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人们一度认为“快递就是跑腿的”，就是把
物品从甲地送到乙地。随着快递越来越深地嵌入生活和
生产，快递的作用和价值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

每天早上，顺丰速运佛山区负责仓储的订单管理员
小王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备件系统，将前一天下单
的备件信息全部打印成领料单，交给分单处处理。随
后，他还要监管当日订单货物的下架、组件、发运的实
时完成情况。

小王所服务的对象，是国内某知名家电品牌 H 公
司。顺丰速运佛山区新业务部仓储质量管理经理肖相军
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与 H 公司的合作顺畅，他们系统
改造了数据对接、仓储规划、人员规划等环节，并派员
工进驻 H 公司的工厂学习操作流程及系统操作，H 公司
的整个仓储管理都由顺丰管控。

顺丰对 H 公司的嵌入式服务，不仅便于根据需求
调配运力，配送时效的达成率也因此提高了 10%以
上。用顺丰速运佛山区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袁丽娟的话
说，这是顺丰针对制造业企业需求量身订制的“客制化
服务”。在与袁丽娟的聊天中，她多次提到了变“顺丰
快递”为“顺丰服务”。在她看来，配送端的优势是顺
丰进一步拓展业务的“关键牌”。目前，顺丰已经成立
了电商与物流供应链事业部、汽配事业部、医药事业部
等 10 个业务部门，这些部门都依托于顺丰配送服务的
优势。

作为广东本土快递企业，速尔快递成立之初就将业
务锁定为大货、重货，为区域内制造业企业提供寄递服
务。速尔快递华南大区总经理冯川说，速尔服务的制造
业企业的平均单票重量在 15 千克左右。为此，前端收

派车辆全部采用面包车，其分拨场地的台面高度、流水
线设计、叉车设备等，都与传统服务于电商的“通达
系”快递企业有明显区别。

为顺应制造业企业需求，速尔还推出了“代收货
款”、“签回单”等特色服务。目前日均代收货款稳定在
2 万票至 3 万票，代收货款资金流水达到 3000 万元。

“广东制造业企业众多，既然客户有需求，我们就提供
服务。”冯川说。

当然，不止是在广东佛山、东莞，快递企业与实体
经济融合日益紧密的故事还发生在许多地方，比如，在
山东济南，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就与中国重汽集团合作运
送配件，解决生产运输各节点无缝衔接问题。

行业自身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投资需求也不断
壮大：《2013 年度快递市场监管报告》 显示，2013 年
全国快递从业人员已超过 100 万人；快递服务企业拥
有 “ 巴 枪 ”（手 持 终 端） 44.4 万 台 。 按 照 一 部 “ 巴
枪”2000 元的保守估算，仅快递带动的巴枪需求市值
就近 9 亿元；快递服务车辆 2013 年达到 15.7 万辆，以
每辆车价值 20 万元计算，仅快递服务车辆的投入就超
过 300 亿元。

“在大数据时代，快递企业积累了海量消费数据，
这些也是国民生活消费活动最核心的数据。”对数据敏
感的浙江大学历史数据小组教授陈新，深感快递行业内
尚有待开发的富矿。他坚信，这些数据一旦与信息行业
结合，必将衍生出更多新的服务形式和商业机会。

站在新的时代前沿，快递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对
于快递而言，梦想在于启动，趋势就是方向。站在时代
的风口顺势而为，必将催生另一个伟大的时代。

本报记者 刘晓峰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当得知自己 10 月 20 日傍晚
寄给客户的新样品宣传册是今年全国第 100 亿件快件时，
在北京从事木制品销售工作的张志强连呼意外。随着客
户发货需求转为小批量、高批次，张志强使用快递的几
率越来越高，“如果没有快递，我的工作应该没有这么
顺畅。”

同样意外的，还有天天快递的快递员段晨鹏，正是他
揽收了张志强的这份快递。今年 19 岁的段晨鹏入行刚一

年，正努力通过踏实工作，让在农村的父母生活得更好一
些。至于工作的劳累，他没放在心上。“客户的一声‘谢
谢’或是‘辛苦了’，都让我觉得挺骄傲的。”段晨鹏说。

100 亿件快递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 2014 年，我国每
秒钟就有将近 400 个包裹被快递员送到客户手中。这些快
件中，有网上卖家寄出的商品、有厂商寄给客户的样品、
有父母给远方子女寄去的特产，也有在都市打拼的儿女给
农村父母献上的孝心⋯⋯

距离上海 260 多公里的浙江杭州桐庐县，走出了申
通、圆通、中通、韵达 4 家快递企业，被誉为“快递桐庐
帮”。该县人口仅 2.2 万的钟山乡处于深山，70 岁的郑德根
如今每天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若不经介绍，谁也想不到
这位朴素的老人竟是民营快递行业的一位元老级人物。

上世纪 90 年代末，村里最穷的老郑借了 3 万块钱，带
着两个 20 岁出头的儿子来到金华干快递。2 个月的“零业
务”后，他们终于从当地一家政府部门拿到了两票快件。
对于这单来之不易的生意，老郑竟然豪爽地没向客人收
钱。“免费送，先揽个客户交个朋友再说。”此后，老郑的
快递生意逐渐有了起色，许多单位逐渐相信这些民营快递
公司能够提供周到而又让人放心的服务。

当时的民营快递还处于灰色地带，未获得明确法律地
位，但郑德根还是倔强地认为这个行业有前途，他选择了
坚持。2003 年，老郑买了第一辆公司用车。2009 年之
后，随着网络购物日益红火，公司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但觉得跟不上现代化快递作业方式的老郑选择急流勇退，
让儿子挑大梁。如今，儿子的公司已成为义乌最大的申通
网点，老郑甚是欣慰。

老郑一家的快递创业史，并没有过于神奇之处，却折
射出中国社会对快递服务的强烈需求。也正是近乎于爆发
性增长的市场需求，造就了一大批像老郑一样的快递业创
业者。

对快递业而言，2009 年 10 月 1 日实行的新 《邮政法》
算是为行业发展添了一把火。修订后的 《邮政法》 首次明
确了民营快递的合法身份，让企业可以安心研究市场、扩
大经营，邮政体制改革极大地助推了中国民营快递取得历
史性突破。

在法规政策利好、市场需求旺盛、行业奋进实干的共
同作用下，我国快递业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
段，年业务量从 2006 年的 10 亿件增长到 2013 年的 91.9 亿
件，年均增幅达到37.3%，市场规模跃升世界第二位。今年10

月 20日，全国快递服务企业累计业务量达到 100
亿件，当月底这一数字定格在 106.8亿件，同比增
长51.9%，这是2011年3月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
连续第45个月累计同比平均增幅超过50%。

快递作为一种基础服务，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
方面面，它以集约化的物流方式提高商业运营效率、降低
物流成本、节约用户时间、加快物品交换；以保姆式服务
为个人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以超过 35%的年复合增长率推
动经济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经济增长点。

“快递这匹‘黑马’是市场内生的，是改革催生和培育
的。正是改革挖掘了市场潜力，释放了市场需求，促进了
行业发展。”对于快递业为何能短时间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给出了这样的解答。

上图 11 月 10 日，在山东省滕州市申通快速递中心，快

递工作人员在分拣包裹。 宋海存摄（新华社发）

百亿：改革催生“黑马”

虽然干快递的时间不长，但段晨鹏发现，每天往
来于县乡区域的快件近大半年变得越来越多。统计显
示，截至今年 10 月底，发往农村地区的快件超过 20
亿单，带动了约 2000 亿元物资“下乡”，更通过“逆
向物流”带动农特产品走进城市。

10 月的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四处弥漫着浓浓的
枣香。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枣乡，但冬枣保质期只有一
周左右，怎样让冬枣“离了树就变成钱”是个难题。

在大荔县韵达快递网点，一位在网上销售冬枣的
翟姓老板说，自己有几亩果园，种着冬枣、酥梨和柿
子，由于规模小产量少，销路不太好。他把烦恼告诉
了在西安工作的弟弟，本来只是唠唠家常，没想到弟
弟很快开了个网店，让他在老家按订单要求把冬枣、
酥梨、柿子通过快递发货。“时间不长就卖了 100 多
单。”老翟喜滋滋地说。

帮老翟解难的，是渭南市邮政管理局促成的快递
服务农村平台。从 9 月份开始，大荔县快递网点业务

量开始“井喷”，各个网点不大的门店里挤满了前来发
冬枣快件和取件的当地居民。以安仁镇韵达服务点为
例，9 月份的业务量从上半年月均不足 100 件猛增到
839件，增长最多的就是冬枣，占到总量的八成。

在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县，淘宝生鲜农产品店店主
杨晶用“唇齿相依”形容自己与快递业的关系。去
年，他的“洪湖青泥巴生态农业店”销售额近 400 万
元，今年平均每天五六十个订单，遇到做活动一天有
上千个订单。杨晶认为，这得益于旺盛的需求，也离
不开快递时效的提升。

在“快递下乡”之前，洪湖的莲藕、莲子、菱角
等生鲜农产品虽名声在外，但农民们守着宝贝却运不
出去。当时，各快递公司在县里没有几个网点，覆盖
面和投递效率达不到生鲜产品的时限要求。而现在，
荆州市 102 个乡镇已有快递网点 287 个。今年 8 月洪湖
菱角上市时，格外受市场欢迎，“那段时间打包打得手
软，多亏了肖总把场地和车辆借给我们，还集中人员

帮我们打包。”杨晶口中的“肖总”，是洪湖中通快
递的负责人肖强。肖强向记者表示，“洪湖青泥
巴”是贵宾级客户，享有优惠价格和优先服务。
在销售旺季，他们会给贵宾级客户增加车辆，
确保当天下单的生鲜当天全部发出。正是这种
量身订制的优质服务，杨晶才会跟着肖强的
快 递 公 司 “ 走 ”—— 肖 强 的 公 司 搬 到 哪
儿，杨晶的网店就跟到哪儿。

上图 11 月 11 日，宅急送河南分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扫描快件。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下 乡 ：开 辟 新 的 舞 台

融合：拓宽发展路径融合：拓宽发展路径

2014年10月底，中国快递

服务企业累计业务量突破 100

亿件。从 2000 年的 1 亿件到

2006年的10亿件，再到如今迈

入“百亿时代”，中国快递业以

“加速度”实现了增长“三连跳”。

作为行业中的后起之秀，快

递业在如此短的时期内炼成中

国经济的“黑马”，是与持续释放

政策红利、借力电商发展东风、

谋求市场精准定位密切相关

的。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故事

见证了这匹“黑马”的成色——

9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国内快递市

场、推动内外资公平有序竞争

10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了 《物

流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2014-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现

代物流服务体系

10 月 30 日，《关于开展电子商务

与物流快递协同发展试点有关问题的通

知》 下发，决定在天津、石家庄、杭

州、福州、贵阳 5 个城市开展电子商务

与物流快递协同发展试点

11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

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推进现

代流通方式发展、改善营商环境等领域明

确了多项政策措施

看看 事事

（本报记者 周明阳整理）（本报记者 周明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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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武汉铁路局

开 出 首 趟 城 际 快 速 货 运 班

列，“铁老大”变身“快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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