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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增量收益不抵前期巨大投入

快快递递公公司司““双双十十一一””赔赔本本保保地地位位

华夏人寿“敬老工程”

今日启动

本报济南11月14日讯（记者
王茂林）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15日将启动“最
美夕阳红，幸福华夏梦——— 2013华
夏人寿敬老工程”。

据介绍，本次“敬老工程”将以
尊老敬老为主题进行集中宣传，
同时开展“华夏荣誉监督员”、“华
夏才艺老人”、“华夏幸福老人”三
项评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
注老年人生活的氛围，倡导尊老
敬老的社会风尚。2013年11月15日
至2014年2月9日，参与者可通过大
众日报品牌运营中心或华夏人寿
山东公司各分支机构报名参加评
选。

“双十一”狂欢产生的数以亿计的快件，并没让快递企业像外界猜测的那样赚得盆满钵满。连日来的采访中，不
少快递企业抱怨，由于前期人力物力投入巨大，这期间不仅没有大赚，有的还赔了。不过这些快递企业的负责人称，
快递业目前正处在快速发展期，未来一定有个洗牌过程，加大投入保证“双十一”期间快递不出现爆仓，是竞争中取
得优势最重要的砝码，为了未来的市场，“双十一”期间即便赔了也得忍着。

“保仓”就是保声誉
去年“双十一”期间快件激增

导致大范围爆仓现象的出现，快
递变“慢递”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消
费者的网购体验。今年多数快递
公司均满怀信心地表示，除非遇
到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不然不
会出现爆仓的情况。

增加人员无疑是各快递公司
眼中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今年有
快递公司一次性招聘了200名快
递人员，顺丰速递更是从今年6月
就开始大规模招聘人员。

今年没有出现大范围爆仓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大数据的
支撑下，快递企业提高了快件的
中转速率。圆通速递山东区在13
日就拿到了由菜鸟网提供的直到
20日的每日预计分拨量。快递企
业可提前根据分拨量增加人员和
车辆。多数快递公司都将原来每
天一班的运送班次合理拆分增至
2到3班。这样在保证运量的同时，
给了派送网店更多的时间分拣派
送快件。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
各家企业都增加投入防止爆仓的
情况下，如果谁因为投入跟不上
而出现问题，将会在这一轮的竞
争中失去声誉，这也意味失去了
市场。“现在你连基本的快件中转
都出现问题，还谈何服务？所有快
递企业今年就算是牺牲利润也要
防止爆仓，保证快件稳定的准点
到达率。”

快件激增利润反倒摊薄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些

快递企业并没有随着快件量的
暴增而赚得盆满钵满，有的甚
至还可能赔钱。

圆通速递山东区经理张善
建坦言，目前快递行业平均利
润率在8%左右，不过由于快件
量大，算上场地、人工、车辆等前
期投入，“双十一”期间成本大约
是平时的两倍，算下来“双十一”

圆通的利润能实现3%就不错
了，“快件量增量不足的企业可
能还要赔钱”。

据业内人士分析，为了备
战“双十一”，快递企业将大量资
金投资在信息化设备、中转中
心和飞机上。而在此期间产生
的快件最长10天左右的时间就
能完全消化，但对于目前微利
的快递行业来说，如何消化这

部分成本的增加成了难题。
以圆通速递山东区为例，

为保证“双十一”快件航空运输
的稳定性，其从今年3月起就与
山航签订了每天1吨的发货协
议。协议一签就是1年，但圆通平
时的发货量可能还不到协议量
的一半，因此只能牺牲平时的
利润来保证“双十一”期间不受
影响。

“双十一”快递公司之间
的竞争导致成本直线上升，留
给快递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
越小，但快递企业仍乐此不疲
不断加码投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快
递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业内
预计这个行业未来3到5年将

完成一轮整合，最终会有5家
领先企业生存下来并占据这
个市场9成的份额。

该负责人坦言，国内快递
业目前处在较低的水平，但未
来肯定不再是低价低质的竞争
模式，快递业未来一定会是提
供标准化的服务。“双十一”更是

一个优胜劣汰的舞台。
业内人士分析，现在每年

的“双十一”都是硬件、软件的
一次行业性提升，谁跟不上同
行前进的步伐谁就将有可能
在将来被淘汰。“现在的投入
肯定有人咬牙喊疼，不过赔了
也得忍着。”

咬牙投入竞争市场地位

本报记者 李虎

应对“双十一”海量快递，济南顺丰启用了新的分拨中心。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龙头农企等将获

财政资金扶持

本报济南11月14日讯 (记
者 王茂林 通讯员 王海红
褚薇薇 )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
获悉，今后我省对农业综合开发产
业化经营项目的扶持，将向公益、环
保、科技、特色四个方向倾斜，体现
财政资金的公共性和导向性。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了解
到，今后从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
经营项目的资金投向和项目选择
上，我省将重点扶持土地流转面
积达一定标准，且能大量吸收当
地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龙
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加强原材料
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农产品废弃
物处理及隔离环保设施建设、农
业污染防治、废弃物综合利用、实
施秸秆有机肥转化、发展农业循
环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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