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长江证券、浦银安盛、高毅资产、南方基金、安信基金、朱雀基

金、半夏投资、圆信永丰、博道基金、歌斐资产、才华资产、沣京

资本、永赢基金、海创基金、旌安投资、Ward Ferry 共 16家机构 

时间 2023年 1月 31 日 15:30-16:30 

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 58 号 5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1、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梁波先生 

2、董事会秘书：郭林先生 

3、投资者关系：何敏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由管理层介绍 2022 年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2022 年，公司坚定“打造中国质效领先的经济型快递”战

略目标，坚持“聚焦经营、服务赋能及打造有质量的单量”的年

度经营策略，启动了三年百亿级产能提升项目，继续扩大全网吞

吐产能，全年共完成 82 个产能提升项目，推动常态吞吐能力站

上日均 5000 万单量级，带动公司业务量及市场份额大幅增长。

2022 年，公司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 129.47 亿件，同比增长

16.89%，市场占有率为 11.71%，同比去年提升 1.48 个百分点。 

在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的同时，公司秉承“正道经营、长期主

义”的发展理念，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通过深化数智运营、

改善时效及服务质量、推出按需配送服务等多项举措提升广大消



费者体验，增强客户服务粘性，产品定价能力显著增强，经营业

绩实现扭亏为盈。2022 年，公司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区间为 2.76 亿至 3.46 亿元，同比增长 129.27%-

136.69%；其中第四季度，公司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区间为 1.22 亿元至 1.92 亿元，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改善。 

二、投资者问答环节 

1、2022 年快递行业的业务量增速约 2.1%，市场对快递单量

增速放缓存在担忧。请问公司如何看待今年快递行业的发展趋

势？ 

2022 年，疫情多点散发导致物流供应链受阻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快递业务量的增长，同时消费者一定程度上基于对宏观经济环

境的担忧而抑制消费需求。但随着疫情后经济的逐步复苏，电商

市场释放了较大的消费需求和潜力，网购渗透率也保持持续提升，

按需配送等差异化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体验，2023

年这些积极的变化都将推动快递行业稳步增长。 

单量方面，近期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长假

期间（1月 21 日至 27 日），全国揽收快递包裹约 4.1 亿件，与去

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 5.1%；春运假期期间（1月 7日至 27日），

全国揽收快递包裹约 39.4 亿件，较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12.5%。疫

情放开后带来消费回暖及快递企业履约能力修复，我们预计 2023

年整个快递行业的单量增速将有望明显回升。 

    价格方面， 随着国家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行业监管政策以

及相关的指导意见，过去一年来，快递行业在“稳中求进” 的

总基调基础上平稳运行，行业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恶性竞争，行业

整体呈现回暖。未来，我们认为快递行业将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迈进，出现大规模价格竞争的概率较小，因此我们预计 2023

年行业整体价格仍将保持相对平稳。 

2、2022 年，公司实现了单量和利润的显著增长；展望 2023

年，公司有哪些主要经营计划和目标？ 



“打造中国质效领先的经济型快递”是公司接下来的发展战

略目标，稳定的经济型快递网络、市场溢价能力以及差异化服务

能力是公司在未来长久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2023 年，公司围

绕这个目标将“用心服务年”确立为今年的发展主题，坚持“单

量、体验服务、利润”三架马车并驾齐驱，打造公司的多元增长

动力，不断夯实公司在快递行业的竞争地位。 

单量上，公司通过发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日均产能吞吐能

力提升至 5500 万单，为单量稳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提升时

效和服务质量，改善商家及消费者的服务体验，增强品牌服务粘

性；通过加强与传统电商平台及新兴电商平台的合作，稳固存量

市场，积极寻求增量市场，推动公司快递单量继续稳步增长，市

场份额有序提升。 

服务体验上，公司将继续进行时效质量投入，优化全链路快

递时效水平，给予商家和消费者“又好又快”的高性价比服务；

提供差异化的末端服务方案，推出按需配送服务，充分满足消费

者的不同需求。 

利润上，公司高度重视经营业绩的持续改善，2023 年公司将

加强精细化管理和数智化运营，不断优化运营成本和相关费用管

控，旨在实现更加优异的经营业绩。其中，在运输成本方面，国

内油价出现下降空间，对快递干线运输的用油成本带来了正向影

响；继续加码自有运力投入，提升车辆装载率，降低单票运输成

本；借助数智化能力如标准路径推荐算法、车辆智能驾驶等手段

降低运输成本。在操作成本方面，完善中心合理布局，有效降低

快递中转次数；加强智能化设备投入和分拣人员管理，推行班组

计件制，提高分拣人效，降低分拣操作成本。 

3、请问三年百亿级产能提升项目的进度及未来规划？ 

2022 年，公司全面启动三年百亿级产能提升项目，扩大全网

吞吐产能，全年共完成 82 个产能提升项目，推动常态吞吐能力

站上日均 5000 万单量级，带动公司业务量及市场份额大幅增长，



实现了年初制定的产能提升目标。2023 年公司将继续在核心产粮

区以及公司的重要运营节点进行资本性投入，充分解决产能堵点，

合理规划包裹流量流向，推动公司的产能吞吐能力与市场份额增

长进行适度匹配，实现未来长期释放规模效益的目标。 

4、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加强时效质量投入，请问在这方面有哪

些举措？ 

伴随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电商市场下沉，二类电商、直播电

商等新型电商形态的兴起，消费者群体更加丰富，服务需求也更

加多样化。各大快递企业在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持续发力增强

其在快递时效、末端派送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 

公司秉承“正道经营，长期主义”的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快

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号召，持续进行时效质量投入，相关举措如

下：一是公司自主开发上线时效控制平台，为全网车辆、路由、

人力等的调度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可实现转运中心管理人员对现

场车辆的智能调度，提高转运中心场内的操作效率，从而提升快

递时效方面的履约能力。二是通过全链路管控，对时效质量薄弱

的环节进行重点针对性的改进，例如，网点端加强对网点揽收的

考核，提升交货频次和效率；中心端加大人员及设备投入，提升

操作效率；运输端优化干线路由，提升发车频次，提升干线时效。

三是推动网点自建驿站、增加派送频次等提升末端派送效率，改

善末端服务品质。 

5、公司如何看待快递公司数智化，以及公司在数智化方面取

得了哪些主要进展？ 

数智化转型已经成为快递企业进行下半场比拼的重要方向，

通过数智化赋能传统快递企业，帮助企业提升运营效率、节约成

本，在数据管理方面更加高效、智能，从而提高快递企业长期竞

争力，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公司高度重视数智化能力建设，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和进展，

现已对公司成本优化以及效率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目前，公司已



搭建完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数智化系统和产品，其中在总部决策

层面，已上线数据参谋平台，实现了对单量、时效、服务质量以

及损益等方面的决策分析；在运营管控方面，智能运营平台-昆仑

系统已投入使用，实现了产能诊断、件量预测、网络规划以及成

本管控；在快递全链路层面，相关产品已经全面覆盖揽派、运输、

中转等实操场景，实现了对快件及时、准确、完整的状态感知，

让快件的履约过程可计划和可监控，做到亿级包裹端上即时干预

等技术手段，实现物流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 

6、阿里巴巴入股申通快递以来有哪些赋能举措和积极变

化？ 

阿里巴巴是目前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之一，其构建

了多元化的线上消费场景，为整个快递行业贡献了大量的快递单

量需求。申通快递是一家拥有 30年发展历史的独立第三方快递企

业，公司目前已经具备强大的数智运营网络、高效的中转运营体

系和细颗粒度的末端网络布局，拥有较强的快递行业竞争壁垒。

阿里巴巴入股申通快递既是对公司竞争力的认可，也是基于巨大

商流环境下整个物流环节创新节点的重视。双方的相关合作可以

加快快递行业的发展，提高快递行业的服务水平，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 

阿里巴巴入股公司以来，双方加强了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

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其中：在信息技术方面，公司引入阿里云并

成为通达系首家将全部业务系统搬到云上的快递企业，通过引入

云原生技术实现了技术全面升级。公司从最初的系统产品打造、

全链路产品覆盖及仿真测试和预警、到最终实现赋能决策，数智

化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在物流仓储方面，依靠其在物流地产、仓储等领域的强大实

力，公司与其在物流地产开发方面进行合作，帮助公司进行土地

拓展，完成场地改扩建、科学规划和落地运营。 

在业务合作方面，双方在菜鸟裹裹、C2M、网格仓、按需配送



等业务方面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和协同，相关业务均已取得积极进

展。 

在组织文化方面，借助其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化人才培养和

内部考核激励等机制，推动公司从传统的快递公司向科技型物流

企业转型。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3年 1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