶粉传统优势业务，增加成人奶粉收

入消化产能，实施“婴配粉+成人奶粉”一主一

辅发展战略。预计到2025年，完达山奶粉业务

实现收入46亿元，其中，婴配粉36亿元，成人粉

10亿元。

2020年以来，完达山乳业多款产品上

市。在儿童奶粉领域，完达山针对不同年龄

段儿童对于营养的不同需求，推出了五大品

类、8种单品的诸葛小将系列儿童奶粉；在有

机A2奶粉领域，完达山将消费人群进行细

分，针对孕产妇、儿童以及家庭各年龄段对

营养的不同需求，发布了4款A2β-酪蛋白

有机新品。

到2025年，完达山将打造4款年营收5亿元

以上的大单品、2款助力品牌提升和年轻化的

大单品，液奶业务实现收入55亿元，其中内生

增长45亿元，外延并购增长10亿元。

不过，在乳业专家宋亮看来，虽然完达山

有意拓展奶粉领域的细分品类，但无论是A2

奶粉还是儿童奶粉，市场上早已琳琅满目，完

达山无论是在新品上市时间上还是品类上都

没有绝对优势。要想借此实现业绩大幅增长，

恐怕很难。

除了调整产品，对于下属公司，完达山进

行了撤并整合，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和停产

的公司进行清理，进一步整合边缘业务，盘活

闲置资产。

落后的“前浪”

始建于1958年的完达山，可谓是乳业的

“老兵”。尽管成立较早，但近年来的发展中，逐

渐被飞鹤、蒙牛等企业赶超。

虽然完达山在2019年“中国500最具价值

品牌”榜单的品牌价值达366.18亿元，且在东

北，完达山液奶在黑龙江的市占率位列前三，

但从整个市场上来看，完达山并未名列前

茅。2019年，中国乳品销售规模达4196亿元。

从企业的市场份额来看，伊利、蒙牛、光明位

居中国乳制品企业前三名，合计市场份额高

达59.2%。

蒙牛于2004年上市，2019年营收已经逼

近800亿元，并制定了“打造双千亿的国际化

公司”的目标；三元于2003年上市，2019年营

收也已突破200亿元，销售网络覆盖北京各

城区、郊区及全国50多个省、市及地区；飞鹤

也于2019年实现上市，2019年营收达到137

亿元。

相比之下，2019年，完达山乳业制定了“双

百亿”发展战略目标，即到2025年实现收入

100亿元，上市后市值超100亿元。显然，在诸

多上市的乳企中，百亿营收已经不是梦。

而在市场上，除了有伊利、蒙牛、光明等巨

头盘踞，均瑶乳业、天润乳业、科迪乳业等企业

的上市，也进一步瓜分了市场份额。

宋清辉说，目前，完达山面临的市场竞争

十分激烈，同时存在着机制落后、核心竞争力

不足等诸多问题。未来，完达山亟须打造核心

竞争力，并找寻到适合其自身且区别于其他乳

制品企业发展的差异化战略。

“每家企业都有上升期和衰退期，完达山

如果能抓住此次机会实现上市，也不失为一个

正确选择。”快消品新零售专家鲍跃忠称。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白杨 王晓

上市提速 完达山还来得及吗

电商平台开启预售

后， 末端快递市场变化如

何？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

后了解到，业务量攀升、人

力资源紧缺、考核指标等

压力开始在末端网点加

速显现。与此同时，在业

内，部分快递品牌的“蹭

网”行为遭遇禁止，而龙头

企业整合物流资源的传言

一时难分真假。 在快递量

井喷前夕， 电商物流行业

正涌动着暗流。

菜鸟驿站罗马街区店门口阶梯处堆满了未领取的快递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赵驰 实习
记者 刘迪雅）10月26日，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通告，推广

应用“北京市冷链食品追溯平台”（以下简

称“北京冷链”），以实现对进口冷藏冷冻

肉类、水产品的追溯管理。

通告要求，北京进口冷链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应在“北京冷链”中完成主体用

户注册，并自2020年11月1日起，使用“北

京冷链”如实上传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

产品来源、流向等追溯数据。已有自建追

溯系统的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可采取批量导入或系统接口等方式上传

数据。

据了解，此次“北京冷链”实行“首站

赋码”管理，通过实施“首站赋码、进出扫

码、一码到底、扫码查询”的管理模式，对

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在京流通开展

追溯管理，力求做到“来源可追，去向可

查”。对未上传追溯数据的相关产品，本市

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做到不采

购、不销售、不使用。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北京多家商

超企业。沃尔玛方面表示，沃尔玛一直致

力于与政府及优秀供应商合作推进整体

行业可追溯的进程，通过可追溯系统为消

费者提供真实的追溯信息，提升消费者对

沃尔玛商品品质的信任度，同时有效敦促

供应链上游提升质量安全水平。此前，沃

尔玛中国在2019年正式启动沃尔玛中国

区块链可追溯平台。消费者通过扫描商品

上的二维码，可了解到供应源头及沃尔玛

接收的地理位置信息、物流过程时间、产

品检测报告等详细信息。目前，平台已纳

入100多种商品，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供

应商参与到区块链可追溯平台中。

物美超市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物美超市10月份已经开始试点

“北京冷链”平台，目前大部分门店已将数

据上传，在11月1日前所有门店将全部上

传完成。“比如物美三里河店，消费者可通

过‘北京冷链’小程序二维码扫描检查冷

链进口产品全程追溯情况。现在还没有覆

盖到所有的门店，但是大部分门店都已经

上传完毕了。”

据悉，按照相关流程，食品经营单位

在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时，应在进口冷藏

冷冻肉类、水产品产品包装或货柜明显处

加贴“北京冷链”电子追溯码。消费者在购

买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时，可通过

微信、支付宝中的“北京冷链”小程序扫描

产品包装或销售货柜上的电子追溯码，更

加便捷地查询所购食品的质量安全和产

品追溯信息。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应做到无数据不采购、不销售、不使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鸣向北京商报记者

评价称，“北京冷链”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直接进行监管，将有利于实现监管过

程的统一化、标准化；通过实施“首站赋

码、进出扫码、一码到底、扫码查询”的管

理模式，可实现各流通环节的操作主体、

监管主体以及终端消费者对于进口肉类

和水产品进京后的溯源以及全流通过程

的追查，及时了解货品的流通过程以及产

品信息。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冷链商品追溯体

系不够完整，监管的精准性有待提升。秦

玉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传统的食品追溯

系统一般只能追溯到生产企业，无法让食

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都参与进来，做到真

正的全程可追溯。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批

发市场的农贸产品数据依赖于台账（表

格、电子邮件、纸张记录等信息记录方式）

或统一的中央数据库，数据在存储、传输、

展示等环节可能存在效率低下或信息被

篡改的问题；系统在多个环节还处于人工

作业状态，可能屏蔽对信息提供者不利的

基础信息；系统追溯多停留在生产加工环

节，缺少下游销售环节数据信息。

北京启用冷链食品追溯平台
无数据不采购、不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