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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1200 亿件！12 月 4 日，国家邮政

局快递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今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首次超过 1200 亿件，再

创历史新高。

进入“月均百亿”新阶段、提前实现千

亿件目标……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持续

稳健增长，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立足全

球视野，高速增长的我国快递市场还有哪

些潜力？迈入“千亿件”时代，快递业如何

从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在第五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

业大会上，《全球快递发展报告（2023 年）》

（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专家学者共同

探讨新形势下快递业发展的新机遇。

今年全球快递包裹业务
量将突破 2000 亿件，亚太
市场增量贡献仍将居首位

“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快递业

过去一年虽然受到高通胀、地缘政治等因

素影响，但各国经营者积极应对、创新协

同，全球快递包裹市场总体呈现逆势向好

的发展态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锡彬介绍。

看业务规模，2022 年全球快递包裹业

务总量约 1892 亿件，同比增长约 9.84%；全

球快递包裹收入约 4.1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12.18%。顺应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发展态

势，全球快递包裹业务增速保持良好，快递

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互动更加频繁，为推动

全球经济加速复苏提供有力支撑。

看基础网络，一方面，以万国邮联为纽

带 的 邮 政 网 络 已 连 接 192 个 成 员 国 和 地

区，全球范围内邮政局所约 61.8 万处。另

一方面，以各快递企业自建网络为基础，相

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商业寄递网络快速发

展，亚太、欧洲、北美成为全球枢纽布局的

主要区域，新兴市场网络布局的力度、网络

枢纽的密度均有所提升。

看市场格局，当前全球快递包裹市场

在区域分布上仍较为集中，规模底盘由电

商市场更为发达、活跃的国家贡献。受电

商高速发展拉动影响，亚太地区快递包裹

业 务 发 展 迅 猛 ，2022 年 业 务 量 约 1381 亿

件，全球占比达 73%，业务收入约 1.5 万亿

元，全球占比为 36.4%。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不仅是规模

领先、业务活跃的快递市场，更成为全球快

递发展的助推器。”王锡彬说，我国快递包

裹业务量自 2014 年起稳居世界第一，去年

快递包裹业务量超过 1100 亿件，业务收入

破万亿元，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生动

写照。我国的快递网络不断扩容，如今已

形成长度（单程）超过 4870 万公里、快递服

务营业网点超 23 万处、日均服务超 7 亿人

次的巨型网络。

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带动下，全球快递

包 裹 市 场 扩 容 与 调 整 并 存 ，发 展 稳 中 向

好。《报告》显示，预计今年全球快递包裹

业 务 量 将 突 破 2000 亿 件 ，业 务 收 入 将 达

到 4.3 万亿元，业务量增长超过 6%，其中，

亚太地区对全球快递市场的增量贡献仍

将保持首位。

“三智一码”取得重大
突破，推动快递业更加集约
高效、安全低碳

《报告》提出，数字化智能化正助力邮

政快递业履约更加精准高效，助力快递企

业在深度嵌入产业链上下游中拥抱发展新

机遇。

物流仓库内，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

梭；分拣中心里，人工智能视频监控确保每

个包裹高速流转，经由智能设备扫描，精准

传送至不同隔口……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

智能物流园，全流程智能化让包裹分拣效

率提升 5 倍以上，此外，操作不规范导致的

快递破损率大幅降低。

2018 年底以来，以人工智能与邮政快

递业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国家邮政局先

后组建邮政业智能安检系统、智能视频监

控系统、智能语音申投诉系统及通用寄递

地址编码（简称“三智一码”）研发团队。“经

过 多 年 攻 关 ，‘ 三 智 一 码 ’已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国 家 邮 政 局 政 策 法 规 司 副 司 长 靳

兵说。

在智能安检系统方面，2021 年，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智能安检机已通过相

关检测认证，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检测

范围涵盖 19 大类、70 小类超万个品种，平

均检出率高达 95%，且检测速度达每秒 3
米，一台智能安检机安检能力相当于 4 到 8
台传统安检机。目前，邮政快递业已配备

智能安检机超两万台，覆盖主要快递企业，

并已通过“双 11”等业务高峰的考验。

在智能视频监控领域，针对快递企业

视频监控系统大批量建设、视频数量暴增，

无法靠人力实时全面监控的情况，通过综

合运用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智能视频

监控系统落地应用。该系统对重点违规行

为和安全隐患的正确识别率已达 90%以

上，不仅实现了安全事件的主动发现、安全

隐患的及时报警，还极大解放了人力、降低

了成本。

“在我国，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引领，通

过建枢纽、强通道、优网络、提能级，快递业

已成为现代物流领域覆盖面最广、综合运

输方式应用最好、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最高、

生产效率提升最快的代表性行业。”国家邮

政局局长赵冲久说，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

将加速与寄递企业深度融合，推动行业向

更加集约高效、安全低碳的方向升级。

绘制全国农特产品包裹
地图，快递服务现代农业
步伐加快

《报告》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

乏 力 ，快 递 包 裹 市 场 可 持 续 发 展 面 临 挑

战。应对压力，增强内生动力、拓展增量空

间，将成为快递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快递下乡’到‘快递进村’，近年来

通过不断健全农村物流体系，快递业的发

展潜能得到有效激发。”国家邮政局邮政业

安全中心有关负责人许良锋表示，去年底

我国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

快递”。900 多个县级寄递共配中心、27.8
万个村级寄递服务网点为每天超 1 亿件快

递在农村快速流转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行业特点，通过挖掘分析各地农

特产品在快递网络上行的情况，国家邮政

局绘出了全国农特产品包裹地图，通过这

张地图能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基地

的 农 特 产 品 物 流 数 据 和 趋 势 进 行 实 时

分析。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以水产、海鲜、精

深加工类产品为主；中部地区以粮油实物、

药材为主；西部地区以水果、调味品为主。

分类型看，生鲜类占绝大多数，精深加工类

产品快步进入快递网络。

“自 2018 年起，根据实时物流数据，我

们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推出快递服务现代农

业金牌项目。”许良锋介绍，截至去年底，全

国已有 117 个项目入选，遍布 78 个城市。

其中有 3 个项目业务寄递量超过 1 亿件，11
个项目业务寄递量超过 5000 万件。

今年 9 月，位于陕西延安甘泉县的中

通快递陕西延安转运中心正式启用，送达

时间减少约 15 个小时，寄递时效不断提

升。今年以来，仅经由中通快递的猕猴桃、

苹果年发货量就均突破 2000 万件，成为陕

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的金牌项目。

在湖南株洲炎陵县，京东快递投入近

200 个揽收点位，全面覆盖全县黄桃产区，

同时新设两个临时分拣点，黄桃揽收后便

可即刻发出，运输时间平均缩短半天以上，

助力农产品加速上行。

“借助全国农特产品包裹地图，我们将

打造更多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的优质项目，

让更多农特产品通过快递网络，实现‘昨天

在树上，今天在路上，明天在消费者的手

上’的目标。”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在网点布局、网络构建和产业融

合上持续发力，借助数智协同，为广大农民

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快递服务，推

进农特产品与市场有效对接，更好服务乡

村振兴。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全球快递发

展报告（2023年）》

制图：张丹峰

业务量连续十年居世界第一，数字化智能化助力行业发展又快又好

我国快递业持续稳健增长
本报记者 韩 鑫

冬意渐浓，走进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石道

河镇西南岔村，村边有连片的树莓。

“这是我家今年新种的树莓，以前都没见

过。”村民林月红介绍。在西南岔村党支部号

召下，林月红种了两亩树莓，期盼着来年开春

红色果实挂满枝头。

“今年上半年，我们邀请沈阳的农业专家

为村里发展特色农业支招，树莓成为调整农

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项目。”西南岔村

党支部书记徐凤芝介绍，全村新种植 100 亩

树莓，打造集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观

光树莓基地，预计每年村集体经济增收 23 万

元，可解决 50 多名群众就近就业，人均年收

入将增加 5000 余元。

“近年来，辉南县全面推进绿色发展，我

们要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农

业发展之路。”徐凤芝介绍，村里大力发展蓝

莓、榛子、树莓等特色农作物种植，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刚游览完四方顶景区，开车不一会儿就

进了村子。”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游客石先生

说。村内的主题饭店里，石先生点了古法烤鹅

和柳枝大串，准备和家人尝尝特色菜。

一张柞树的照片，吸引石先生远道而来，

“经常能在摄影平台上看到这棵树，伴随着星

空、晨雾，特别美。”

四方顶位于辉南县境内，是在山顶天然

形成的一块方正平地。望春山，观夏夜，赏秋

林，品雪原，四时之景皆妙，远近游客慕名而

来，多地摄影家协会在此设摄影基地。

“是绿水青山吸引来这么多游客。”11 年

前，杨向伟来到四方顶，成为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看护茫茫林海。近

几年，他以摄影发烧友这另一重身份“出圈”了。

“我刚上山时，人烟稀少，山顶只有一间小平房供瞭望用，东西都靠人背

肩扛。”杨向伟感慨，而今已经修起平坦的盘山道，蜿蜒的木栈道，车可上，人

可行。前些年建起 60多米高的现代化瞭望塔，吸引游客来此“打卡”。

随着四方顶的热度走高，山脚下的西南岔村趁势谋划项目，发展乡

村特色旅游，按照“红色旅游、休闲农业、研学教育”的思路，充分挖掘红

色资源、生态资源，融入望山见水的生态美、诗情画意的田园美，打造水

清岸绿、生态和美的乡村风景。

“这里是杨靖宇将军战斗过的地方。”石道河镇党委书记管林林介

绍，西南岔村所在地是东北抗联石道河子会议旧址。近年来，西南岔村

深挖红色资源，建设石道河抗联纪念馆和抗联文化中心，串联起红色旅

游和绿色发展。

近年来，辉南县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让好生态带

来好发展。县域内，金川镇依托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原始森林

小镇、发展旅游产业；朝阳镇推进绿色有机水稻种植，打造区域生态品

牌；庆阳镇建设兵工遗址公园，讲述人民兵工故事……

“绿色是我们发展的底色，辉南县是全市发展的缩影。我们还有东

北抗联的红色、澄澈天空的蓝色、冰雪经济的白色、层林尽染的彩色、历

史文化的古色、医药产业的特色……我们正全力打造‘七色之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通化市委书记孙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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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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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底，新成昆铁路通车后，借助“澜湄快线”国际货物列车，老

挝万象至成都的运输时效可缩短至两天 17 小时。

今年 7 月，升级版“澜湄蓉欧快线”首发。运载汽车配件等货物的

列车从泰国罗勇府出发，经中老铁路由老挝万象至成都国际铁路港，接

续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最终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运输时间最快缩短至

15 天，实现了中老铁路与中欧班列的联线贯通，构建起一条全新的亚

蓉欧大通道。

截至今年 10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已覆盖我国 18个省区市 69
个城市 139个站点，通达全球 120个国家和地区的 480个港口。今年前三

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 63.3万标箱，同比增长 14%。

运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除了铁海联运，公铁联运、江铁海联运、公

海联运、空中通道等也在加快发展，共建省区市持续推动运输方式深度

融合，构建起与亚洲、欧洲相关国家和地区陆水联通的高效联运体系，促

进了互通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介绍。

硬件设施变强，物流运营与服务保障水平也在提升。贵州、云南等

地因地制宜推进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运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规则；重庆全面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创新“保税+”系列

外贸新业态。

更可喜的是，创新赋能让这条“路”实现了“云”上连通。通过建设

数字化、信息化平台，共建省区市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化线上服务。宁夏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上线 19 大类 781 项服务功能，38 种进出口环节

监管证件全部通过“单一窗口”受理。新疆推动 5G、新基建与交通基础

设施融合发展，提升通道信息平台共享能力，推动通道运输资源集约

化、高效化发展。

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制约因素，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路畅其行、质

效提升。

激活产业畅循环
带动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集聚、助推沿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西部陆

海新通道这条“路”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

2022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班列线路达 78 条，老挝大米、泰国

榴莲等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销往欧洲市场，“贵州老干妈”等更多西

部特产也走出国门。

“搭乘”陆海新通道，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茶叶“出海”步伐加快，形

成了完整的茶叶出口产业链和供应链。“企业大部分产品沿着西部陆海

新通道向南，经陆路运至广西的出海港口，再经海运抵达东南亚国家，

出海时间大幅缩短。”遵义七味茗香茶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喻能红

说，“我们已和东南亚多家茶企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2023 年前 9 个

月，湄潭县茶叶直接出口额为 3689.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11.4%。

地处贵州省南部的独山县，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支点作用，打造黔

南桂北重要综合物流集散中心、大宗工业产品交易中心，在促进开放型

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基础材料、新型建材等关联产业发展。今年上半

年，独山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1/3。

目前，贵州正以新通道建设为牵引，培育打造高质量现代经贸走廊

和现代产业走廊，发挥通道对沿线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

依托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2022 年，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达 3331.4 亿元，先后吸引 319 家世界 500 强

企业来渝投资。国内企业与老挝合作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与柬

埔寨合作探索“运贸产”一体化香蕉供应链……一个个生动案例，诠释

着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产业带动效应。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联动效应日益显现。“西部陆

海新通道已成为畅通双循环的一条重要纽带。以经贸带动更多全球产业

分工与合作，将我国西部地区与东南亚、欧洲市场联动起来，有助于开创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刘玮表示。 （本报记者王明峰、苏滨参与采写）

本版责编

吴 燕 臧春蕾 董映雪

12 月 5 日，四川省眉山市

青神县青竹街道沙河村村民在

采收萝卜。

近年来，青神县着力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实施规模化种

植、产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种植的萝卜品质好、产量高，吸

引多地菜商争相采购。蔬菜种

植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又

一好渠道。

张忠苹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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