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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疫情下，，长三角物流网成功消化因长三角物流网成功消化因““618618””年中大促骤增的包裹年中大促骤增的包裹——

重新回来的重新回来的““包邮区包邮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晶晶沈晶晶 刘刘 健健 何贤君何贤君 通讯员通讯员 吴安桐吴安桐 骆红婷骆红婷

6 月尾声，随着最后一个书柜到户安
装完成，家住杭州西湖区、正在装修的消费者
何园枫，为电商年中大促的这场消费划上句号，

“近20个快递，都是装修大件，速度挺快。”
130 公里外，义乌快递小哥张忠国，结束当天第 4

趟派送，返回中通快递新科网点：“高峰期一天揽收6万个
包裹。这几天回到正常量，不用通宵了。”

长三角人，常称自己生活在“包邮区”。这里因电商发展快，
物流产业布局较早，一头连着制造，一头连着消费，串起仓储、运
输、配送等环节，构建了一张高效率、低成本的服务网。无论身处城
乡，不管购买何物，几乎人人能享受免邮的快乐。

2022 年大小电商平台的这场年中大促，显然不同寻常——经济下行状
况下，这是拉动消费、重拾信心的关键节点。但疫情多点散发影响仍在持续，部
分地区交通运输还有堵点、仓储配送尚未完全复原。

这张物流网，能否“消化”迅速增加的包裹，准时送到千家万户？面对黑天鹅事
件，以及成本上涨等压力，长三角物流体系如何提升韧性？近日，记者以快递业为
观察点，到杭州、金华等地调研，看到了重新回来的“包邮区”。

5月31日8时下单那一刻，何园枫
还有些忧虑。她反复筛选购物车，试图
避开物流异常地区，“收不到货，家具、
家电没法安装，会拖慢整体装修进度。”

上半年，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反
复。仅杭州，就连续发生余杭、富阳、拱
墅等多起独立疫情。持续两个多月的
上海静默期，更对长三角物流生态造成
巨大冲击。

本报联合杭州允九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以快递业为研究对象，试图精准
追寻长三角包裹流通的轨迹，打开它背
后的物流版图。基于高德POI源数据，
我们抓取了2685条长三角地区物流仓
储分布点位、长三角地区 41 座城市的
物流网点数据，同时综合同花顺 iF-
ind、wind，以及中通、韵达、京东等公
司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探究长三
角物流景气指数和全国快递行业指数
的趋势变化。

除安徽走势较平稳，江浙沪3月、4
月、5 月物流景气指数均出现较大波
动。特别是上海，4 月指数从原先的
4100左右，大幅降到2400左右，5月中
下旬才从底部反弹回升。今年 1 至 5
月，浙江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也同比下降3.3%、1.1%。

何园枫就经历过这样的无奈：3 月
买的咖啡豆，在洋山港“一动不动”；等
到 5 月，豆子不再新鲜，她只能和商家
协商退款。

“广义的物流业，是仓储业、运输
业、通信业等有机整合的结果。为千家
万户配送包裹的邮政快递业，就是其中
一个重要分支，是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纽带，也是反映城市经济民生活力的
晴雨表。”杭州市邮管局副局长陈源泉
说 ，长 三 角 疫 情 刚 趋 平 稳 ，就 遇 上

“618”大促，这是对消费复苏“成色”的
一次检验，更是对物流体系和能力的一

场大考，“物流链稳定、可靠，商户才能
履约，才能带动消费情绪和意愿进一步
恢复。”

好 在 ，被 称 为“ 史 上 最 难 ”的
“618”，度过了“至暗时刻”。

试水下单的电饭煲、挂烫机等小
件，于 6 月初陆续到达后，何园枫放下
心来，在 6 月 15 日买了不少装修大件，

“包邮区，终于回来了！”
“‘618’期间快递处理量增加了

10%，特别是 6 月 15 日至 18 日 4 天，处
理量较去年同期增加近 30%，可谓逆
风翻盘。”6 月 27 日，记者来到全球小
商品集散地义乌时，中通快递新科网点
负责人何航滨长长舒了一口气。眼前，
忙碌的操作人员、往返的快递小哥，与
胶带封箱声、包裹装卸声、汽车启动声
一起，构成了振奋人心的图景。

何航滨告诉记者，5 月中旬，他就
带着业务员挨家走访辖区内的电商企
业，了解大促期间活动内容和力度，给
每位快递员划好“地盘”，确保本地包裹
快速揽收、快速出城，“发往上海的快递
同比翻了一番。”

“除了上海要两三天送达，长三角
绝大部分地区快递都是今发明至。”义
乌申通快递总部相关负责人尚银宁，也
粗粗算出了“618”战绩——日均快递
量 450 万件，江浙沪占比 30%。这一
数字，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据不完全统计，6 月 1 日至 20 日，
义乌共完成快递业务量 6.5 亿件，较
2021 年增长 23.72%，走出了极为不易
的“阳线”。

物流的复苏，也体现在中国邮政集
团浙江省分公司的数据中：“618”期
间，他们累计服务全省电商客户3万余
户，快递包裹业务量约 1.3 亿件，同比
增幅达 33%。其中，长三角地区当日
达、次日达比例稳定在90%以上。

阳线 快递量逆风翻盘

回过头看，多点散发的疫情，为何
会对物流造成如此冲击？业内的一份
报告，带我们一窥包裹背后的链条。

当前，以京东、苏宁等为代表的平
台，基本使用自主仓配模式。如京东，
通过“销量预测系统”，先将各类货物调
度到各地仓库。收到订单后，包裹直接
从仓库发货，运到相应区域营业点，再
由快递员配送到户。

以淘宝、拼多多等为代表的平台，物
流大多外包给三通一达、顺丰等。这些物
流公司，习惯采用网络节点模式。一个包
裹，经揽件—中转—干线运输—中转—末
端5个环节，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

“不管哪种模式，仓库、分拨转运中
心、网点，和连接它们的公路、铁路、河
流、航线，再加上穿梭其中的车、船、飞
机、司机、小哥等，共同构成一张物流
网，撑起强大的服务能力。”杭州市邮管
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张婷介绍，作为买
买买和卖卖卖大市，目前杭州有大大小
小分拨中心近 30 个、网点 3000 多个，
仅快递业务一项，日均处理能力约达
1000万件。

高德地图POI数据显示，整个长三
角，约有3360个仓库、11.9万个快递网
点。光韵达快递，就在义乌、宁波、南
京、苏州、淮安建立了 5 个大型分拨中
心，此外还设有仓库（韵达联合仓）40
个、服务站点6514个。

平时，何园枫买的咖啡豆，出海关
后，当天就能到顺丰萧山中转场，第二
天配送到家。

疫情之下，物流网的每一个节点、每
一条干线，都充满不确定性。这袋咖啡豆
的命运，也因此充满了悬念——它可能
在海关静置、消杀，可能因仓库封控，滞留
货架，可能因交通管制，难以走出上海，也
可能因货车司机、快递小哥隔离，造成人

手不足，无法及时配送。
“你看，原来四通八达、井然有序的

物流网上，点到点的路线是明确的。但
关键节点、重要区域‘停’了，网就成了

‘迷宫’，要么绕行，要么等待，肯定影响
时效。”张婷说。

那么，大促期间，这张网又是如何
快速恢复元气的？

“有两个前提，一是 5 月下旬疫情
逐步平稳，二是今年‘618’分了两个时
间段进行，为长三角物流恢复运行留出
了空间。”中通快递公共事务经理李宜
晖告诉记者，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增
派车辆人员、拉长运营时间等方式，千
方百计确保配送时效。

精准的政策扶持，也为物流网运转
提供助力。4 月以来，长三角三省一市
陆续出台政策，实施减免社会保险、补
贴防疫消杀支出等举措。浙江和上海
还特别提出，支持电商平台企业，带动
快递等物流运输企业纾困。

“6 月初物流基本畅通，具体到末
端依然有困难，高速关卡层层审核。”菜
鸟义乌相关负责人北言说，为保障物流
畅通，义乌市交通局针对“618”高峰，
推出了卡口交通前置、退货车辆绿色通
道等举措，运输效率极大提升。

此外，仅 6 月末一周，义乌邮管局
就新增审核 8 张、新增通过 5 张重点物
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累计处理申请 768
份，审核通过 374 张浙江省通行证，确
保邮路畅通。

在杭州，今年物流体系的首次大
考，是在 3 月 9 日顺丰余杭中转场突发
疫情时。“我们邮管局 14 个人，要管
3000 多个中心和网点，怎样既做好疫
情防控，又保障行业高效运行，这是一
个复杂课题。”陈源泉说，3 月开始，杭
州迅速布起两张网，一张属地监管网，
一张全域信息网。眼下，每个包裹进入
杭州就纳入监控，包裹消杀、人员核酸
等都有了监督机制。

“链条运行的效率，首先取决于行
业安全。”在陈源泉看来，常态化机制的

核心，就是用确定性消解不确定性，
减少各环节可能产生的风险。

数据显示，3 月至今，杭州
末端物流网点的备案数量，

还在持续增加。供应链
的日趋稳定，已成为

产业发展的新优
势。

大考 战疫中保障运行

全国快递行业指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据其发布的申万行业指数中顺
丰、申通等快递行业上市公司股票走势、企业营运情况等数
据计算，综合分析形成的快递行业趋势性数据，用于标识快
递行业市场表现。5月、6月快递行业指数显著回升。

长三角物流景气指数

由杭州允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快递”“快递100”“货
拉拉”等关键词相关搜索指数拟合得出。这些关键词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快递需求、收发数量、货物运输等状况。

一次危机，如同一场测试，考验的
是产业链应对风险、化解风险的能
力。对链条上的每个环节、每家企业
来说，也是一个审视自身、提升能力的
契机。

采访中，杭州、义乌两地多位快递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两年来，成本上
涨、低价竞争、产能过剩等压力，在整
条产业链上传导，“网点越建越多，利
润越变越薄。”

今年的疫情，更成为最后一根稻
草：产业发展的立身之本——市场需
求，遭到冲击和抑制。以义乌中通快
递新科网点为例，“618”期间业务量
虽有 10%左右的增长，但这一增幅，
还不到去年的三分之一。

“对接过程中，我们发现，生产者和
消费者对物流供应链提出了新要求。
消费者的需求，从单纯的快，到期盼能提
供全方位优质体验。90%以上的企业
从看重性价比，转向看重关键时刻所具
备的承压能力，希望即便在特殊时期，物
流也能稳定高效。”尚银宁说，为应对

“618”，申通在义乌的人员、车辆分别增
加20%、10%，“但这是权宜之计，迈过
坎后，我们还要寻找新出路。”

变局之中，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投
入，打造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已然成
为共识。

6 月 末 ，记 者 来 到 京 东 物 流 于
“618”期间投入使用的义乌“亚洲一
号”智能物流园区，不由为眼前的景象
震撼。巨型仓库中，高速分拣系统和
智能控制系统，指挥着100多台AGV
搬运机器人、交叉带分拣机工作。

“我们用‘货找人’替代‘人找货’，
智能分拣中心进出包裹最快只需 10
来分钟，效率是人工分拣的5倍，每日
最大分拣处理能力超过100万件。”京
东物流浙江园区负责人郑勇说，从更
大范围看，智能仓储、打包直发、自主
配送的全链路布局，能有效解决电商、
仓储、运输、配送等上下游协同不足困

境，提升物流掌控力、履约力。
采访中，桐庐邮管局相关负责人

提到一个案例。4月时，海宁许村突发
疫情，“三通一达”转运中心被封控。
当天，韵达立刻启用萧山中心，尽管处
理能力不如许村中转场，也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包裹大规模堆积、滞留。

“此前各大物流公司、快递企业的
发展重心都在布点拉网、抢占市场上。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最大课题，将是如
何整合资源、优化网络。”陈源泉说，只
有每一个节点、每一条线路都充满韧
性，突发事件来袭时，这张网才能像弹
簧一样，从容应对压力，快速恢复原状。

就在 5 月底，国家邮政局专门印
发通知，提出六项任务、23 条具体措
施，其中包括鼓励邮政企业、快递企业
总部聚焦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加快
推行成本分区、服务分层、产品分类。

“我们希望各公司能摒弃拼量、拼
价的低端竞争模式，走上高质量发展
道路。”义乌市邮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4 月以来，除了省里提出的物流助
企纾困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向交通物
流领域提供优惠贷款外，义乌还推出
了一系列个性化方案。

比如，当年度在义乌综合贡献额
首次达100万元、250万元、500万元、
1000万元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
性10万元、25万元、50万元、100万元
的效益提升奖励。此外，物流企业新
购置重型运输车辆，给予总价4%的一
次性补助，自有货运车辆核定载量达
到一定标准，也能享受一次性奖励。

调研中，何航滨告诉记者，中通
快递新科网点已投入近千万元，采购
了一条自动化流水线，网点每小时快
递处理量能提升 2 倍多，最高可达 7
万件。

风浪之中，有人退后，也有人迎难
而上，这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也是强筋
健骨的过程。在变化中尝试改变，正
是供应链背后一个行业的韧性所在。

升级 强筋骨优化网络升级 强筋骨优化网络

义乌保税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打包跨境包裹。 共享联盟义乌站 吴峰宇 摄

京东物流义乌“亚洲
一号”智能物流园区一角。

受访者供图

中通快递杭州公司分拣处理中心。 受访者供图

快递员正在配送包裹。 共享联盟桐庐站供图快递员正在配送包裹。 共享联盟桐庐站供图

义乌快递物流分拨中心，装满快递的货车从义乌出发前往全国各地。
拍友 杨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