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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站周岁 北京“八大站”提速

中药材价格的异路狂飙

阿里巴巴一环扣一环的变革节
奏，终于在6月20日迎来了小高潮：蔡崇
信接替张勇出任阿里巴巴第三任董事
会主席， 吴泳铭接替张勇出任阿里巴
巴第四任CEO， 而卸任集团一号位的
张勇专职出击阿里云智能。

马云“退休”之后，阿里如此级别
的变动已经多年未见。自2019年马云卸
任董事会主席， 这艘互联网大船的掌
舵者一直是张勇，更早的脉络从2015年
他接任CEO就逐渐清晰。

如今， 以董事会主席和CEO为核
心岗， 阿里名义上的掌舵者换成了蔡
崇信搭档吴泳铭。 而在不少观察者眼
里， 更大信号是马云回归。 马云回来
了，马云讲话了，马云指明了方向，此
类消息很多，外界某些说法不无道理，
但还是把本质搞错了。

作为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和永久
合伙人， 马云之于阿里一直“退而不
休”，他战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某些重
要节点或事件的直接过问， 从来没有
停止。马云从未离开，也就谈不上马云
大举回归。

危局之中， 外界特别容易夸大精
神领袖的作用。对于转型期的阿里，马
云当然重要，但绝不是100%，甚至超不
过50%。

对马云的夸大， 意味着对阿里长
期企业文化的否认。 以合伙人制度为
核心标志， 阿里近十年组织架构调整
的基调没有变， 那就是弱化单一角色
对公司的影响， 而着重于高管的集体
决策集体智慧， 即便张勇最近五六年
是阿里集团层级的掌舵者。

在阿里的历史上， 组织架构的调
整，分分合合是常态，原则就是适应不
同阶段不同发展需求， 应对不同阶段
不同外部竞争。与其说阿里召唤马云，
不如说阿里各路高管找回自己、 唤醒
自己。

高管的自我觉醒，是庞大公司再创
业再创新的第一关卡：闯过去转危为安
前途似锦，闯不过去很难活到102年（阿
里的愿景）。

从这个角度，阿里一系列组织变革
才能顺理成章。张勇all�in阿里云，是集
团掌舵者重回一线业务、 前瞻业务；此
前一度淡出的蔡崇信、吴泳铭，是老将
回归， 从控股公司的角度发挥投融资
和串联孵化的价值； 本地生活集团
CEO俞永福、 国际数字商业集团CEO
蒋凡、淘宝天猫商业集团CEO戴珊，每
一个人都算得上阿里老将， 也在过往
阿里组织变革或个人经历上有这样那
样的“波折”。

万事找马云、 万事找张勇已经不
再有效。如今，独立的要求和竞争的难
题摆在了阿里高管面前， 让他们各自
解决。

内部赛跑很残酷，阿里云、菜鸟、盒
马等给出了上市时间表，需要跑得快一
点、决绝一点；淘宝天猫是阿里的基本
盘，是受拼多多、京东、抖音电商等外部
冲击最猛烈的部分；大文娱、本地生活、
国际电商等业务的压力只多不少……

无论从公司结构还是高管权限，阿
里变革把自己逼到了绝地。这也足以反
证，如果召唤马云就够了，又何必分家
成业。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不是召唤马云而是阿里高管找回自己
张绪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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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站南站减压

丰台站的开通加强了北京综合交通运输
服务功能，极大便利了市民出行。根据北京铁
路局的数据，一年来，北京丰台站累计发送旅
客750万人次，到达旅客825万人次，日均接、
发旅客列车116列。根据北京铁路枢纽研究成
果， 北京丰台站旅客发送量远期将达到7207
万人。

这也为北京西站、南站减轻了运输压力。
例如，春运期间，丰台站累计发送旅客104.8
万人次，到达旅客132.5万人次。同期，北京西
站累计发送旅客353.2万人次，到达旅客383.3
万人次；北京南站共计发送旅客361.3万人次。
而在2019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619
万人，北京南站发送旅客504.8万人，两大站
共同承担了超千万的旅客发送量。

中国铁设丰台站改建工程总工程师陈世
和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除了春运高峰
站内摩肩接踵、周边路网交通压力大外，北京
西站还面临扩能受限问题。过去，京广客运专
线的落客站只有北京西站一处， 受西站发送
能力影响，京广客专再增加车次比较困难。

据陈世和介绍， 丰台站的开通即可解决
这一难题，有效分散西站客流，增加首都开往
全国的列车对数， 加强首都与全国城市的联

系。“西站通过京雄城际则将开行更多去往雄
安、石家庄等地的城际列车，方便跨城工作人
员的日常通勤， 同时通过京雄城际的大兴机
场站，机场和中心城区旅客可以快速直达，为
机场的旅客集散提供了一种便捷快速的交通
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丰台站将客运专线、城际
铁路、市郊铁路、城市公交、轨道交通等基础
设施融为一体， 形成城南地区新的大型综合
交通枢纽，更好服务于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 促进城南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

从“老四站”到“七大站”

丰台站仅是北京城市规划中的一隅。根
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北
京铁路枢纽规划了八个大型客运枢纽站，包
括北京北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丰
台站、北京朝阳站、城市副中心站和清河站。
八大站中，北京北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
京站开通较早， 清河站于2019年12月30日投
入使用； 北京朝阳站2021年1月22日投入使
用；2022年6月20日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这
张“蓝图”中，只剩下城市副中心站正在加紧
建设。

对于各站的分工布局， 陈世和曾介绍，

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主要承担枢纽西南部
客流， 北京南站主要承担枢纽东南部客流；
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主
要承担枢纽东北部客流；北京北站、清河站
主要承担枢纽西北部客流。如此一来，每个
站各有专攻，“把口”有责，有利于扩能增加
车次。此外，旅客也可以根据乘车出行方向，
比较清晰地判断要到哪个站坐车。由于车站
分方向开行列车， 因此列车发车频率高，旅
客根据到达车站时间， 改签后可很快出发；
同时即使旅客走错车站，由于枢纽内各站间
的互通，旅客可以快速到达目的车站，满足
旅客出行的需求。

“如果超大型城市只设一个车站，由于旅
客过于集中，既不利于旅客疏散，也很难建成
那么大规模的枢纽站满足运输需求。 从世界
范围看，超大型城市多会规划环形枢纽布局，
在这个环线上建设多个车站， 车站按方向进
行分工、把口。”陈世和表示。

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

站“老四站”到目前的“七大站”，北京火车站
点布局逐步完善， 各站的落位也与北京的发
展规划息息相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
市经济社会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向北京
商报记者指出， 北京正在打造多中心交通枢
纽格局。“交通枢纽的打造有助于人流、 物流
往其周边流动，目前，除了北京站位于较为中
心的位置外，丰台站、南站、西站都位于丰台
区，正在建设的城市副中心站位于通州区，位
置相对分散，这就有助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减
少人员在城市核心区的聚集， 让空间留出来
保证首都功能， 也一定程度地解决了北京的
大城市病。”

“第八站”不远了

2022年， 丰台站的开通让北京迎来拥有
七座大型客运枢纽站、两座国际机场的“七站
两场”交通发展新时代，未来，还有“一站”也
将按计划到来。

据媒体报道，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01标段站房核心区地下候车层结构
已于近日完工，正式转入地下三层站台层结
构施工。按照计划，该工程将于2024年底建
成通车。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位于城市副
中心“一带一轴”交会处，西起北运河东岸，东
至东六环外路县故城遗址区， 北起京哈南侧
路，南至杨坨中路、杨坨一街，实施范围约59
公顷，地下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从效果图
上看，车站结构分为三层。地下一层是城际铁
路和地铁进站厅， 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和商业
配套设施。 地下二层是城际车站候车厅和出
站大厅， 以及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
M101线、6号线的换乘空间，并设置了社会车
辆与出租车上客区。 地下三层是城际车站站
台与轨道层。同时，将利用夹层空间，设置东
西两处公交场站。

此外，据估计，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建成后， 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
枢纽， 可实现城市副中心1小时直达雄安新
区、35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5分钟直
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同时，按照“站城一体”
规划设计，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地上综合开发面积为139万平方米，汇集五星
级酒店、5A级写字楼、公寓、文化艺术展览、商
业、休闲等业态。

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
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看来，城市
副中心站的建设既有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
需要， 又有对接雄安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同时还能快速直达北京两大机场，也可
以更好地辐射到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城市副
中心站的建成， 未来将成为北京对外开放的
新支点、产业升级的新支撑，也会成为支持雄
安新区发展的新基地。”宋向清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累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到达旅客825万人次；日均接、发旅客列车116

列……6月20日，北京丰台火车站（以下简称“丰台站”）亮出了开通一周年的运

营“成绩单”。2022年6月20日，改扩建后的丰台站正式开通，这座百年火车站

不仅完成了从“北京最早”到“亚洲最大”的华丽转身，也成为了北京西站、北京

南站的“减压神器”。根据北京的规划，丰台站是布局“八大站”的重要落子。从

二环路的北京站，到南三环路外的丰台站，再到东六环路外在建的城市副中心

站，也可一窥从内向外地延伸着北京的发展脉络。

根据北京铁路局的数据，

一年来，北京丰台站累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

到达旅客825万人次，

日均接、发旅客列车116列。

根据北京铁路枢纽研究成果，

北京丰台站旅客发送量远期将达到7207万人。

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

主要承担枢纽西南部客流

北京南站

主要承担枢纽东南部客流

北京站、北京朝阳站、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主要承担枢纽东北部客流

北京北站、清河站

主要承担枢纽西北部客流

“药材价格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暴涨势态”
“超过200个常规品种年涨幅超过50%”“中药
材市场存在崩盘风险”……中药材价格的异常
高涨引起了业界关注。 中药材市场怎么了？为
何出现了如此剧烈的价格波动？

淡季异常涨价

今年以来，中药材价格出现了异常上涨。北
京商报记者通过药通网对亳州、安国、成都、玉
林几大交易市场常用大宗药材价格进行检索发
现，有超过200个常规品种年涨幅超过50%，100
个常规品种年涨幅超过100%，25个常用大宗药
材年涨幅超过200%。通过对中药材天地网的中
药材行情进行调查，部分情况更为严重。

具体到各种中药材品类，亳州市中药饮片
产业促进会关于中药材市场价格异常增长的
报告显示，常见中药材甘草、白芍、酸枣仁、当
归、柴胡、党参、桔梗、牡丹皮、五灵脂、胖大海、
白术、连翘等价格涨幅居前。此外，珍稀中药材
的涨幅也引人注目，2022年天然牛黄价格是
50万-60万元/公斤， 而近期天然牛黄的市场
价格已突破120万元/公斤。

这种涨幅并不正常。北京商报记者就这一
情况联系了安徽省亳州市一家上市医药企业
负责人李飞（化名），他表示，5-7月一般是中药
材市场的淡季，因为这个季节气温高，中药材
保存、维护成本也高，并不是企业采购和囤货
的旺季，但他注意到亳州当地不少企业仓库库
存量确实很高，出现了不少囤积居奇的现象。

就这些异常情况，近期，江苏、广东等地的
医药协会，以及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先
后发文件称， 中药材市场价格出现异常增长，
呼吁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管控药材价格。

资本进入热炒

为何今年出现了淡季异常上涨的情况？李
飞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影
响。“首先是政策层面，今年国家出台了不少利

好中医药的政策，使得整个行业都呈现了一种
欣欣向荣的态势。其次，在行业整体向好的背
景下，吸引了一大波资本入局，推高了上游产
品价格。最后是，近些年受部分地区政策影响，
当地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产量也有一
定下降，市场供需出现了一定倾斜，部分中间
企业和资本正是押宝产量下降、供需可能失衡
进而大肆囤货，推高了价格。”

就资本进入的形式，李飞解释称，新增加
的资本一方面是原本就在这个行业赚了不少钱
的企业， 另一方面是如房地产等一些前些年赚
钱但近年不那么景气的行业退出的资本。 资本
加入的方式则主要集中的进货环节，“常规情况
下一个采购商可能进三车货就够了， 但今年他
们先是进了超出往年数量的货物囤积起来，进
而在消息面层面进行炒作，放出行业利好、部分
产品走俏的信息来推动市场一路走高”。

无独有偶，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中药饮片
专业委员会关于中药材价格异常增长的情况
报告也指出，出于对中药价格上涨的预期，一些
游资进入中药材领域，炒家们故意囤积药材，低
进高出。 部分经营商也转化成为游资炒作中药
材的“操盘手”，囤货惜售，不断推高市场行情，
药材价格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暴涨势态。

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此前发布的关于中
药材价格异常增长的情况报告中，中药材行业
人士反馈称，“现在并不是药材没有货，只是都
在冷库”。目前亳州、安国两大药都的冷库都
是爆仓状态，大冷库的存货价格从年前的260
元/吨/年涨至现在的400元/吨/年，依然还需
要排队。既往6月为传统淡季，但当下中药材
市场依然火热，而炒作中药的资金正从“四面
八方”涌入这个小市场。

8月产新期或“回归”

“这种异常增长使得中药材市场存在崩盘
风险。” 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关于中药
材市场价格异常增长的报告强调，由于资本的
进入及药材价格的上涨，“炒药团”及大量散户

趁机囤货、压货，导致市场流通减少，进入到
“囤货-价格上涨-囤货”的不良循环，中药材
的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除部分品种在正常上
涨周期， 绝大部分品种价格呈异常爆发式增
长，随着中药材逐渐产新，市场供求比例严重
失调， 中药材价格指数随时面临急剧下降，最
终导致中医药全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游的制药企业已经
明显承压。亳州一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相关负
责人张成（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上游药材
价格猛涨， 但下游供货为保证民生与消费者利
益，价格却不能同步调整，导致产销成本严重倒
挂。若不涨价，药企难以承受，如若涨价，则消费
者又难以接受,药材价格的无序无边界增长,必
将损害多方利益，乃至影响行业良性发展。

张成表示，药企的销售渠道一般包括中医
院、药房、诊所和一些固定的大订单客户，大家
签订的合同一般是年度、季度、月份合同，在上
游药材价格飞涨的情况下，下游价格不可能及
时、多次、大幅跟涨，药企明显承压，部分药品
价格已经开始上涨。

“如果市场持续这样异常上涨，后续药农
一味扩大种植，产量大幅上涨，行业很可能面
临资本散场后的一地鸡毛。”李飞说。

而就后市中药材市场走向， 李飞表示，当
前中药材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一个相对稳定的
高点，后续不会再大幅上涨，目前各行业协会
都注意到涨价情况开始加以引导，外加随着8
月部分药材开始逐步产新，若产量没有大幅减
少，市场供应量逐步提升后，市场或许会逐步
回落。

对于当下异常的市场行情， 李飞呼吁，“建
议中上游企业共同维护市场、不要囤积居奇，相
关部门也要加强对重要质量的检测， 避免在供
需失衡下市场产品质量的下降。另外，希望能尽
早建立国家统一的中药材大数据平台， 让大家
对当下全国的种植、产量、价格、需求等情况有
个明晰的了解， 而不是通过各种混乱的市场消
息跟风购买或种植，最终使得市场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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