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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凭 啥 成 为 快 递 大 市
——广东省揭阳市电商产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一架架货运飞机从揭阳潮汕国际机场起降，

一辆辆货车在揭阳空港经济区各大物流分拨中

心进出⋯⋯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快递业务量排名前 50 的城市中，广东省揭阳市

居第四位，快递业务量达 40.72 亿件，快递业务收

入突破 200 亿元。这座拥有 563 万常住人口的城

市，平均每天要收寄 1115.62 万件快递。

快递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

揭阳城市快递行业综合实力的提升，离不开电商

的崛起。靠着这匹“黑马”，揭阳在城市竞争中崭

露头角，“北义乌、南揭阳”声名渐起。这座三线

城市为什么能在快递物流领域迸发出强大活

力？如何以“小快递”做出区域协同发展“大文

章”？日前，记者走进揭阳市各大电商村、工厂、

物流分拨中心等，了解其背后的发展密码。

快递连接千行百业

晚上 10 点多，圆通速递揭阳转运中心迎来

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走进这里，只见满载

快递包裹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进出园区。“现在

出港的大部分属于电商件，揽收时间一般集中

在 晚 上 8 点 至 11 点 ，这 已 成 为 我 们 的 工 作 常

态。”圆通速递揭阳转运中心末端主管石楷生告

诉记者。

收件、核验、入库、分拣、装车⋯⋯出港区的

工人们在分拣线上有序忙碌，“嘀嘀嘀”的信息核

验声此起彼伏。倒包员杨浩生说，今年“618”大

促期间，他一天就要操作 2 万个小件包裹。

圆通速递揭阳转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中心规划最大日均处理量达 1500 万件，以揭阳

市为中心，服务汕头、潮州、梅州等区域。

揭阳，地处珠三角核心区与海西两大经济板

块的连接中心，大部分粤东地区的快递均以揭阳

作为中转站。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揭阳港、厦深

高铁、汕汕高铁、梅汕高铁⋯⋯不断完善的陆海

空立体交通网搭建了揭阳快递物流行业“加速

跑”的快车道。

交通便捷，快递物流业跟随电商发展快速增

长，进而促进产业集聚。揭阳市邮政管理局副局

长郑俊勇介绍，作为粤东快递枢纽中心，揭阳市

共有 9 个品牌省级分拨中心，日均中转量约 2500

万件，约占全国业务量的 6.9%。全市拥有快递末

端网点 1026 个，日均收寄快件约 1100 万件，约占

全国的 3.08%。

高速运转的分拣线、跨越南北的物流车、走

街串巷的快递员串起了一个庞大的物流网，将一

件件包裹准时送达，为服务生产、畅通循环提供

有力支撑。

“揭阳市近年来快递业呈快速增长态势，背

后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电商的蓬勃发展。”郑

俊勇说。据有关方面统计，揭阳快递业务量 95%

以上为电商件。去年，揭阳市通过寄递渠道销售

发往全国的货品总重量达 170 万吨，助力实现

“买全国、卖全国”。

“揭阳小商品很多，形成了低价走量的销售

模式，也带来了庞大的快递业务量。在我们这里

寄快递，大客户每件最低只需要 1.8 元。因为快

递量大，单价成本也降下来了。”郑俊勇介绍。较

低的电商快递物流成本，有效服务揭

阳 20 多万家电商户。在成为快递大市

后 ，揭 阳 市 定 下 了“ 快 递 强 市 ”的 新

目标。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揭阳打算向

技术密集型转型，在揭阳市“十四五”规划重

点项目表中，与商贸物流相关的项目有 15 个，投

资超过 150 亿元，包括韵达粤东（揭阳）快递电商

总部基地项目、揭阳惠来冷链物流中心、普宁市

智慧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等，建设以服务石化、金

属、纺织服装、医药、冷链、航空等领域为主的现

代物流园区。

在产业推动下，揭阳拉紧“电商+快递”服务

链条纽带。郑俊勇表示，揭阳要持续做好“快递

进村”，实施“一村一站”工程和邮政企业县乡村

三级站点建设，进一步降低农村物流成本。推进

“快递进厂”，引导快递企业提升制造园区的快递

设施覆盖率，推动快递功能进园区、入厂区，有力

服务揭阳制造业发展。

从一条街到一座城

走进揭阳市普宁市上寮村，一辆辆物流货车

来往穿梭，长春路旁各式店铺的“网批”“网购”等

招牌格外抢眼。

“晚上 8 点到凌晨 1 点是我们村最热闹的时

候，档口在直播，快递员聚集在这里打包、装车，

将一袋袋服装发往全国各地。园区内有 10 条街

在做电商，可以说实现了‘全民皆电商’。”上寮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志欣说。

村民李烨槟是一名“90 后”，只有初中学历的

他之前跟着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收入勉强能养

家糊口。借助上寮村电商发展的契机，2018 年，

李烨槟开始尝试做电商。如今，他已经开设 8 家

网店，平均一天有一两千笔订单。

记者感受到，上寮村虽然名义上还被称为村

庄，但目之所及的厂房、商铺、仓库等，让这里充

满了商业气息。目前，上寮村主要销售女装、童

装和内衣裤，已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从原

料到配货、发货可以一站式解决。这里电商氛围

很浓，老板们经常一起喝茶、交流心得。”上寮村

电商城的档口老板黄赟对记者说。

键盘声，订单声，撕扯胶带的“刺啦”声⋯⋯

走进揭阳的电商村、电商园区，忙碌的场景每天

都在上演。

揭阳电商发源于一个面积只有 0.53 平方公

里的村庄。揭东区锡场镇军埔村位于 206 国道、

汕昆高速、揭普惠高速 3 条重要公路的交会处，

毗邻梅汕高铁揭阳站，有着很好的区位优势和交

通条件。

“十几年前，整个军埔村都在从事饼干、巧克

力等传统食品加工业，有许多家庭小作坊。”锡场

镇副镇长杨关根说。2012 年，多名“90 后”务工

青年从珠三角地区返回家乡军埔村，以自家农房

为基地，试着将网上的生意搬回家乡。

“从开淘宝店到开发运营 JP0663 军埔网批

网，10 年间，我经营的企业日均发货量从几件增

长到 2 万件。”2013 年起在军埔村创业的蔡友生，

见证了军埔村 10 多年来的发展。

“ 当 时 的 电

商 培 训 在 全 国 开 了 先

例。”杨关根介绍，在揭阳市政府

的扶持下，军埔村迅速铺开免费的“十万电

商人才培训计划”。短时间内，配套的规划、融

资、网络通信等优质资源在这里聚集，原本自发、

零散的电商逐渐走上正轨。

军埔村智慧街上的档口老板娘倪小芬说，“一

开始是我幺弟在这里开档口，看他做得有声有色，

我们姐弟 4个人都在军埔村做起了电商生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合伙生意成为揭阳电

商新风向，“同学带同学，亲戚带亲戚，几个伙计

组团”进行电商创业。如今，在军埔村周边，已经

形成以该村为区域核心，辐射锡场、新亨两个镇

的电商物流产业圈。杨关根说，过去小规模、零

散式的电商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当下的市场需

求。如何打造品牌、迎合市场发展、创新电商销

售成了军埔电商新的奋斗目标。

目前，揭阳市已有淘宝镇 38 个、淘宝村 181

个。从一条街到一个村，再到一座城，电商正为

揭阳的县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产业搭上电商快车

电商的崛起，离不开相对厚实的“揭货”家

底。揭阳地处潮汕地区传统制造业集聚区，这为

电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保证。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揭阳形成了五金不锈

钢、纺织服装、珠宝玉器、塑料家居等优势产业，

而这些以轻工工艺、家具用品、纺织服装为主的

产品，具有适合快递投送的特点。

走进广东海兴控股集团的全流程 5G 数字工

厂注塑车间，机器人挥舞手臂，简易衣柜、收纳柜

塑料拼接件自动脱模、自动化贴标、自动封箱，并

由无人搬运车自动转运，全流程实现智能生产。

“发展电商新模式，促进了工厂的转型升级。”

海兴集团电商事业群人事行政部经理李东杰指着

一个折叠收纳箱说，“这是我们的爆款产品，现在

共销售 167 万个，销售额

达 1.9亿元。”

李东杰坦言，

类似折叠收纳箱这样的产品，难的

不是设计创新，而是供应链能否跟上。

传统工业的生产效率无法匹配电商销售的

速度，建设 5G 数字工厂十分必要。

如今，实现数智化制造的海兴集团人力成本

降低 50%，制造成本下降 30%，品质稳定性提高

20%⋯⋯生产效率和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

中国五金基地市、中国玉都、中国纺织产业

基地市、中国塑料时尚鞋之都、中国中药名城、中

国能源工业大县⋯⋯一连串金字招牌亮出揭阳

的制造业家底。以塑料家居业为例，揭阳拥有大

型注塑生活日用品产业集群，集聚了 2000 多家

相关生产企业。

电商的发展，还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模式、

流动模式的变革。揭阳市出台了《揭阳市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2021—2025 年）》，旨在为

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智能家电产业集群等赋

能，推进重点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例如，海

兴智能全流程 5G 数智工厂、揭阳市聚鲶工业的

智能化“无人车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如今，海兴集团还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数

智化转型，同时持续攻关智能生产技术，在塑胶

行 业 开 展 技 术 创 新 示 范 ，助 力 行 业 提 升 创 新

能力。

在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生产线一派繁

忙景象，每月产值达 95 亿元左右。当前，以石化

炼化一体化项目为“超级链主”，揭阳全面开展延

链补链强链行动，力争实现基础化工产品就地供

应、“隔墙转化”，持续招引仓储、物流、化工新材

料、高端制造业等一大批重大项目集聚落地。李

东杰介绍，海兴集团采购的部分原料就来自大南

海石化工业区。

以电商发展为突破口，当前揭阳正拉动五

金、纺织服装、大石化原材料等传统产业焕新升

级，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推动制造变智造；推

动服装、医药、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

锚定绿色石化、海上风电两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努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

破解成长的烦恼

“国内电商越来越卷了”“虽然是‘618’，但今

年有点冷清”“低价促销常态化后，购物节在逐渐

失去特殊性”⋯⋯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不少“电

商生意难做”的声音。

今 年 1 月 至 4 月 ，揭 阳 市 快 递 业 务 量 完 成

12.36 亿件，同比下降了 7.31%，全国排第六位，广

东省排第四位。“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服装品类

销量不稳定，这也是数据下降的原因之一。”郑俊

勇说。

面对“成长的烦恼”，不少从业者正在谋求转

型突破。军埔村的服装档口老板林俊彬对记者

说，这几年他开始转型做跨境电商，产品主要销

往东南亚等地区。

近年来，揭阳持续加大力度发展跨境电商。

2022 年 2 月，国务院同意揭阳市设立中国（揭阳）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揭阳市商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保崟琨表示，揭阳出台了《中国（揭阳）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提出用 3 年时间完善跨境电商

产业链。同时，揭阳还积极建设线上线下平台。

在线上，揭阳市综合服务平台于 2023 年成功上

线，提供企业注册备案、通关申报等多项服务；在

线下，培育打造广东名鼠跨境电商创意产业园、

揭阳市海耀跨境电商产业园 2 个市级跨境电商

产业园。

“园区目前已有 26 家企业入驻，跨境电商贸

易额达 1.2 亿元，业务遍布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现在，有不少想做跨境电商生意的人前来咨询。”

广东名鼠跨境电商创意产业园负责人胡梅媛表

示，接下来，园区还将携手广东省小商品协会共

建“全球商品中心”，建设多功能跨境电商数字化

交易平台，开展跨境贸易全产业链服务，帮助小

商品企业出海。

聚焦优势产业，揭阳还加快构建与当地特色

产业相匹配的“跨境电商+产业带”，加快建设跨

境电商园区、海外仓等，为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

平台支撑。

“揭阳市跨境电商经营主体中，高新技术企

业共有 15 家，约占跨境电商经营主体的 30%，打

造海外商标注册企业 7 家，覆盖 31 个国家和地

区。”保崟琨说。2023 年，揭阳市跨境电商贸易额

达 8.44 亿元，同比增长 283%。

随着电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应

用，电商高端人才培养难、引进难、留住难的问题

也逐渐凸显。如何解决高素质人才稀缺问题？

揭阳市数字创意产业协会会长陈树海表示，目

前，协会正与韩山师范学院、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合作，依托产教融合基

地，提供电商从业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专业

素养。

不只是人才困境，目前，揭阳的电商产品中

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走的是“低价多销”路线，电商

行业面临提升产品品质、做强本土品牌的重要

课题。

保崟琨表示，揭阳市商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

部门举办电商商标品牌培训，引导电子商务经营

主体提升品质，打造自主品牌，履行知识产权保

护义务。同时，还邀请专家学者为揭阳市电商行

业 诊 脉 开 方 ，提 升 企 业 技 术 水 平 和 产 品 设 计

能力。

产品力才是生命力
随着电商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企业主动

“触网”，开网店、上直播，有效拓展了产品的

销售渠道。广东省揭阳市也不例外，这座新

兴电商城市正加快步伐，让更多小商品走向

大市场。

电商的发展颠覆了销售方式，但商品交

易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随着时间推移，浪

潮过后的传统电商市场日趋饱和，“618”“双

11”等网络购物节正呈现“静水流深”的特

征，消费者更趋理性，商家的着眼点也从促

销手段的比拼逐步回归产品本身。归根结

底，产品力才是生命力。

时下，一味地低价促销已不合时宜，低

端产品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唯有创新设

计、品质过关、“物美价还廉”的产品，才能

让 企 业 和 品 牌 获 得 更 为 持 久 的 人 气 和 效

益，以此摆脱低价竞争和同质化发展。服

装、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是粤东地区的优

势 产 业 ，为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要在电商洪流中突出重围，企业必须

重视创新研发，实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在做出品质好、性价比高的产品之外，

企业也要注重品牌的打造。揭阳拥有不少

生产塑料制品、纺织服装的中小企业，有着

丰富的产业链资源。要进一步做大产业链

平台，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品牌化管

理，从而抢占更大市场。

当前，电商发展仍面临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品牌特色不强、专业人才稀缺、基础设施

不全等问题。解决这些难题，推动产业提质

升级，考验的不仅是企业和平台，也需要政

府有形之手助推“全盘皆活”，合力走好电商

高质量发展之路。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广东省揭阳市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仅

次于金华（义乌）、广州和深圳。揭阳地处传统制造业集聚区，近年来，当地电商行业蓬勃

发展，诞生了不少电商村、电商园区，同时也带动快递业快速增长。揭阳如何靠电商“黑

马”成为快递大市？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成长的烦恼”？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刘辛未 美 编 倪梦婷
圆通速递揭阳转运中心分拣线有序运转。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广东省揭阳市电商产业的持续快速发

展，吸引了中通、韵达、圆通等物流仓储项

目落户。 涂英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