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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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公司、中信证券、汇丰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海通证

券、中国信达、中信建投、华泰证券、华创证券、国海证券、广

发证券、野村证券、摩根大通、花旗交运、高盛证券、摩根士丹

利、瑞银证券、圆信永丰、银华基金、易方达、兴全基金、南方

基金、景顺长城、大成基金、博时基金、中银基金、泰达宏利、

华安基金、国泰基金、国投瑞银、泰康养老、太平洋保险、建信

人寿、天安人寿、华泰资管、中信资管、国泰君安、招银理财、

招商基金、朱雀基金、拾贝投资、和谐汇一、丹羿投资、宽远资

产、高毅资产、碧云资本、SEAHAWK CHINA DYNAMIC FUND、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D.E.Shaw、Goldman Sachs、HSBC AM、贝莱德、一瓢资本等 154

家机构共 193 位投资者。 

时间 2024 年 5 月 6 日（周一） 

地点 电话会议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名 

1、董事、副总裁符勤先生 

2、董事会秘书杨红波先生 

3、证券事务代表何强先生 

4、投资者关系经理柳正罡先生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主

要 内 容 介

绍 

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杨红波先生介绍了公司 2023年度及 2024年

第一季度经营概况： 

利润方面：2023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6.25 亿元，同比增长 9.58%。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2 亿元，同比增长 15.02%。 

业务量方面：2023 年，公司实现业务量 188.54 亿件，同比

上升 7.07%，市场份额达 14.28%。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业务量 49.42 亿件，同比上升

29.14%。 

单票收入方面：2023 年，公司单票快递业务收入 2.30 元，

同比下降 10.08%，归因方面：主要受直营客户比例逐步下降、单

票重量变轻、以及市场竞争等综合因素影响。 

单票成本方面：2023 年，单票快递经营成本为 2.10 元，同

比下降 10.21%，单票核心经营成本为 0.87 元，同比下降 11.18%，

其中：单票运输成本 0.50 元，同比下降 17.34%；单票中转成本

0.37 元，同比下降 1.12%。 

2024 年第一季度，单票快递经营成本为 1.98 元，同比下降

16.19%，单票核心经营成本为 0.76 元，同比下降 24.01%，环比

去年四季度下降 9.52%，其中：单票运输成本 0.42 元，同比下降

28.06%，单票中转成本 0.34 元，同比下降 18.36%。 

基于运营逻辑分析，快递核心经营成本稳定处于下降通道，

未来还有持续的下降空间。 

费用方面：2023 年，公司四项费用合计为 22.96 亿，同比下

降 4.39 亿，下降比例为 16.05%；单票费用方面，2023 年单票费

用为 0.12 元，同比下降 0.03 元。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四项费用合计为 5.28 亿，同比下降

0.52 亿，下降比例为 8.92%；单票费用方面，Q1 单票费用为 0.11

元，同比下降 0.04 元。 

近年来，公司实施聚焦战略，对多元业务和配置资源进行合

理收缩优化，持续对期间费用进行挖降，预计公司期间费用将会

降到合理水平。 



 

 

单票利润方面：2023 年，公司单票归母净利润为 0.09 元，

同比微增 2.34%；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公司单票归母净利润为 0.08 元，同

比环比保持稳定； 

负债率方面：2023 年末，公司负债率为 49.3%，较 2022 年

末下降 5.8 个百分点。 

2024 年第一季度末，公司负债率为 47.7%，较 2023 年末继

续下降 1.6 个百分点。 

自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始，公司资产负债率连续六个季度保

持下降趋势。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1、从去年旺季以来公司业务量增速很亮眼，主要原因是什

么？后续还能继续保持高增速水平吗？ 

行业方面，根据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和快递公司公布的月度

数据，快递包裹在电商消费分级的背景下得到持续释放，行业景

气度持续高位运行。 

公司方面对经营策略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优化： 

第一，调整了一系列网络管理政策，包括：调整定价政策、

优化考核政策、做实协发委组织职能、完善仲裁规则，持续聚拢

加盟商业务能力和发展信心。 

第二，经营策略主要是提高轻小件、区域件和散单业务比例

方面，持续优化包裹结构。 

第三，快递业务部门经营重心聚焦提高网络服务能力、提高

网络效率方面，主要是提高揽签时效、减少破损件、减少遗失件

等，提升在核心电商平台上的服务水平，目的是促进全网获客能

力，特别是大客户合作能力。 

通过以上几项举措，公司服务时效和服务品质的“能力累积

效应”加速显现，核心电商平台包裹占比持续提升，客户数量进



 

 

一步提升，高质量包裹和散单比例继续扩大，带动公司业务量在

11-12 月连续 2 个月单月同比增长超 30%。 

后续公司的经营策略： 

一方面加强能力建设，公司将贴近平台服务规则，贴近消费

者服务需求，增强服务的主动性、前置性，继续巩固、提升网络

的服务能力，目标是把服务品质和链路时效的指数排名稳定在优

势水平，这是后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另一方面，是牢牢把握住行业的高增长机会。在保证存量客

户稳定性的基础上，公司将重点关注各类因素带来的新增量。例

如：基于客单价差异、平台促销和购物车模式的差异，紧紧把握

住流量平台获客的机会；基于“快递进村”、“农产品进城”、

“邮快合作”、“交邮合作”等专项工程正持续落地，紧紧把握

住农村人口线上购物频次提升的机会；基于行业高质量发展、个

体差异化服务的需求趋势，公司将加快门店驿站、网格仓等基础

设施建设，分别提升进驿站、派前电联、择时派送等差别化服务

的能力，紧紧把握住“客户分群、产品分层”的行业溢价机会。 

2、公司去年和今年一季度成本下降很多，做了哪些动作？

未来下降空间还有多少？ 

2023 年，随着超预期因素逐渐消退，公司管理层灵活调整经

营策略，充分挖掘数字化和核心资产优势，充分落实各项精细化

管理措施，重塑了核心运营成本优势： 

数字化管控方面，公司通过数字化管控系统，依据快件货量

流量、流向及淡旺季发货量因素预测，实现对路由和运能进行灵

活设计、优化和调整，使设备运行时间满足快递业务的稳定增长

和临时波动需求，有效解决城市之间点对点运输货量和运能不匹

配问题，保持运能运力的弹性和经济性。 

干线运输成本管控方面，根据业务量变化，公司陆续调整了

车辆管理模式，实现运营管理效率提升；协调快递快运发展，优

化配载串联，带动车辆装载率提升；根据淡旺季变化，平衡自有



 

 

车辆和社会运力比例，降低平均单公斤运输成本；同时叠加能源

价格趋于稳定，促使单票运输成本明显下降。 

转运中心成本管控方面，一是加大集包仓建设，优化集包方

案，提高运营效率，缩减操作时间，降低操作成本；二是通过机

器设备改造升级、日常巡检减少转运中心用电用能等生产损耗；

三是关注人均效能提升等相关工作。 

2023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各类调整优化措施，实现网络服务

能力与公司品牌力提升、网点拓客信心增强、公司客户规模扩大、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下半年，尤其是 11 月、12 月，公司业务增

速重新回到跟行业增长同频共振的位置，网络信心进一步夯实、

产能利用率提升、规模效应充分发挥、票均成本下降，充分体现

网络自如的调整能力。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快递核心运营成本处于较低水平，未

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成本管控措施持续发挥作用。 

3、2024年费用优化和展望？ 

2023 年期间费用同比降低 4.39 亿元，费用下降主要来自于

公司聚焦快递主业，对周边业务进行收缩。财务费用降低方面，

将做更多努力。2024 年还有空间节降，后续资本开支收缩、留存

收益累积和现金回流有助于减少财务费用。同时，公司 2024 年

预计处置资产取得的资金回收，进一步减少财务费用，公司财务

费用会持续降低。 

4、公司领导对今年行业增长是怎么判断的？ 

客观来讲，今年以来行业增长速度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期。我

们认为主要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多元化电商平台齐头并进，消费分级效应明显。传统综

合类电商平台提供全品类商品交易，满足消费者线上购物基本需

求；新型电商平台“去购物车”化的购物模式在省去对消费者网

购习惯的培育成本的同时，大量释放包裹；兴趣电商实现将娱乐

流量转化为电商消费新增量等。多元化电商平台蓬勃发展，充分



 

 

覆盖消费者不同层次消费需求。 

二、农村电商市场加速释放快递增量。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

普及率持续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上涨、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能力持续加强、农村基础物流设施逐步完善、农村电商

市场购销双向渠道愈加畅通，都将利好农村人口线上购物频次上

升、年均购物包裹量增长，是快递市场未来增量的重要组成。 

三、兴趣电商除了消费分级层面贡献行业增长动能，也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购买决策速度。与传统电商按需消费的特

点不同，直播电商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直观、真实的商品展示和

使用体验，在满足其生活必须消费的同时，又具有满足精神需求

的可选消费特点，结果上呈现的爆款效应，也势必将为快递行业

带来更大的增量市场。 

四、快递在国民生活场景愈加日常化。一方面，随着电商消

费持续渗透深入国民生活，收寄包裹成为生活日常；另一方面，

得益于快递的时效性和便捷性不断提高，个人寄件的需求增长迅

速；同时，直播电商、兴趣电商单量暴增，也使得逆向物流市场

潜力增大。 

在以上因素持续作用下，将为快递行业注入强劲增长动力，

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逐步恢复常态，快递行业将持续成为服务经

济发展、服务民生需求的重要载体。 

5、去年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公司对未来一年的快递单票价

格的展望是怎么样的？公司针对业务量会采取什么样的竞争策

略？ 

快递行业是一个较为市场化发展的行业，受电商消费、供需

关系、成本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我们对 2024 年快递市场持乐

观态度： 

首先，快递行业目前还继续处在两位数增长的发展阶段。今

年一季度以来，快递行业业务量增速为 25.2%，超预期的行业增

长促进包裹量释放，促进整体价格趋于平稳。 



 

 

其次，超预期的一些因素正逐步消退和减弱，因此市场上一

些偏短期的经营行为、政策措施可能发生变化，对快递市场价格

的扰动会相应减弱。 

第三，快递企业处于正常的经营环境，核心经营成本基于技

术迭代、精细管理还有下降空间，但趋势更趋平缓，对市场竞争

构成理性约束。 

第四，随着行业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及鼓励高质量发展等一揽

子综合治理措施的推进，以及广大消费者对多元化快递服务消费

需求日益繁盛，高质量发展已逐渐成为头部企业发展的新共识，

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能力建设，主要是差异化服务能

力、时效能力等建设，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将是获得服务溢价能力

的竞争。 

公司的竞争策略：在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时代，单纯依

靠降价抢量的策略是行不通的。公司通过恢复加盟商的市场竞争

能力、恢复公司产品能力、恢复服务履约能力等方面持续提升综

合实力，建立良好的市场口碑，获取更多客户和消费者选择。 

6、公司今年资本开支是怎么规划的？ 

近年来公司聚焦主业，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底盘建设，随着公

司在枢纽转运中心、设备自动化智能化、运力运能提升、数字化

信息化建设等核心资产方面的投入逐渐完善，公司以产能利用率

提升为导向，促使资本开支目标由核心资源能力扩张转向维持。 

2023 年公司资本开支规模为 25.79 亿元，较 2022 年同比下

降 28.90%，资本开支规模连续两年保持下降。公司资本开支规模

稳定收缩，扩张性的资金需求下降，负债率已经连续 6 个季度保

持下降趋势。 

未来，公司将结合行业规模增长预期及业务发展实际需要，

在兼顾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同时，合理地把握产能建设节奏。 

7、公司在股东回报方面的有什么计划？ 

在利润分配方面，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过去 7 年来，公司积极践行“重经营、重

回报”的政策要求，一直保持着现金分红的制度定力，平均的现

金分红率不低于当年实现利润的 10%。 

2023 年，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政策导向要求，公司进一步提

高股东回报力度，拟以利润分配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70 元（含税），预计现金分红率高于 2023 年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的 30%。 

未来，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需求、股东意愿、行业格局

边际变化等因素的基础上，公司将进一做好股东回报提升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工作。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日期 2024 年 5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