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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6

周年华诞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第

46届世界邮政日。

邮政业是现代服务业的关键产

业，是推动流通转型、促进消费升

级的现代产业，是物流领域的先导

产业。当前，行业正处在大有可为

的战略机遇期，发展态势长期向

好。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

出“发展物流快递，把以互联网为

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搞

得红红火火”。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邮政体制改革以来，沿着改革开

放铺就的石梯，我国邮政业走过坎

坷、迈过崎岖，矢志不渝向着更高境

界果敢攀登，不断把“不可能”变成了

可能，把“可能”变得更精彩。2014

年，全行业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持

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业务总

量完成 3696 亿元，同比增长 35.6%；

业务收入完成 3203 亿元，同比增长

25.7%。其中，快递业务量首次突破

百亿大关完成 140 亿件，问鼎世界第

一，最高日处理量超过 1 亿件。今年

也充满惊喜，前 7 个月快递业务量已

超百亿件；8 月份全国快递业务量完

成 16.9 亿件，超过去年“双 11”旺季

单月最高水平。这些数字让人们看

到，当不断深化的邮政改革拆除体制

机制屏障时，社会活力竞相迸发、改

革红利持续释放、创新潜力不断涌

出，行业发展的新动能亦汇聚而成。

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行

业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

等多重任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还有不小差距，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还比较突出，行业安全形势依然严

峻。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要求，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发展信心，稳态势再鼓干

劲、促改革再增动力、调结构再添

活力、抓管理再加韧劲，更高地擎

起邮政业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大

旗，服务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加快推进与小康社会相适应

的现代邮政业建设进程。

第一，加快“五个邮政”建设

步伐。加快建设普惠邮政，推动公

共服务换挡升级，让每个居民都能

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优质的寄递服

务，共享邮政业改革发展成果。加

快建设智慧邮政，打造科学发展新

引擎，综合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

术，通过精准、动态、科学的管理

和信息共享，全面提升行业供给能

力、运行效率、安全性能和服务质

量。加快建设安全邮政，实现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维护邮政通信与信

息安全，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加快

建设诚信邮政，夯实行业发展基

础，让诚实守信成为行业基本行为

准则，建立良性运行秩序，构建服

务社会的文明形象。加快建设绿色

邮政，实现循环低碳环保，减少收

寄、分拣等各个环节对环境的污染

和资源消耗，实现邮政业“低污

染、低消耗、低排放、高效能、高

效率、高效益”发展。

第二，坚持依法治邮不动摇。全

面履行部门法定职能，健全依法决策

机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强化内外部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同时推进。千方百计破除

阻碍行业创新发展的“堵点”、影响干

事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

点”。勠力同心多出促进行业改革开

放的“硬招”、针对性强的“实招”和提

升发展能力的“新招”。聚焦重点、突

破难点，坚持创新驱动有的放矢，坚

持转型升级定向施策，坚持问题导向

对症下药，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发力。

进而加快发掘行业新的增长点并使

之破茧而出，加快壮大行业新的增长

极并不断蓄积力量，加快形成行业新

的增长带并确保引领全局。

第 三 ，推 动 创 新 发 展 提 质 增

效。大力实施“邮政+”战略，聚焦

跨境贸易、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

医药卫生等关联产业，拓展产业链、

供应链和服务链，释放内生动力。

引导支持邮政企业做大做强寄递主

业，进一步整合产品、盘活资源、突

出核心、释放优势。主动对接“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坚持“走出去”与

“引进来”有机结合，以扩大开放促

行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优进优出

开放型行业新格局。

擎起邮政业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大旗
国家邮政局局长 马军胜

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依

然是“情系万家，信达天下”。具有

世界性、网络化的邮政是全社会人

人享有的交流平台，是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先进文

化的积极传播者。邮政事业关系到

千家万户，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凡有人居处，必见邮政人。

在互联网时代，邮政作为国家重要

的社会公用事业，又被赋予了新的

社会使命，邮政业已成为现代服务

业的关键产业，是推动流通转型、

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产业，是物流

领域的先导产业。

今年以来，我们以建设世界一

流邮政企业为目标，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实施“一

体两翼”经营发展战略和信息化引

领的科技兴邮战略，实现了平稳健

康发展。我们完善了集团管控模

式，将集团公司、速递物流股份公

司 与 所 属 省 公 司 由 “ 母 子 公 司

制”改为“总分公司制”；实施包

裹快递业务改革，大力推进打造

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陆运网建

设，全面进军电商寄递市场；高

举普惠金融大旗，努力做好服务

“ 三 农 ” 工 作 ， 助 力 小 微 企 业 发

展，加快推进邮储银行、中邮保

险、中邮证券、中邮资产的业务不

断创新和协同，为客户提供综合性

一站式金 融 服 务 ； 推 进 邮 政 业 务

互 联 网 化 ， 大 力 发 展 农 村 电 商 ；

认 真 做 好 普 遍 服 务 和 特 殊 服 务 ，

积极参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建设，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使广大群众享

受更加便利的服务。在 2015 年 《财

富》“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排 行 榜 ”

中 ， 中 国 邮 政 位 居 第 143 位 ， 在

“2015 中国企业 500 强”排名中位

居 第 22 位 ； 邮 储 银 行 在 《银 行

家》“2015 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

中，总资产位居第 23 位。

当 前 ，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进 入 新

常态，中国邮政发展也面临着新

形势。中国邮政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紧 紧 抓 住 国 家 实 施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经济发展新引擎、落实“互

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机遇，坚

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坚持创新

驱动引领发展，切实增强企业活

力和竞争力。加大包裹快递业务

发展力度，加快快递物流业务发

展，打造更有实力、更具竞争力

的国际一流快递企业；进一步加

快金融业务发展，加大服务“三

农”和小微企业力度，布局邮政

互联网金融，打造邮政金融产业

链；依托邮乐网平台和村邮站，科

学布局农村地区的仓储和配送网

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坚持信息

化引领的科技兴邮战略，重点推进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技术与邮政业务、邮政金

融、包裹快递、电子商务的融合创

新。继续做好普遍服务和特殊服

务，加强已开业 运 营 的 乡 镇 邮 政

局所的服务规范管理，认真做好

党报党刊发行等特殊服务。

中国邮政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企业改革，

加快创新驱动，全力推动中国邮政

平稳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力推动中国邮政转型升级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国华

（上接第一版）这个年产值 2 亿元的
公司，每年拿出 2000 万元用于技
改。“传统工艺靠人工，不合格率有
2%，但现在只有百万分之五。要成
为国际一流的零件加工企业，不走
智能化的路不行。我们今年在建两
条智能化生产线，明年还要建一
条。”德胜公司董事长助理崔京章
表示。

这些巨大的提升，让被智能工
厂和智能生产线“武装”起来的传统
企业敲开了国际一流企业的大门，
也让他们在国际竞争中更有“心
气”。青特和奔驰的母公司戴姆勒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合同。德
胜机械则拿到宝马摩托的一份“大
单”，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向宝马供
货 5000只曲轴。

但除了这些清清楚楚的数字，
智能制造更赋予工业企业柔性生
产、个性定制、协同制造的能力。林
奕龙告诉记者，“通过生产过程模型
化，自动采集设备、物料、模具等排
产要素信息，人工经验排产被系统
智能排产所取代。只要几分钟，排
产引擎就能完成每个车间甚至每台
设备的每天每班的排产计划。现在
他们每个月能生产 150 个规格，每
个规格里还有不同的速度级别”。

在红领集团，一条流水线上排
队待检的成品西装每件的大小、面
料和式样都不一样，3000 人的工厂
每天可以生产不重样的定制西装
1200 套。2014 年，红领集团生产
个性化定制服装 140 万件，实现销
售收入 13.9亿元。

项阳青将这种能力，描述为智
能制造的“终极目标”：用规模成本
解决个性产品需求，用服务业的思
路来解决工业制造的转型升级。

数据驱动的“新闭环”

智能制造带来的转型升级“加
速度”又究竟从何而来？项阳青坦
言，青岛作为全国首批两化融合试
验区，全市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
71.2，高于全省平均 20 个点。但智
能制造并不等同于生产线的自动
化，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数
据的流动，只有把产品变成数据，才
能实现网络协同的新闭环。

这种“闭环”既带来了生产模式
的创新，也让产业链上下游开始探
索 新 的 协 同 机 制 ，让 企 业 更“ 聪

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郑江
家表示，智能制造说到底就是实现
工艺流、物流和数据流的“三流合
一”。拿轮胎制造来说，原材料的性
能参数可以指导制定个性化的炼胶
配方，根据终炼胶的性能参数可以
自动调整调节压延挤出的工艺。通
过打通数据流，可以实现上下工序
的智能互动，不再需要人工干预，不
但提高生产效率，更能大大提高产
品品质。

崔京章则告诉记者，德胜和东
北大学的自动化控制国家实验室正
在合作研究机械加工企业的数据利
用。“我们和多家主机厂在发动机设
计初期，就通过网络交流进行协同
开发，大客户通过网络采购下订
单。我们和 40 多家制造合作伙伴
目前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
数据通过互联网监控上下游的生产
状况，甚至各自设备在现场的工作
情况。”

这种“闭环”更呼应了消费者个
性化、碎片化的消费需求新趋势，数
据成为连接消费者和生产企业之间
的桥梁，让企业更“热心”。郑江家
表示，软控已经开发出轮胎用射频
识别（RFID）电子标签，这是轮胎的
电子“身份证”。软控正在开发的
TPMS 系统，不但能监控轮胎的行
驶里程，更能监控胎温和胎压，大大
提高行车安全，给消费者带来全新
的驾驶体验。海尔空调制造总监李
喜武表示，通过个性化定制，海尔将
自己能生产的空调型号从 50 个提
升到 2240 个，底气正来自于数据打
通的“生态圈”。“个性化定制的基础
是模块化生产，但有些模块由供应
商制造，这就要求前端的数据在整
个供应链上打通。在消费者方面，
海尔中国区目前有 1.2 亿个用户数
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我们生产预
测过去只能到型号，现在则可以直
接预测哪个模块用户选择的多。为
了吃透用户的心理，我们甚至还引
入了包括来自电商平台、迪斯尼和
土巴兔装修平台的外部数据。”

在青岛市委书记李群看来，青
岛一方面，要立足存量调强，以发展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促进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
面，要着眼增量调优，以培育新业态
新模式为重点，加快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智能制造带来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