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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送快递？ 北京地铁商业化打开想象力

跌破7元 猪价等暖风

2023的上海车展， 像一道神
奇的旋转门。

油电大反转， 新能源车大方
走上“C”位，外资车企主客场对
调，高管们自动进入“中国时刻”，
车展的看点变了， 从过去看车看
人，到如今看技术看生态看科技。

当上海车展拉起“拥抱汽车
行业新时代”的桅杆乘风破浪时，
围观者们早就发现这个新时代不
简单。

燃油车的时代仿佛结束了，
但燃油车企的新时代才刚刚开
始。 传统老牌车企大象转身在新
能源领域大秀肌肉， 造车新势力
逐渐走向成熟， 自主品牌更是向
高端市场发起了“总攻”。人头攒
动的上海车展是一个窗口， 透视
汽车的“新老交锋”。

火药味，从上海车展开幕之前
就弥散开了。 上海车展开幕前夕，
宝马、奔驰、大众三大德系品牌几
乎同时举行的品牌之夜里，加速奔
向电动化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梅赛德斯-奔驰董事会主席
康林松发布自拍并配文“OK回到
中国，太OK了”。宝马大中华区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不仅高喊
“家在中国”， 还表示宝马集团近
半个董事会都来了。

亲自指挥，亲自站台，亲自打
擂。战事不可谓不激烈，沃尔沃豪
言，“新势力会的，我们3年就学会
了；我们会的，新势力10年都学不
会”。 魏牌蓝山则隔空喊话理想，
比“500万以内最好的SUV”更好。
有人感慨， 中国汽车市场从来没
有这么“卷”过。

新能源车上位， 更像是时代
大潮更迭里的新旧动能转换，在
这场全球顶级的汽车盛宴上，激
起人们对于科技以及未来更多的
幻想。

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 受制
于技术、 资金等方面的掣肘，让
我国汽车产业长期徘徊在产业
链低端，而新能源的发展为我国
汽车产业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
的机会。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奔赴
中， 中国新能源车完成了一场市
场大反攻。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到25.6%，
提前三年达成目标。

十年里，上海车展变了，从对
明星、流量、价格、噱头，转向了对
科技、智能、生态的无限追捧。

变化之中，成长肉眼可见。五
年前，大众原董事长哈恩判断，如
果说汽车工业的昨天来自欧洲，
那么汽车工业的明天很可能会在
中国。 而在此次汇集了近半数宝
马集团董事会成员的“创想未来
之夜”上，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
则直言:“今日中国之动向，将引领
明天世界之方向。”

明天能不能在自己手中，自
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至少已
经打开了“中国时刻”的大门。正
如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说， 电动
化的进程在加速， 这个时候是看
谁的资源多、供应链更完善、推出
的产品优势更大， 谁就能赢得更
大的市场。“现在不是大鱼吃小
鱼，而是快鱼吃慢鱼，只有在快的
过程中才能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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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车展的另一扇门
杨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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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配送

据北京市交通委对2023年交通工作计
划的解读，北京将从构建快速轨道网、构建
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强化网络整体运输效
能、突破技术标准障碍、完善轨道网网络功
能五方面，持续优化提升既有线网。其中提
到，将探索利用轨道交通非高峰时段开展物
流配送。

无论是对于北京还是对于北京地铁，这
一举措都将意义非凡。IPG首席经济学家柏文
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这一计
划如果得以实现， 除了提高地铁公司收益之
外， 还能大大提升快递周转速度和降低城市
物流成本。

此外，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秘书长解筱文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该举措可以在
充分利用城市轨道交通运力资源的同时，通
过服务城市物流减少交通拥堵， 助力物流绿
色化、低碳化发展。

事实上， 广州已先于北京一步开始探
索“地铁送快递”。2022年7月20日5时45
分， 首趟变身货运的广州地铁18号线列车
便从冼村站缓缓开出， 并于6时23分准时
抵达位于南沙港区的万顷沙站。 当日参与
货运任务的是18号线的轧道列车。 根据安
全要求，地铁每天载客之前，都要开行一趟
空载的轧道列车， 用以检验线路和设备检
修质量。

此外， 广州地铁先行试点的18号线冼村
站和万顷沙站， 连接了广州市中心和南沙港
区，18号线快线全程只需30分钟左右，夜间地
铁物流专车专线， 确保了货物运达南沙港区
的时效性。

因地制宜

客观来看，北京地铁要展开地铁物流，也
需要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未来北京地铁发展
地铁物流时，既要加强安全风险管控，确保地
铁安全万无一失责任重大， 还要不影响物流
服务效率。”解筱文表示，地铁等轨道交通在
设计建造中未考虑物流通道等问题， 这将给
货物转运等工作带来难度， 一些站点和通道
会出现人货并行的问题，会影响客流秩序，需
要创造性解决。

对于这些问题，广州地铁有自己的答卷。
根据报道， 广州地铁18号线的货运专线开车
时间早于正常对外载客的首班车， 有效利用

了线路闲时的运能， 若是要在正常的运营时
段实现运货，货物将装上靠近列车驾驶室的8
号货运专用车厢， 该车厢与其他乘客车厢进
行了物理区隔， 将货物试点运输对乘客的影
响降至最低， 并且运输途中安排专人进行押
运，确保了货物运输安全。

不过， 北京地铁与广州地铁并非完全相
同，在实现“地铁送快递”上也不能“照抄”。解
筱文介绍， 北京地铁运营里程为807公里，广
州地铁线网里程为621公里，相比之下北京地
铁有着更为广泛的网络线路，同时，北京的市
区范围更大，且地铁承担着首都服务功能，更
强调服务保障性。

眺远营销咨询创始人高承远也向北京商
报记者指出，北京地铁覆盖范围更广，也更加

分散，且安检要求更高，在尝试物流配送过程
中，可能成本、耗时更高。

解筱文认为， 在与广州的比较与学习中
还要结合北京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具体的操作
方案并不断完善和优化， 争取做到扩展地铁
功能和提升地铁效益的同时， 不影响地铁所
承担的城市客运功能。此外，解筱文建议，“地
铁快递不能孤立发展。 要积极寻求与高铁快
运无缝衔接， 进一步把干线运输和城市配送
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在新建地铁、城轨
站场中， 也要做好物流通道及相关配套工程
规划建设，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

想象空间

“北京地铁探索非高峰时段物流配送，
实际上是地铁商业化的一种路径， 相当于

地铁运力‘闲时流量’ 的多功能探索。”高
承远认为，“该计划的提出， 是地铁作为公
共产品充分市场化的重要探索，如果实现，
将为全国的地铁开辟新的商业模式和想象
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中心主任宋向清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直接而言，它将使物流配送更
加快捷，随之而来的间接影响则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这种交通运能的调配可能会使地铁
沿线， 尤其是地铁出口的商业空间进一步得
到利用。”宋向清介绍，“另一方面，货物周转
量提高，企业补货会更加及时，居民消费也能
够更加便利， 整个城市的商业活力会进一步
提高。”

地铁货运带来的想象空间， 既来源于运
货这一全新的运输功能， 也来源于其丰富的
可利用空间。目前，对于具体安排，北京交通
委已然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非高峰时段。这
一时段有多长？ 北京地铁相关负责人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北京地铁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
之间一般都是平峰。在平峰内，客流量较少，
满载率较低，车厢空载情况常现，也给货运提
供了极大的利用空间与价值。

“利用地铁、城轨等公共交通非高峰时段
进行物流配送，这些创新探索的思路和做法，
主要借鉴于中国高铁快运发展的成功实践。”
解筱文指出，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高铁快
运从小变大，已经成为中国铁路、中国物流业
的知名品牌， 走出了中国式现代物流的一条
新路，写入了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
目标纲要等多个国家重要规划。

“有理由相信， 有了高铁快运的成功模
式，在地铁、城轨等系统发展物流业务也一样
可以取得成功。”解筱文说。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1. 构建快速轨道网

2.构建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3.强化网络整体运输效能

4.突破技术标准障碍

5.完善轨道网网络功能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对2023年交通工作计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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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北京市交通委解读

2023年交通工作计划时提到， 将探

索利用轨道交通非高峰时段开展物

流配送。

在北京之前， 广州地铁已于

2022年开展了先行先试。不过，有关

专家分析认为，相比广州地铁，北京

地铁有着更为广泛的网络线路，且

安检要求更高， 因而在落实中可学

习广州的经验，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完善和优化。未来，该计划若实

现， 也将进一步为全国轨道交通提

供新的商业模式和想象空间。

低位运行

跌破成本价后，生猪养殖进入亏损期。据国
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消息，截至4月14日，全
国猪料比价为4.24，环比下降1.85%。按目前价
格及成本推算 ， 未来生猪养殖头均亏损为
208.12元。

在生猪成本计算上， 广东一位生猪养殖业
内人士李宗晖（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普遍
情况下生猪养殖成本是8.5元/斤，散户因为养殖
技术的不同成本有高有低， 部分养殖规模大的
企业能将成本控制到7元/斤。其中，成本最高的
是中大型猪场，没有规模优势、饲料成本高、管
理成本高，缺乏大企业核心的降本增效技术，而
且容易受到疫病影响，成本相对较高。

按照这种成本计算， 当下标重120公斤/头
的生猪出栏可能亏损300元左右， 二次育肥后
150-180公斤/头的生猪亏损则更高。

生猪价格创下新低的同时， 猪肉价格也在
同步下降。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和山东卓创
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监测，2023年第15周
（即2023年4月10日-14日），16省（直辖市）瘦
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
17.92元/公斤，环比下跌2.3%，同比上涨7.1%，
较上周收窄2.6个百分点。

针对近期生猪价格较低情况， 国家发改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因市场供应较为充足、猪肉消费阶段
性偏弱，生猪价格总体低位运行。近期，国家发
改委多次组织有关方面对后期生猪市场形势进
行分析研判。

产能过剩

就今年猪价持续走低的情况， 李宗晖认为
核心原因始终是能繁母猪数量一直高于4100万
头的合理存栏之上， 仔猪供应和出栏肥猪也都
保持在较高水平。

“但大部分养户在年初仍对市场十分看好，
因而采取了积极补栏的举措。” 李宗晖称，2023
年初猪价始终低迷，多数养殖户押宝第二、第三
季度猪价会反弹， 因此大量引入仔猪和进行二
次育肥。另外，受前段时间猪瘟影响，大部分养
户更认为市场上生猪产能将会下降， 进而加速
补栏， 使得原本产能过剩的生猪市场产能进一
步过剩。

而实际上，李宗晖认为，其实非洲猪瘟防控已
经成为猪企的常规工作， 即使出现非洲猪瘟造成
损失的情况，如今也可以快速控制，不会再出现过
去几年非瘟席卷后“寸草不生”的极端情况。

在生猪整体产能情况上， 中国畜牧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在2023第十九届畜牧饲料科技与经
济（全球）高层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生猪近期
产能7亿头以上，加上在建和闲置生猪产能超过
10亿头，再算上目标产能可能超过15亿头。该负
责人建议，行业应该把步子放缓一些。

与生猪相对的猪肉市场供给同样充裕，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朱增勇指出， 一季度猪肉产量1590万吨，同
比增长1.9%， 猪肉进口53万吨 ， 同比增长
37.1%。猪肉供给仍然呈现较充裕的特征，因
此春节生猪价格下跌后 ，2月开始总体呈现
低位震荡的现象。

理性出栏

“生猪和猪肉市场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
消费，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既要防止肉价过高增
加居民负担， 也要防止肉价过低伤害养殖企业
积极性。”孟玮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不断总
结完善生猪猪肉价格调控工作的实践经验，专
门出台猪肉储备调节预案， 就是希望通过储备
调节等手段，推动生猪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针
对今年以来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的情况， 国家发
改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会同有关部门于2月份
挂牌收储今年第一批2万吨中央猪肉储备，督促
指导各地同步收储“托市”。

展望后续供需情况，朱增勇表示，一季度末
生猪存量43094万头，同比增长2%。因此，二季
度随着消费回暖， 供需将会逐渐向基本平衡转
变。仔猪供给量自上年8月开始总体呈现稳中有
增，因此下半年生猪供给仍然有保障，同时猪肉
进口预计继续保持小幅增加，“全年猪肉供给将
会较上年稳中有增”。

就后续价格走向，朱增勇认为，2023年生猪
价格将会呈现明显窄幅震荡特征，“随着消费提
振，预计4月底开始猪价将震荡反弹，但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很小， 预计二季度开始猪价总体将
会逐渐温和回暖”。

李宗晖则认为回暖需要的预期更久，“受前期
养户积极补栏影响，当前产能高峰期尚未来临，上
半年行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需到三季度末，前期
积压的产能释放干净后，才会逐步回暖”。

在如何平衡当下和后续供需上， 受访者一
致建议养殖户理性出栏， 不要因寄托于后续行
情回暖，再出现集体压栏、集中出栏进而导致价
格短期内快速下跌的情况。

在政策端， 孟玮在当天的会上表示， 下一
步， 国家发改委将继续密切跟踪生猪市场动
态； 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猪肉储备调节预案规
定，及时开展中央猪肉储备调节工作，必要时
加大工作力度， 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同
时，建议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保持正常
出栏补栏节奏。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陆珊珊

4月19日，中国养猪网生猪（外三元）报价13.99元/公斤，已连续三天跌破7

元/斤，不过，较4月18日创下年内新低13.94元/公斤后有所反弹。这个价格也

意味着生猪价格已经跌穿普遍8.5元/斤的养殖成本价。

针对近期生猪价格较低情况，有关方面分析认为，目前国内生猪产能总

体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生猪价格进一步明显下跌的可能性较小；随着后期猪

肉消费稳步恢复，生猪价格有望逐步回升至合理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