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举过去 10 年中国产业发展的“黑马”，

快递业一定榜上有名。

从 2014 年首次突破 100 亿件，到 2018 年

站上 500 亿件台阶，再到 2021 年闯过 1000 亿

件大关，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 9 年位居世界

第一。

快递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民营快递企

业的积极贡献。如今，已有 5 家品牌企业实现

年业务收入超千亿元，7 家快递企业完成上

市，成为推动快递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

展望前路，中国快递业如何书写新的答

卷？记者采访了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及多

家快递企业。

快递业增速领跑现代
服务业

卸货安检、自动分拣、货物打板……暮色

四合，广东深圳，顺丰华南航空枢纽灯火通

明，一件件航空快件在全自动化设备上快速

流转。不久后，它们将搭乘不同型号的全货

机飞往全球各地。

步入顺丰航空运行控制中心，电子大屏

上，货机实时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当前，顺丰

航空已是我国机队规模最大的货运航空公

司。超 80 架全货机，分布在全国 40 多个城

市，平均每天执行近 150 个航班，国际航线覆

盖亚洲、延伸欧美。

包裹“上天”，快递“出海”，在 30 年前是难

以想象的。1993 年，看中“内地制造、香港销

售”带来的物流机遇，顺丰在广东顺德创立，

为两地货物往来提供运输服务。

同一年，千里之外的浙江，乘着长三角地

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东风，主要从事沪杭

两地快件运输的申通快递（原称“神通快递”）

开始起步。

“外贸企业寄递报关单的需求给我们带

来了商机。”申通快递董事长陈德军回忆，当

年，快递员在上海拿到快件后便骑车去赶火

车，到杭州后再由站外人员接应送达，一个来

回最快 8 小时，去掉票价就是毛利。

同样的寄递线路，不同的作业场景。30
年后，上海青浦，申通快递智慧物流园内，往

返沪杭的快件依旧繁密。一件件快递从 9.6
米厢式货车通过传送带进入自动分拣线，从

前端揽收到末端派送，全程都可追溯。“7 月以

来，每天从上海发往杭州的各类快件超过 4 万

件，用户只需 3 小时左右便能收到快递。”陈德

军说。

“30 年来，中国民营快递企业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商务信函、物流配送到综合服务运营

商，从区域、全国到全球的巨大跨越。”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说，

经过多年发展，民营快递企业数量从 2009 年

的 4000 多家增长到如今的 2 万多家，市场份

额提升至 86%。

深入开展“邮快合作”，通过资源共享、规

模发展，共同解决农村偏远地区寄递难问题

……近年来，民营快递企业与邮政行业国有

企业既相互竞争又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我国

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寄递市场——

市场规模更大。2010 年至 2022 年，我国

快递业务量规模增长了 47.3 倍，年复合增长

率达 37.9%，增速领跑现代服务业。2022 年，

我国快递业务量占全球快递包裹市场的 60%
以上。

寄递网络更广。2022 年，全行业拥有各

类营业网点 43.4 万处，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

达 99%，我国已建成覆盖全国、深入乡村、通

达全球的世界规模最大的邮政快递网络。

服务能力更强。目前，我国快递业专有

货机达 161 架，服务车辆超 26 万辆，县级及以

上分拨中心超万个，快递最高日处理能力超 7
亿件，72 小时准时率超 80%。

政策护航、电商助力、
技术创新，快递业茁壮成长

快递进村、入厂、出海，上巨轮、登高铁、

乘飞机……一路奋进向前，民营快递何以从

无到有、由大变强？采访中，一家家企业的讲

述，让答案逐渐清晰。

——政策护航，民企经营底气更足。

“民营快递企业起步之初，由于监管政策

相对滞后，一时没有合法身份。为适应发展

需要，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确立了民营快递企业的合法身份，于 2009 年

10 月起施行。”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经

部主任王岳含说，此举彻底消除了快递业在

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让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加

入快递行业。

机制一转天地宽。2009 年底，顺丰航空

首航成功，成为首家拥有自建航空公司的民

营快递企业；2011 年 9 月，中通快递单日快件

量突破百万大关，以最短时间跨入快递业“百

万阵营”；2011 年到 2013 年，申通快递加盟网

点数实现翻番，服务门店超 8000 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快递企业迎来诸多政

策利好。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快递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各类资本依法进入

快递领域，进一步开放国内快递市场；2018
年，《快递暂行条例》颁布，支持快递企业在农

村、偏远地区发展快递服务网络……“10 多年

来，中央层面出台涉邮涉快政策文件达百余

份，涵盖税费减免、权益保障、农村寄递体系

建设等多个方面，为快递业发展壮大提供了

坚实保障。”王岳含说。

——电商助力，行业发展空间更大。

10 年前，一到消费旺季，大量包裹滞留站

点，让“快递爆仓”一度广受社会关注，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互联网发展撬动电商业务

高速增长，为快递企业发展创造了巨大市场

需求。

2005 年，看到电商发展潜力的圆通速递

与淘宝签约，由此开启了高速发展：2006 年至

2009 年，圆通网络淘宝日均件量从 2000 件暴

增到 28 万件，年均件量也从 73 万件跃升至

1.02 亿件。

在菜鸟集团董事长蔡崇信看来，过去 20
年，我国快递物流行业凭借效率、成本等综合

优势与竞争力，和电子商务默契配合、相互促

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快递配送速度、包裹

业务规模都有了很大提升，水平领先全球同

行业。

“互联网+快递”的东风，助力我国电商快

递业务板块蓬勃成长。今天，中国快递日均

包裹量已超 3.4 亿件，其中电商包裹占比超过

80%，四通八达的快递服务支撑起超 2000 万

家网络零售店铺。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动力更强。

细细梳理民营快递发展壮大历程，不难发

现，技术创新如影随形：2003年，顺丰引进快递

巴枪，一举提升快件扫描入库效率；2007年，韵

达运营车辆全部安装 GPS定位跟踪系统，让包

裹查询更加便利；2014 年，菜鸟率先推出电子

面单，让数据抢在包裹之前流动；2015年，申通

快递推出智能分拣机器人，让每小时包裹处理

量达到近 2万个；今年，600多辆京东物流无人

快递车活跃在全国 30多座城市……

“依托科技创新不断降本增效，夯实了民

营快递企业发展底盘。”王微说，从手写面单

到电子面单、从手拉肩扛到自动分拣、无人配

送，正是“汗水快递”到“智慧快递”的转变，提

升了民营快递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其不断

创造发展新可能。

瞄准数字化、融合化、
国际化方向，书写高质量发
展新答卷

服务从无到有，品牌由少到多，企业由小

变大……多年持续发展，我国成为名副其实

的快递大国。

“尽管已是快递大国，但距离快递强国仍

有差距，尤其在高端服务的供给上。”王岳含

表示，国际快递龙头企业往往具有强大的供

应链一体化整合能力以支撑其在全球业务布

局，相较之下，当前我国邮政快递企业供给仍

以电商包裹为主，现代供应链管理能力和国

际寄递服务网络仍有待增强。

向数字化冲锋，提升快递服务效率。

浙江桐庐，“中国快递之乡”，韵达全球科

创中心已经封顶，即将投入使用。建成投运

后，将入驻快递区域总部和物流智能研发中

心。不远处，圆通公司内，国家工程实验室正

在加紧建设，未来将成为以数字化支撑物流

业可持续发展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 通 过 大 模 型 与 数 字 孪 生 技 术 深 度 结

合，我们创新推出了‘京东物流超脑’，能直

接描绘仓储布局效果，快速生成三维可视化

方案。”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物流技术负责

人何田说，进入数字化时代，快递企业要依

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努力实现降本提质

增效。

向融合化进军，拓宽行业发展空间。

吉林长春，一汽富晟集团公司仓库，大到

3 米长的车门框架，小到 1 厘米长的螺丝，每

天都有 8 万多种汽车零部件通过中通发往全

国 1500 多家 4S 店。

“快递进厂、更好服务先进制造业正在成

为中通业务的新增长点。”中通快递集团副总

裁张建锋表示，发展综合物流，将为企业带来

竞争新优势。

“电商快件，包裹量大但单价较低，长远

发展必须拓展新的服务领域。”申通快递总裁

王文彬说，未来快递物流将加快嵌入农业、制

造业、服务业等产业链，在提供多元化服务中

实现融合化发展，不断从单一物流运输转向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服务。

向国际化迈进，增强全球竞争能力。

“综合化、国际化是国际快递龙头企业发

展壮大的必经之路。没有跨境供应链能力的

快递企业，做不到真正的‘快递出海’。”圆通

速递董事长喻渭蛟介绍，目前圆通在浙江嘉

兴建设的专业货运机场“东方天地港”已开

工，预计 2025 年建成后将助力公司加快转向

综合型国际供应链服务商。

顺 丰 鄂 州 花 湖 机 场 初 步 形 成 由 湖 北 鄂

州向欧洲、南亚、北美辐射的航空网络布局；

京东物流与国际快递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未

来将在欧洲多国实现快递一日达；菜鸟自建

国际快递物流网络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买全球、卖全球’需求更加旺盛，需要

快递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深化国际化布

局。”王微认为，不断完善国际物流网络、与

国际快递企业强强联合，中国快递企业定能

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不少快

递企业受访人士表示，意见的发布让民营快

递企业深感振奋、备受鼓舞，未来将坚定信

心、奋发进取，为中国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快递最高日处理能力超 7 亿件，72 小时准时率超 80%

快递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韩 鑫

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

前五强，中国企业占据两席。其中，

比亚迪位居世界第一，上汽集团位

居世界第四。

2022 年度动力电池装车量全球

前十强，中国企业占据 6 席，其中，

宁德时代以 37%的市场份额连续 5
年登顶全球第一。

2022 年度光伏组件出货量全球

前十强，多家中国企业位列其中，隆

基绿能实现“三连冠”。

近年来，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

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外

贸“新三样”持续凸显中国制造的全

球竞争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新三

样”产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 61.6%。

这 是 我 国 优 势 产 业 的 一 个 缩

影。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

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

加值占全球比重连续 13 年位居世

界首位。当前，在 500 种主要工业

产品中，我国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

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我国完

整产业体系优势，巩固优势产业领

先地位。

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要以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当前，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加速突破，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

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

革。世界主要工业大国纷纷发布制

造业发展战略，全球价值链重构也

呈现本土化、碎片化、多元化趋势。适应产业科技新趋

势，抢占全球产业体系战略制高点，必须加快推进产业智

能化，靠智能化降本、增效、提质，打造我国优势产业的

“护城河”。

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要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

持续加力，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我

国产业链水平还有待提高，存在大而不强、宽而不深的问

题，部分领域关键技术和设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

件等受制于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聚焦事关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找准“卡脖子”

“掉链子”薄弱环节，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体系自主

可控能力。

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还要持续推进产业绿色

化。当前，绿色低碳已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重要约束条

件。扎实做好各方面应对工作，我国优势产业才能在新

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绿色经济为我

国优势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以构建绿色制造

体系为牵引，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深入实施绿色制造

推进工程、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将推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进一步提升，带动绿色低碳产业蓬勃发展。

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全产业链优势，打造更

多中国制造新名片，将为建设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夯实新发展格局

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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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 80公里 A型中国标准地铁列车发布

本报电 日前，我国首列时速 80 公里 A 型中国标准地

铁列车正式发布，标志着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

试验项目取得重大成果。该列车由中国中车研制，实现了

28 项关键部件自主化、零件通用化、部件模块化、系统集成

化、功能配置化、整车标准化等目标，车体、转向架等关键系

统全面采用中国标准，可有效降低列车检修运维成本，助推

产业规模化和行业规范化。该列车采用永磁牵引系统及运

用综合节能控制技术，整车节能 15%以上；采用轻量化高频

辅逆系统，每列车减重 600 公斤以上。 （冯心怡）

“鲲龙”AG600已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

本报电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日

前 ，我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大 型 灭 火/水 上 救 援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AG600（简称“鲲龙”AG600）已完成典型灭火场景验证试飞

科目，标志其已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今年上半年，3 架

“鲲龙”AG600 试飞机在珠海等地累计开展 172 架次、430 小

时试飞，完成飞机本体失速等平台操稳科目及灭火任务系

统验证。当前，“鲲龙”AG600 已全面进入适航验证阶段，

计划 2024 年取得型号合格证。 （邱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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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②

R

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
位，增强全产业链优势，打
造更多中国制造新名片，
将为建设完整性、先进性、
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供有力支撑

上半年工程机械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25.8%

本报电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国 工 程 机 械 进 出 口 贸 易 额 为 263.1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3.2%。其中，出口金额 249.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保

持较高增速。据介绍，今年 9 月 20 日至 23 日将举办第十六

届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为企业提供沟通展示、供需对接平

台。截至目前，报名参展的展商数量已超 1000 家，展商数

量、参展面积预计创历史新高。 （李心萍）

图①：顺丰航空 B747—400 型全货机。

孙佳鑫摄

图②：申通快递智能分拣机器人。

王丽丽摄

图③：中通义乌分拣中心，智能化分拣

设备高速运转。 杨清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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