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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接受上海锦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对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享有的下列债权进行管理和处置。根据上海锦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债权及收益权转让协议》

（编号：锦项2021（转）0501），以及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签订的《分

户转让协议》（编号：锦项2016北京210501）之约定，上海

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联合公告债务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作为下列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 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日期：2021年6月3日

乡镇快递网点倒闭

一场猝不及防的收费让居住在广西贺州

市平桂区沙田镇的王女士（化名）一时间难以

适应，她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常去取快递

的代收点从6月1日起开始收取件费了。从她

提供的信息来看，记者了解到，该代收点于5

月21日发布通知，称由于同行间价格战愈发

激烈，近年来派费一降再降，上级快递公司无

法维持正常运营。中通、圆通、韵达快递将于6

月1日起取消乡镇网点，快件只送到市区。

该代收点强调，为方便乡亲们领取自己

的快递，自6月1日起网点自行安排车辆托运，

并向客户收取托运到乡镇自取点的费用。费

用分别为3KG以下收取2元/件，3-10KG收取

3元/件，10KG以上收取5元/件。同时，通知补

充称，此费用秉承自愿原则，不强行收取，不

能接受的客户请到市区免费领取。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北京商报记者向中

通、圆通和韵达该片区的网点进行核实。一位

圆通的网点老板表示情况属实，语气颇显无

奈。“因为价格战，目前沙田镇的快递网点很

难运营下去，都倒闭了，如果无法接受快递收

费，可以趁着去市里办事时顺路去免费取件，

我们可以将这部分愿意前往市区的客户的包

裹单独分出来，但取件也有时效要求，如果超

出了3天还未来市里仓库取件，就会退回给商

家。”他说道。

该老板提及，因为与乡镇代收点签署了

协议，要求其不能强制收费，所以后者只会将

愿意付费的客户的包裹运输至代收点。而中

通和韵达的网点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一位

韵达的网点老板称，因为乡镇网点关门，目前

快件只送往市区，不再派往乡镇，若想免费取

件只能前往市区。

中通、圆通和韵达相关负责人对上述区

域网点情况是否知情？是否会采取相关措施

应对收费现象？北京商报记者暂未收到回应。

价格战的苦果

“本来一周就取一两个快递，还要收几块

钱，都不太想网购了。”王女士说道。事实上北

京商报记者询问后发现，王女士的经历并不

是个例。除了沙田镇，贺州市八步区的铺门镇

等地也出现了上述情形。

对于该情况，贺州市邮政管理局相关工

作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道，最近确实接

到了相关投诉，邮管局会根据用户反馈进行

核实、取证，如果存在收费情形，会对相关企

业采取约谈、要求整改等措施。因为按照规

定，网点不能向消费者收取快递费用。

此外，一位安徽省休宁县溪口镇的消费

者称，除了顺丰和中国邮政的包裹不收费外，

其余快递品牌都要收一定的取件费。

事实上，从2019年4月开始，国家邮政局

已在全行业开展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清理

整顿工作。数据显示，截至同年8月29日，全系

统针对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情况实施行政

处罚273起。然而，这也进一步暴露出快递乡

镇网点所面临的困难。据公开资料显示，由于

无法经受成本强压，部分地区例如四川南部

县、资中县的部分乡镇网点遭遇倒闭或萌生

退意。

在从业人士眼中，收费之举实属无奈。

一位贺州市的中通网点老板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达了难处：“以前包裹送到网点还是1元

/ 票，现在价格战越来越狠，派费低到0.2元/

票，谁有能力把快递送到乡镇啊？”另一位乡

镇网点老板称，目前派费为0.5元/票，只能向

客户收取费用，而且罚款压力越来越大，“我

收到的通知是，第一个月罚款各分摊50%，第

二个月分摊30%，第三个月分摊10%，以后网

点自理”。

“快递加盟商也要生存，现在乡镇的派费

不仅低到五六毛一票，还要承受各种罚款，拉

货运输、门店租金、人力各类成本压着，没人愿

意做亏本生意。”一位网点老板坦露了苦衷。

盈利闭环仍在摸索

一位资深快递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

坦言，为了能扩大乡村网络，让乡镇网点能够

生存，公司允许这类网点和其他快递品牌进

行共配，而这在加盟协议中本是违规行为。

“特别是在非产粮区，加上一些地区当地

产业较薄弱，导致派件量远大于收件量，所以

乡镇网点难以自负盈亏，共配模式也是在加

盟商无法覆盖商业成本的情况下产生的模

式。但该模式下，成本如何降下来，也面临一

定瓶颈。”该人士表示，“例如在一些省份城

市，快递企业以三四个转运中心来对该区域

实现覆盖，但各家的转运中心位置又不太一

样，要是进行拼车，也较难降低运输成本。”

尽管快递网络向乡镇延伸还有诸多成本

难点，但政府相关部门与企业仍在不断寻找

可实现的路径。2020年7月，国家邮政局印发

《关于开展“快递进村”试点工作的通知》，决

定在6个省（区）和15个市（州）组织开展“快递

进村”试点工作，以政府投入支持，企业资源

共享、设施共建来打造农村快递样本。

而就在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

布《关于全面推进邮快合作下乡进村的通

知》，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在2021年底前实

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邮快合作全覆盖。

快递专家赵小敏认为，虽然快递进村对

于企业来说投入较大，推进不易，但伴随政策

支持，农村市场空间广阔，目前只有顺丰和中

国邮政走在该市场前列，一旦企业在该领域

投入资源树立壁垒，后者将很难超越。

双壹咨询创始人龚福照则认为，在快递

微利化趋势下，网点老板也急需转变管理思

路。曾经靠抢地盘、拼关系的粗放式经营已经

过去，现在必须要通过经营管理、模式创新才

能赚钱，例如人员如何精细管理、设备技术如

何升级。毕竟在人力、房租成本越来越高，派

费又持续走低的当下，如果不进行精细化运

营，网点很容易被淘汰。

除了政企摸索合作模式，持续十几年的

价格战也有望从政策方面得到遏制。据了解，

4月22日，浙江省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后续

将以法规案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其

中草案提及，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

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给钱才能将包裹送往乡镇，不给钱只能去市区取件，在“6·18”开启之日，一些

地区的乡镇居民却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北京商报记者多方调查走访后独家获悉，

部分中通、圆通和韵达的乡镇网点已悉数倒闭，从6月1日起，快递只运输到市区。

要想在乡镇代收点取件，消费者得交2-5元的取件费。收费背后，乡镇居民、快递经

营者各有苦衷。那么，到底是谁将快递“截了和”？

业绩增长乏力
欢乐家拿什么博弈软饮市场

全国“快递下乡”
推进情况

2018年

网点覆盖率93%
2019年

网点覆盖率96.6%， 农村地区收投快件超150
亿件

2020年

网点覆盖率97.7%， 农村地区收投快件超300
亿件

2021年

网点覆盖率98%

6月2日，欢乐家在深交所敲钟上市，发行价4.94元/股，

截至发稿，欢乐家股价为31元/股，市值为139.5亿元。值得

注意的是，欢乐家拟将近一半募投资金用于扩充产能，但

其2017-2019年罐头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尚不足70%，饮

料产品的产能利用率更是不足40%。与同行相比，欢乐家

饮料产品的销售毛利率、营收规模也远不及养元饮品、承

德露露等同类企业。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欢乐家已赴深

交所上市，但仍不能忽视业绩增长乏力、产能过剩依旧强

行募资扩产等问题带来的经营风险。

产能闲置仍扩产

欢乐家于2001年成立，主要生产经营水果罐头、海

产品罐头及鹌鹑蛋罐头，2014年进入植物蛋白饮料市

场。数据显示，2017-2020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1.95亿元、13.55亿元、14.24亿元、12.47亿元，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8339.18万元、1.61亿元、2.07亿元、1.79亿元。

上述招股书显示，此次欢乐家IPO拟募集资金约

12.92亿元，主要用于饮料和罐头建设、新零售网络建

设、营销网络建设、研发检测中心建设、信息系统升级建

设等项目。其中，“饮料、罐头建设项目”预计投资2.58亿

元，建设期24个月。据欢乐家介绍，该项目实施主体为湛

江欢乐家，建成后，欢乐家将新增饮料和罐头产品产能

合计13.65万吨，其中饮料产品预计10万吨（饮料产品中

椰子汁占7万吨）、罐头产品3.65万吨（罐头产品中热带

水果罐头占2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欢乐家现有产能利用率较低，存在

不饱和现象。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20年1-6月，欢乐

家罐头产品的年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1.56%、63.24%、

51.14%、52.61%；饮料产品的年产能利用率则更低，分

别为31.24%、37.71%、33.64%、24.54%。

在产能没有达到百分百释放的情况下，欢乐家尚未

能完全消化。2019年，欢乐家饮料产品年产能达到46.36

万吨，实际销量仅有16.8万吨；罐头产品年产能达到13.1

万吨，但实际销量仅有7万吨。

对于产能利用率低，欢乐家方面给出的解释是罐

头、饮料和食品的销售有淡旺季之分。不过，即便在每年

的生产旺季，欢乐家的产能利用率与100%也有一定距

离。2017-2019年旺季期间，欢乐家饮料食品的产能利

用率分别为51.73%、72.91%和69.46%，罐头食品的产能

利用率分别为70.1%、72.84%和81.55%。

对于扩建产能是否会增加产能闲置风险以及如何

消化过剩产能，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欢乐家，但截至发稿

并未收到回复。

盈利能力待考

在业内人士看来，欢乐家在产能尚未利用完全的情

况下，仍坚持扩产，与其所在的软饮市场巨大的增长空

间不无关系。弗若斯特沙利文预计2019-2024年中国软

饮料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复合增速5.9%，2024年

中国软饮料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32万亿元。

不过，以目前欢乐家的营收体量以及盈利空间来

看，欢乐家想在万亿软饮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目

前，欢乐家主营产品主要分为椰子汁植物蛋白饮料等饮

料和水果罐头、八宝粥罐头等罐头食品两大类，其中饮料

类产品对营收贡献较大。但从财务数据来看，欢乐家饮料

销售毛利率远不及承德露露、养元饮品等同行业品牌。

招股书显示，2017-2020年上半年欢乐家饮料产品

的销售毛利率分别为35.37%、37.63%、42.57%和44.2%，

而同期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养元饮品的销售毛利率分别

为47.85%、49.96%、52.83%和51.11%，承德露露的同期销

售毛利率分别为47.25%、50.76%、52.62%和54.25%。这两

家公司2019年营收分别为70亿元以上和20亿元以上，同

期欢乐家椰子汁产品营收仅为6.17亿元。

受毛利率较低影响，欢乐家业绩增长稍显疲态。数

据显示，2017-2020年上半年，欢乐家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11.95亿元、13.55亿元、14.24亿元和5.98亿元，

2018-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3.39%、5.12%和-14.63%；同期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8339.18万元、1.61亿元、2.07亿元和8479.18万元，

2018-2020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93.03%、28.46%和-11.29%。除毛利率外，欢乐家营收规

模也远低于同行。数据显示，2020年承德露露实现营收

18.61亿元；养元饮品营业收入为44.27亿元。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在软饮行业，

如果主营产品品类达不到10亿元以上，都属于小微公

司，其产品竞争力也相对较弱。欢乐家的主要产品是罐

头和饮料，每一个品类的体量只有几亿元，相比同行而

言体量小、盈利能力弱，即使获得上市募集资金扩产，短

时间内也很难与同行竞品抗衡。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王晓 实习记者 燕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