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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1111””还还没没到到
快快递递已已经经涨涨价价了了

快递业的竞争焦点变了？

去年，伴随着极兔快递的杀
入，整个快递行业掀起了一场惨烈
的价格战。

网上报道显示，极兔每单价格
比通达系低1至1.5元，部分长途订
单甚至低2至3元。极兔在国内快
递量最大的城市——— 义乌，甚至直
接把单票价格打到1元以下，要知
道当时行业平均成本都要1.4元左
右，这种操作完全是亏本刷量。

后来，极兔又推出“8毛发全
国”，直接击穿行业价格底线，加速
了行业价格战的激烈程度。

有从业者指出按每一个轮次
价格战降0.1至0.2元计算，整个市
场上就要降0.5至1元，结果是整个
行业为“价格战”买单。该人士将
价格战称为“绞肉机”，称所过之处

“无一幸存”。
百世快递率先在这场价格大

战中出局，2020年一年百世快递
就亏损了超过20亿元，市场份额更
是急剧下跌，最终以68亿的价格

“卖身”极兔。
其他头部企业也没能幸免，过

低的快递单价直接导致公司经营
业绩下滑。行业老大顺丰控股
2 0 2 1年归母净利润增速为-
41.73%，同行申通快递更惨，同期
归母净利润增速为-2603.16%。

如今看来，这场价格战的深层
原因是整体市场的萎缩。

2021年，全国整体快递量就
开始下滑，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
年一季度前后。根据国家邮政局
的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完成74.8亿件，同比下
降11.9%；业务收入完成740.5亿
元，同比下降10.1%。作为对比，
2021年4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完成85亿件，业务收入
823.9亿元。

据报道，今年1至6月韵达、申
通、圆通三家通达系快递公司发布
的月度数据显示，快递单票价格再
次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以申通为例，尽管6月有“618”
大促加持，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单
量，但6月份单票价格仍比1月份低
了8分钱。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业
务量整体放缓的大背景下，通过价
格战抢跑存量市场又是必要的，此
外极兔6月份宣布日均单量已经突
破4000万，对于通达系老大哥是
一种挑战。

圆通速递总裁潘水苗曾说，
“以前的价格战是行业落后的人利
用价格战来获得更高的份额，是追
赶行业领先者的一种手段，但现在
的价格战则是行业领先的人主动
发起，可以加快实现行业分化、行
业洗牌。”

不过随着平稳度过8月淡季
后，快递业在随后的中秋节和国庆
节迎来快速恢复，加之四季度传统
旺季开启，行业也逐步进入增长

通道。
从数据上看，据国家邮政局公

布的《9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
显示，9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353.1，环比提升13.5%。其中，9月
快递发展规模指数为385.5，环比
提高6.3%。从分项指标看，快递业
务量同比增速预计约为2.6%，业务
收入同比增速预计在1%左右。

再加上快递物流行业持续受
益于政策面利好。国务院常务会
议近日指出，确定强化交通物流保
通保畅和支持相关市场主体纾困
政策，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其中，
在第四季度，将收费公路货车通行
费减免10%，对收费公路经营主体
给予定向金融政策支持，适当降低
融资成本。有分析认为，通行费成
本是快递企业运输成本中的重要
组成，此次通行费减免使得快递公
司有望降低成本。

而在价格逐步稳定的同时，服
务质量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上门快
递受到全行业重视，末端交付场景
进一步重构。

国内首部快递地方法《浙江省
快递业促进条例》就明确要求末端
投递需按消费者要求执行，处罚未
按要求上门投递的情形，本质上还
是重视消费者快递选择权和服务
质量。

为什么《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
例》会提出这样的规定，因为我国
快递上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2020年BCG《90后快递生活
报告》显示，我国“95后”消费者使
用代收服务（菜鸟驿站代收、快递
柜代收、保安室/收发室代收、超市
等其他店铺代收）比例高达64%，
上门投递比例约36%；其他年龄消
费者代收比例均为59%，上门投递
比例约41%。综合来看，我国快递
上门投递比例只有40%左右。

“00后”女孩肖雪老家在山东，
目前在北京上大学。据她吐槽，自
己放暑假在老家时收到的快递多
数都被直接放在了快递柜里，快递
小哥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的形式告
知她，她再去快递柜取件，总体感
觉还好。在北京的大学里，出于安
全考虑，快递小哥会直接把快递放
进快递柜，再通知同学们来取。

根据消费维权新媒体联盟联
合各地消协消保委组织共同开展
的智能快递柜寄递服务意愿调查，
80%以上的消费者有暂存快递的
需求。艾媒咨询调查也显示，
67.9%的消费者偏好将快递放置在
快递驿站、快递柜、代收点等存
放点。

若未来上门投递比例提升，则
可能对快递员派送效率、快递企业
成本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快
递服务体验将会优化的同时，成本
也可能转嫁至客户身上。

随着整体业绩加速提升，
快递公司单票价格不断上涨
也成为必然。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快递
行业正处于从成长竞争期向
成熟发展期过渡的关键阶段，
行业逐步从“价格战”后的利
润修复走向盈利能力的持续
提升。从中长期看，国家政策
指引快递产业迈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推动行业拓展服务地
理与内容边界。

为了修复利润，今年以
来，多家快递上市公司的单票
收入已较2021年同期普遍增
长。财报显示，2022年前半年
中通快递单票综合归母净利
润0.24元，同比提升0.06元；圆
通速递单票综合归母净利润
0.22元，同比提升0.13元；申通
快递单票综合归母净利润
0.033元，同比提升0.06元；韵
达股份单票综合归母净利润
0.064元，同比提升0.01元。

下半年提价进一步加速，
以8月份为例，顺丰控股单票
收入15.61元，位居行业第一，
同比增长1.23%；圆通速递、韵
达股份和申通快递单票收入
分别为2.52元、2.62元和2.42
元，均同比增长20%左右。

9月，多家快递公司进一
步提价，三通一达及百世五家
公司均宣布自9月1日起全网
末端派费每票上涨0.1元。

据了解，此前很长一段时
间，在快递行业大打“价格战”
的背景下，为获得更高的市场
份额，快递员派送费一度低于
1元/件，盈利空间减少导致快
递末端网点稳定性受到较大
影响，快递员流失、网点承包
商出走和快递滞留“爆仓”等
现象时有发生。

随着监管部门的大力整
顿和快递公司认知的转变，推
动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已成
为行业共识。业内人士分析
指出，快递市场秩序整顿已取
得初步成效，低价竞争现象明
显减少，工资标准也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

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根

据苏州市快递协会和快递行
业工会联合会日前签订的《苏
州市快递行业集体合同》，在
苏州市快递行业最低工资标
准中，全日制计时工资制岗位
按照3500元/月执行；一线快
递员投递普通件获得的派送
费每件不低于1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全国已有至少20座城市签订
了当地首份快递行业集体合
同。安信证券统计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通达系快递企
业的派费均已高于1元，其中
申通最高为1.31元/票，韵达
最低为1.1元/票。

在北京工作的顺丰快递
小哥小林表示，自己负责石景
山杨庄地区3个小区30多栋楼
的居民快递配送，同时自己辖
区内还有北方工业大学的两
栋学生公寓，一般每天会集中
配送3次，平均每天要送各类
快件100件以上。

小林说，顺丰快递送件平
均票价1.5元，收件平均票价
2.5元，由于自己的片区居民
较多，一天送100票收20至30
票是很正常的，差不多每天可
以稳定赚到260元左右，扣掉
社保和个税等，每月能到手
7000元左右。如果遇到“双
11”“双12”和各种节假日可能
会很忙，9月份学校开学的那
几天，自己能忙到半夜，最多
一天送出了300多件，虽然有
点累但那个月一下子多赚了
3000元。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年初
以来，虽有疫情阶段影响，但
头部企业价格策略稳健，单票
收入中枢保持平稳。当下头
部企业四季度盈利目标明确，
有望在10至11月逐步针对“双
11”大促期间进行积极的季节
性提价，以对冲旺季临时性成
本上升。

中邮证券认为，自去年监
管政策出台以来，快递行业价
格战明显趋缓，今年虽受到疫
情复发的扰动，但行业“价增
量升”的复苏格局依然未变。

本报综合

提价正在路上

从价格竞争到价值竞争

距离“双11”还有
不到一个月，各大快递
企业已经开始进行准
备了。

10月10日，菜鸟发
布了关于“双11”物流
保障工作的安排，提出
要强化送货上门。菜
鸟“双11”项目总指挥
李武昌也介绍称，今年

“双11”物流的特点是
品质感大幅提升，从过
去送得多、送得快，到
了送上门的阶段。

今年以来关于“送
货上门”话题持续不
断，除了菜鸟之外，顺
丰此前也宣布自9月5
日起推出“不上门必赔
付”的承诺，第一阶段
先在全国50个大中城
市实施，之后逐步向全
国展开。

除了“服务质量”
上的提升，全国快递总
量也稳中有升。据国
家邮政局10月8日发布
的报告称，前三季度，
预计快递业务量和业
务收入同比增速分别
约为4.2%和3.5%，业务
收入超20 1 9年全年
水平。

这份《2022年9月
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
告》称，上半年行业规
模总体呈现“W”形。2
月与4月，行业分别受
春节与疫情影响，业务
量有所下降，自5月起，
市场不断回暖，业务量
和收入规模超去年同
期水平，6月单月业务
量突破百亿件。进入
三季度，行业规模稳中
有升，运行态势持续
向好。

眼看“双11”临近，
快递行业也迎来一年
中的旺季。

国泰君安证券指
出，“双11”电商大促在
即，市场对消费较为担
忧，但预计大促期间快
递量仍将呈现巨量峰
值，且仍有望同比保持
较明显增长。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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