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点2017不可错过的10个物流大事件
一、巨头抢滩新零售——盒马鲜生&7Fresh…

2017年可以说是中国新零售发展元年，阿里、京东等行业巨头纷纷布局新零售、抢占
生鲜市场。

5月 26日晚，百联股份发布公告称，联华超市股东上海易果电子商务与阿里签署股份
购买协议，将转让其持有的 2.01亿股内资股给阿里；6月，“盒马鲜生”在北京开店，且
迅速拓展门店数量。亚马逊 137亿美元收购美国全食超市；12月 29日，位于京东总部附
近的大族广场，京东旗下对标盒马的生鲜超市 7Fresh第一家店正式开业…
物流与供应链领域专家黄刚曾表示：中国互联网商业有一个通用逻辑，一个新商业火

爆的第一年，各大企业都不惜代价杀入，三年左右就进入洗牌时期，然后就是 BAT的卡位。
当年的微博时代、O2O时代、外卖平台、滴滴出行、共享单车 ....基本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发
展的。

京东 7Fresh一直被业内称之为对标阿里盒马的核心产品。业内人士认为，7Fresh的出
现将对京东生鲜乃至整个京东平台形成有力的线下补充，成为京东零售矩阵中的重要线下

阵地。

新零售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没有规则，玩法并不唯一，未来也绝不止于盒马鲜生

&7Fresh一种类型。正如黄刚所讲一切新商业的模式，社区新零售、社交商业、社群新商
业，都孕育着各种创业机会。

二、终于等到你——最正也最难！历时两年，德邦终上市

2017年初，顺丰完成借壳上市；12月 5日晚，证监会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德邦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12月 26日上海证交所发布《德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等。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

“德邦股份”，股票代码为“603056”，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1月 16日德邦将正式敲钟上市。
首发过会后，一位物流同行在朋友圈写到：一家企业的关键时刻，一个行业的突破，

影响数个细分领域格局…十万、百万物流人激动的时刻，回顾这一路艰辛，不知崔维星心

里是否叹了句：不易。

从最早上市的圆通到快递之王顺丰，包括申通、韵达，采用的都是“借壳上市”，而

中通和百世采用的则是赴美上市。唯独德邦选择了排队 IPO：最正，也最难。如今它终于
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 IPO上市的快递公司，也将成为中国零担物流第一股！造富的同时，
更重要的为德邦提供了资本动力。

11月 27日，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货车帮）与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运
满满）联合宣布战略合并，双方将共同成立一家新的集团公司。由著名投资人王刚担任集

团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货车帮 CEO罗鹏和运满满 CEO张晖兼任集团联席总裁。
王刚表示，平台型公司首先是规模，二是技术，而技术才是核心的。未来几年，满帮

集团将着力 1.0、2.0和 3.0战略。1.0战略就是继续夯实信息平台，使得平台辐射范围更广
泛；2.0战略即明年会全力攻坚交易平台，并继续拓展车、保险、金融、园区、ETC等增值
服务领域；3.0战略是实现从平台型公司到智慧型公司的转变。

2015年，“互联网+”的热潮令物流行业大大受到资本的青睐，暂短繁荣和井喷之后资
本陆续断粮，投资开始降温，如今两家 10亿美金级别的独角兽公司合并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没想到会合并的如此之快，但是优酷土豆、滴滴 uber、携程去哪儿、
58赶集这些行业老大老二合并的案例在近几年不胜枚举，互联网企业的合并浪潮大幕拉开，
大家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相杀终相爱”、“天下归一家”的模式。

互联网红利消退背景下的抱团取暖，老大老二联合起来对付老三、老大老三联合起来

对付老二的戏码不断上演，合并之后公司内部怎样融合？业务资源如何分配？运作模式怎



样转变？都是新公司所必须思考的事情。头部企业合并后老三、老四不可能再靠平台规模

取胜，如何在垂直细分领域做深做专做到无可替代，值得期待。

四、共生、开放——京东物流全面开放，成立京东物流子集团

今年以来京东物流动作频频，4月 25日上午，京东物流宣布独立运营，组建京东物流
子集团。原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京东商城运营体系负责人王振辉将出任京东物流子集团

CEO，向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刘强东汇报。
王振辉表示，京东组建物流子集团并不是拆分，京东物流仍然是京东集团全资控股的

一个子集团公司，不排除未来独立融资和上市，并将在五年后成为年收入规模过千亿的物

流科技服务商。

物流是京东的起点和护城河，但不仅仅是起点。此次，京东将物流单独成立子集团，

实际上是打开了与上下游产业整合的想象空间；未来京东的物流产业将可能具备非凡的社

会整合能量。

五、行业洗牌——苏宁收购天天、全峰并入青旅、申通入股快捷、速递易易主邮政

这一年快递第一梯队的圆通、韵达、中通等陆续开始了快运业务，而快运企业安能、

远成也获得了快递牌照……面对激烈的竞争，处在二三梯队的快递企业日子显然不好过了

2017年 1月 3日，苏宁全资收购天天快递；2017年 4月，全峰快递整体并入青旅物流，成
为青旅旗下的一个事业部；2017年 8月，申通快递 1.33亿元增资入股快捷快递，获其 10%
股权……

虽然一方面被注资企业获得了资本助力，注资企业得到了资源补充，但是显然，头部

玩家已成为行业的主要力量，不断挤压着中小型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两者间的差距逐渐

被拉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对于众多如全峰快递一般，处于二三梯队的物流企业，只能

通过“抱团”、“找靠山”等方式寻找发展出路。未来物流行业内的资源还将加速集中到

少数快递企业手中。

而丰巢 8.1亿元收购中集“e栈”，速递易收归中邮，进入两军对垒的快递柜行业也不
平静，站队、整合、盈利……2018年，中国快递业将是升级的一年，也将是整合的一年。

六、共享网络、共同配送——日本开启共同派送时代，三巨头共享物流网络

2017年 3月，日本雅玛多、佐川急便、日本邮政三大快递公司宣布联合启用共同配送
的模式，强化物流体系。据了解，强化后的物流网络将方便客户取件、提高配送效率、解

决驾驶员短缺的问题。

电商市场日益扩大，而日本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忍受不素，让日本快递人员长时间劳

动成为常态。驾驶员的严重短缺，则让“当日发货”等物流服务变得力不从心。雅玛多、

佐川急便、日本邮政均拥有各自完善的配送体系，通过共同配送的模式减少重复工作，提

高人员作业效率，从而强化物流网。

其实不止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内同样面临这种问题，共享网络、共同配送的模式

可以应用于多种细分领域，尤其针对环节高峰期陡增的爆发性件量及货运回程车空载方面

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案。

七、业态融合——物流快递化，快递物流化，物流快运化，快运物流化

如果盘点 2017年物流关键词，业态融合一定是不能错过的一个。
上市后，随着资本注入，各大快递企业开始拓展业务形式。圆通收购天地华宇失败转

而挖角邓小波，让其快递、快运“一肩挑”；申通联手快捷起网做快运；9月 4日上海韵
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10月 10日韵达快运网络正式启动；而中通则早在 2016年
便进军零担快运市场，成立快运事业部…

其实，2017并非业务融合元年，这几年国内的知名合同物流和快运企业诸如远成、安



能纷纷进军快递行业。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令订单趋于碎片化、服务需求个性化、货物

包裹周转要求更加快速化。物流、快递快运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综合性趋势必将促

使快递行业朝着更加细分业务领域发展。与此同时，众多第三方物流也在向供应链服务商

转变。

八、技术升级/股权质押——设备智能化、数字化提升。建机场、建总部

“新零售”“无界零售”“智慧零售”……2017年，显然是零售业变革之年，各种收
购，各种创新不断涌现。而传统零售与线上巨头的深化合作，将会导致社会化、数字化物

流在全社会重新配置，高效的物流体系是实现线上线下深入融合的核心，也将是快递企业

迎接新零售挑战的核心竞争力。

而在全渠道的发展方向下，物流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将某物从某地运送到某地，而是要

为商家赋能，打通线上线下渠道，为商家进行库存管理，实现“互联网+物流”。
未来的快递业，一方面产业方向上向上下游延伸，实现快递、快运、冷运、仓配一体

等领域多元化布局，推进综合物流服务商建设；另一方面，业务上进一步扩展国际业务、

二三线城市、乡镇领域业务，加速其网点布局实现渠道下沉。

快递企业显然意识到了这点，也尝到了智慧物流的甜头，有了资本的快递企业，纷纷

开始各自的布局……

这一年，“圆通速递华中管理区总部基地及航空枢纽项目”签约

这一年，西安国际港务区与圆通、申通签约，将合作建设圆通（西安）跨境商贸及服

务产业园项目、申通西北地区转运中心项目。

这一年，顺丰控股与 UPS合资公司获批，机场也终于要开工了。
这一年，东航混改，德邦入股。

这一年，上市的快递企业纷纷将资本投向智能设备、转运中心。

野蛮生长的快递业，开始了精耕细作的新阶段。

九、18个铁路局已改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11月 19日，铁总按照“非运输企业-铁路局-总公司”三步来完成公司制改革，中国铁
路路局时代结束，路局集团公司时代开启。改制后的 18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集中挂牌，
各铁路局名称全部改为“中国铁路 XX局集团有限公司”，但 18家路局集团依然为铁总的
全资控股公司。截至 10月底，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256.4亿元。
改革后各铁路局经营范围均有所扩张，比较惹人眼球的是很多路局增加了物流、金融、

旅游餐饮、广告经营、房地产开发、农畜产品和烟草制品销售等业务。这次变更后的中国

铁路可能就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中国铁路了，多元化经营正是中国铁路进行公司制改革的

一大目的。

专家普遍认为，铁总此次如果能进行彻底的公司制改革，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对促

进其它国有企业改革也会产生极大示范效应。

十、心寒却也必然——北京市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自 11月 20日开始至 12月底，北京集中 40天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专项行动，范围覆盖北京市各地区、各行业领域和各类企业。其中，以城乡结合部为核心

清查整治仓储物流、汽配城、批发市场等。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集中整治一批突出

问题，取缔一批违法场所，拆除一批违章建筑，关闭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企

业。同时，着力加强低端业态安全管理，对安全隐患突出的低端业态做到坚决疏解、倒逼

腾退，全面压减事故总量。

这个无需多做评判，违规建筑、违法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终将淘汰，大火只是缩短了

时间。有人说，这次大清查是无情背后隐藏大爱，我只想说政策是好的，告别也是真的。

这一年，资本缩紧、市场遇冷，物流创业者们的焦虑被无限放大，物流从业者的辛酸



被反复播放，但物流仍是万千学子心中的朝阳产业，仍是宏伟商业的基石。中年少女的枸

杞可泡茶亦可泡酒，物流人可忍痛苟且，更可报以为歌。愿千帆历尽家犹在，归来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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