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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物流理念创新
把电商物流提高到战略层面。数据显示电商的

顾客投诉中超过15%都是物流问题，诸如丢缺件、货
品损坏、理赔标准、派件延误、无法门到门、态度恶劣
等，需要在战略上对电商物流配送进行创新和优化。

从“快”转向“准”，建立高效物流的新理念。国内
传统电商物流的竞争，都集中在以快为目的的客户
体验上，但这并不符合顾客的真实需求模式，应该转
向个性化的“准”，即在快速响应的基础上，提供偏好
选择，实现“精准”。以特定时间点为标准，系统后台
在根据顾客下单结算的时间和地址计算出时间标
准，并提供几种精准物流配送方式备选，合理引导顾
客预期，以提高顾客满意。

终端社区配送模式创新
终端社区配送即“最后一公里”，是顾客能够直

接感知和参与的物流环节，也是B2C电商客户满意
提升关键一环。近年来，国内电商尝试了多种模式，
包括京东商城校园营业厅、淘宝网阿里小邮局、天猫
社区服务站、苏果与DHL的便利店-快递、圆通与万
科的物业快递代办点、部分高校的快递超市、放置在
社区或便利店或地铁的自提柜等。

解决电商物流和社区服务整合的创新，可以大
致分为五种模式：一是快递与社区物业合作模式，难
点在于解决利润分配模式才能持续；二是快递与便
利店合作模式，难点在于存储空间和利润分配；三是
电商与社区物业合作模式，难点在于谈判和执行的
困难；四是电商与便利店合作模式，难点在于成本和
收益分担问题；五是电商或物流，与区域第三方合作
模式，第三方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区、学校）设立的
平台公司，难点是费用与分成问题。

逆向（退货）物流模式创新
在线购物自身特点导致电商商品退换货比重

较高，处理程序复杂，有较大不确定性，造成逆向物
流预测和规划困难，顾客投诉和不满上升。

电商逆向物流一般包括退货物流和回收物流
两类，涉及到退货申请、检验、分类、维修、更换、退
款，或者回收、再利用、残次品处理等系列问题。主要
模式包括：（1）自主经营模式，即电商企业自主经营
物流公司或回收业务，完成商品的收集处理、再利用
和废弃处理，如常见的出版社和图书馆模式，同时，
BtoC电商中常见的还有制造商模式和在线商家模
式；（2）外包第三方模式，即电商将退货与回收物流
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处理的模式；（3）协作经营模
式，既可以是电商的部分自营与部分外包的协作结
合，也可以是电商或第三方物流与区域或城市的专
业逆向物流平台企业合作，共享信息或委托业务操
作的模式。

电商物流体系优化
要落实精准和高效物流的理念，提升竞争能

力，实现顾客承诺，必须做到了解消费者行为、高效
处理订单、完善物流信息系统、优化仓库拣选、运输
无缝对接、专业终端配送与优质售后等，所有这些都
离不开电商物流体系的持续优化。

首先是物流组织的优化，包括网络各节点企业
优化，即提升物流能力、市场能力、信息能力和管理
能力等能力体系建设。其次是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优
化，包括（1）物流节点的优化，即运用先进的选址模
型优化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选址决策。（2）物流线路
优化，即以实现最小运输成本目标的商品物流配送
路径模型设计及其优化求解。（3）物流配送方式优
化，既要实现具有规模经济的物流运输，又要兼顾多
样化的物流产品分拨。然后是物流信息网络的优化，
包括电商门户网站、运营与物流信息的动态集成、物
流业务流程的监控与管理，优化方向是接口系统的
设计与优化、订单系统的高效化和GIS地理信息系
统的完善优化。最后，电商物流数据挖掘是关键，如
基于大数据的消费分析、库存控制技术等，通过合理
的算法和模型来分析预测未来的潜在需求，避免或
降低牛鞭效应的影响。

电商仓储作业优化
在电商物流背景下，仓储超越传统保管功能，

具备重要的生产作业功能，是电商生产运营和竞争
优势创造的基础作业活动。当前的主要瓶颈是订单
拣选活动，据某著名电商统计，占仓库总费用60%左
右，拣货员平均一天走20-25公里，超过70%的时间
是用于反复行走。

优化的方向是在生成分拣作业单时，考虑拣选
路线的合理规划。在实践中，优化方案的实施会经过
三个阶段：建立闭环优化算法机制、仓库系统功能增
强开发和全面推广并持续优化。

第三方配送管理优化
电商第三方物流配送管理是公认的难题，据某

著名电商统计，其日平均订单80万单中第三方承担
20%订单配送，但货损量占72%，客户投诉量占70%。
问题主要在于：第三方配送在途过程中控制节点缺
失、缺乏信息集成平台，状态监控不足；缺乏规范的
货物交接，发货数量与第三方的收货数量出现差异
且难溯原因，产生财务对账纠纷和影响结算；货损判
定和处理机制不合理；承运商管理粗放，对绩效表现
不同、重要性各异的承运商缺乏差异化的奖惩激励
制度和合作模式进行差异化对待。

优化方向为：增加监控节点，提高信息系统水
平，搭建完善的承运商管
理平台；应用信息系统标
准接口的数据交换，利用
PDA设备等技术手段优化
收发货管理；遵循公平合
理性、可执行性和一致性
的货损判断与处理；推行
承运商分级管理，差异化
合作的业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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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PX的争议甚嚣尘上。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日前发起一场PX词条“保卫

战”，经过多次“拉锯”修改，将某搜索网站词条对PX的“剧毒”解释，最终锁定在

“低毒”上。当社会上对PX的理解还存在争议之时，有效消除公众的“PX恐惧症”，

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直面误解、坚守阵地的科学态度

消 除 PX“ 恐 惧 症 ”
本报记者 沈 慧 温宝臣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大典（第 1
卷）》，PX 的可燃性、爆炸危险性、毒性与汽
油相似。

从致癌性来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癌症研究中心 2008年公布的权威数据，相对
于黄曲霉素、乙醇（酒精饮料）、烟草等组 1

（确定的人类致癌物）和高温油炸释放物、汽
油、腌菜等组 2（可能是人类致癌物），PX 所
属的二甲苯属于“现有证据不能对人类致癌
性进行分类”的组 3。

国际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指出，
PX 可通过吸入、食入、经皮吸收等方式进入
人体，长时间接触 PX，也可能会导致头痛、烦
躁、抑郁、失眠、疲劳等症状，严重者，可以造
成短期记忆障碍。同时，PX 的危险还在于它
的易燃性。由于属于高闪点易燃液体，PX 可
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和化学品泄漏事故。预
测结果表明，火灾爆炸事故近距离对建筑物
和人员均会造成严重损害，但影响范围大约
为 100米。

PX有何危险？

PX 项目选址之所以瞄准厦门、大连、宁
波、昆明、茂名，主要是从生产、销售、安全、环
保角度统筹考虑，一是要离炼油企业近（PX
主要源于石油，方便原料运输），二是要离下
游 PTA（对苯二甲酸）工厂近（PX 易燃，距离
近减少运输风险），三是要离大江大海近（PX
生产工艺需要水）。

PX选址有何要求？

PX有毒吗？

我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引进 PX 生产技术
以来，到目前国内有 13 家 PX 企业，分别是：
中石化所属的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福建炼油化工有限
公司、金陵分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齐鲁分
公司、天津分公司、洛阳分公司，中石油所属
的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中
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福佳大化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

我国现有多少PX企业？

“过敏反应”贻误发展时机

一个普通的化学产品，一跃占据了
化工舞台的中央，应该说是“过敏”所
致。既然阻力重重，为什么还要发展？

不仅因为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机化
工原料，用途广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还在于 PX 对于当下调结构来
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领域多个行业
产能过剩的情况下，PX 不但不过剩，还
存在很大市场缺口。

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洪定一说：
“从2010年开始，我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PX消费国。每年都要从日本、韩国进
口大量 PX，2013 年 PX 进口量在 900 万
吨左右，花费近千亿元。正是由于中国的
巨大需求，PX 进口价格居高不下。只有
自己生产PX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形势不容乐观。“我国 PX 的对外依
存度已经上升至 55%，今年有可能达到
60%。”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
李勇武表示。根据中国化工学会的估
计，如果目前国内拟建的 PX 装置不能
如期建设，到 2015 年我国 PX 进口量将
超过 1200万吨，成为国内进口量最大的
石化产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
边国家的 PX 项目一路“高歌猛进”，并
将目标市场瞄准了中国。

“聚酯产业是整个化纤产业的标杆，
在整个纤维产业中占 85%以上，而在整
个聚酯产业链中，PX 是重要一环。”中国
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毛加祥告诉
记者，我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引进 PX 生
产技术，化纤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
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在业内专家看来，长此以往，中国将
渐渐失去 PX 定价话语权，到时与 PX 有
关的产品价格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由消费者买单。

“1 吨聚酯相当于 15 亩棉田的棉花
产量”，延长石油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曹坚告诉记者，在天然纤
维供应受土地限制的情况下，以 PX 为
主要原料的合成纤维满足了我们对各式
服装的需求，事实上解决了天然纤维与
粮食争地的问题。

“风险不等于事故”

“任何石油化工装置都有一定的污
染，PX 生产与炼油生产装置为同等污染
水平。”曹坚告诉记者，PX 生产装置是一
个现代化的生产工艺系统，其物料、流程
是密闭的，PX 生产完全由设备监测系
统、运行操作系统、安全防范的仪表系统
来完成，避免了因人为操作造成的失误，
并保证在事故发生前、过程中就能及时
预测和防范。

石油化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曹
湘洪，在企业一线工作了 30 年，在他看
来，炼油石化生产装置客观上存在安全
环境风险，但风险不等于事故。“天然气
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发生事故，和生产汽、
柴油的石油炼制生产过程相比，PX 生产
的工艺条件相对缓和，现代技术手段能
为有效控制炼油石化装置的安全环境风
险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我们现在采取的多种措施和工程
手段使 PX 装置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的
排放均满足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曹坚
介绍，PX 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危险
有害物质是苯和硫化氢，二者具有高毒
性和致癌性，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但

“苯在生产工艺中被循环利用，产生的硫
化氢废气经过脱硫、无害化处理后排放，
因此污染很小”。

根据实测研究，世界各国 PX 项目
在正常生产运行工况下，对所在城市空
气污染影响非常小，不会对市民健康有
影响。“现在我国已成为继美国、法国之
后第三个掌握 PX 生产核心技术的国
家，大型 PX 项目成熟安全可靠，其风险
是可知、可控、可防的。”洪定一强调。

环保门槛超过其他项目

近年来 PX 风波迭起，那么，PX 项
目上马前环评是如何通过的？是否存在

“走过场”问题？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我国环境保

护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其他化工类项目
一样，PX 环评也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凤中介绍，PX 项目对周围环境有没有
危害，会不会造成大气污染、水污染，环
保部都要组织专家专门论证，因此经过
环评的 PX项目基本上不存在问题。

据了解，此类项目还必须在依法设
立、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齐全、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到位，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
内建设；必须符合污染物达标排放、总量
控制、环境质量标准等要求；要进行全面
的环境风险评估，制定并落实有效的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同时加大
信息公开力度，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必要
时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

不仅如此，“环评报告由国内最权威
的机构编制，而且为确保环评结果的公
正，还会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编制，PX
项目的环评严格程度超过其他化工项
目”，曹凤中说。

以九江石化 PX 项目为例，其环保
投资 6144 万元，环评单位是北京实华
油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协作单位是中
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环评审
批部门是环保部，早在 2012 年 2 月即
成立环评构成小组并由省市政府安排
专人负责。

“事实上，厦门等地的 PX 项目都经
过了严格的环评。”曹凤中说。

“一上就闹，一闹就停”，PX 正陷入
一场待解的僵局。如何打破？

石油化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曹
湘洪认为，我国石化企业首先要转变管
理方式。“我国目前企业安全环保管理基
本处于经验管理阶段，安全检查往往是
运动式的，与国外先进企业的科学管理
还有距离。”化解“PX”症结还要求企业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主动公开项目信息，
自觉向公众介绍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安全环境风险，准确说明对环境会有哪
些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这些影响，
以畅通企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还
要在 PX 生产过程中坚持“开门办厂”。

“为避免偷排嫌疑，在污染物排放口安装
自动监测仪器，促进企业和周边居民区
的和谐发展。”

不过，“PX项目一遭到当地公众强烈
反对就马上宣布停建，也不是理性、科学
的解决方式。”曹湘洪坦言，治疗“PX恐惧
症”应在了解公众诉求的基础上寻找解决
之道，比如，引入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安
全环保监管，由政府购买服务；做好PX科
普工作；更重要的是加强企业自律。

此外，还要实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一票否决制。“在项目环保对策措施未落
实、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通过法定的
正式验收之前，决不允许投入生产。”曹

湘洪说，同时也需加强对企业员工的系
统性培训，防患于未然。

破解 PX 僵局，还需要监管到位。
“保护环境需要成本投入，这就要求政府
敢于担当，在项目批准后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职能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可以通
过在排水口安装摄像头或其他方式来杜
绝监管死角。”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杨元一认为。

“PX 项目还需重视公众的参与和互
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魏飞建
议，邀请居民代表实地考察，让居民代表
参 与 PX 项 目 环 境 评 估 最 终 达 成 共
识。 文/本报记者 沈 慧

PX僵局如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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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昆明、宁波、茂名⋯⋯，PX 陷入僵局。一边是国内

PX 产能严重不足；一边是公众不理解，甚至强烈抵制，“邻避

效应”使 PX 像个落不了地的皮球，被踢来踢去。

民意需要尊重，但“一闹就停”亦非理性、科学的解决之

道。事实表明，PX 僵局，不仅消耗着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了

社会资源的浪费，以宁波 PX 事件为例，其损失达 64 亿元，而

PX 进口价格的走高最终或将由消费者买单，长远来看未必符

合公众利益。

要想走出 PX 困局，消除 PX 恐惧，也许只有让这个皮球

完成一次安全的落地，才能彻底转变目前的窘境。那就必须搭

建一个政府、企业、公众有效沟通的交流平台，这既需要成熟

理性的市民，也需要敢于担当的政府。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

公共利益，政府、公众共同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之

道，PX 魔咒才会消除。 文/舒 云

一个落不了地的皮球

许 滔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