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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民营快递企业并购模式研究

郭 瑛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快递业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邮政业传递信息的单一格局，是满足社会商品流通需要的重要产业，我国

快递产业在30余年的发展路程中，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出口、对内供应的重要流通渠道，众多民营快递企

业在其中贡献了重要力量。但是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存在着服务质量差、市场竞争能力弱、核心优势不明显等缺

陷，并购整合路径便成为一条适合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的良性道路。安徽省如顺丰、申通等大型民营快递企业

在企业资金水平、企业知名度、快递速度、服务范围、营销能力和政策适应性方面具有较强实力。而优速、国

通、速尔、汇通快运和港中能达等中小民营快递企业的竞争力则较弱，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均应进行并

购，以提升安徽省的快递服务水平，壮大民营快递企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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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随后在

全世界得到了飞速发展。我国第一家快递企业于

1979年出现，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快递业

在我国迅猛地发展起来，其发展不仅有效地满足了

我国社会发展对于陕捷、安全等物品传递需求，更
为众多民营企业进军快递业提供了契机。我国快递

产业在30余年的发展路程中，已逐渐成为我国对

外出口、对内供应的重要流通渠道，众多民营陕递
企业在其中贡献了重要力量，但是，在经过2009

年“涨价风波”和2010年深圳民营快递企业DDS

倒闭等事件后，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存在着服务质量

差、市场竞争能力弱、核心优势不明显等缺陷，使

得市场不得不重新思考民营快递企业的运作模式，

而并购整合正是为民皆陕递企业提供了一条良好的

发展路径。

一、快递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及安徽

民营快递企业发展情况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我国快递企业逐渐发展

并壮大，目前我国快递企业类型主要包括外资快递

企业(联邦快递、敦豪、UPS等)、国有快递企业

(EMS、中铁快运、民航快递等)、大型民营快递企

业(顺丰、申通、宅急送等)和中小型民营陕递企

业(韵达、中通等)。

表1我国快递企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民营快递企业的发展集中于20世纪90年

代至21世纪初，且公司总部大多数位于上海、北

京等特大城市。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快递企业在我国登记

备案的有5000余家，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达24万

人；截至2012年，我国快递业务完成量达56．9亿

件，业务收入完成额达1055．3亿元(同城业务、异

地业务、跨境业务所占收入份额分别为31．4％、

54．5％及15．61％)。其中：在跨境快递业务方面，

主要由外资快递企业占据垄断地位(DHL29％、

FedEX23％、UPSl8％)；在异地快递业务方面，主

要由EMS、顺丰速运(中国南部及东南部)、申通

快递(中国东部)及宅急送(中国北方)等国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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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营企业所占据，而中小型民营快递企业主要

承担了地方性同城快递业务。这样的市场划分是由 二、民营快递企业并购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快递行业服务能力现状所决定的。

表2我国快递行业服务能力现状

数据来源：中国邮政总局统计数据。

由表2可知，外资快递企业较早进入中国快递

行业，并且已形成集团规模效应，其资金雄厚、运

输能力强大且快递网络遍布全球，因此在我国快递

行业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竞争力；而国有快递企业

和民营大型快递企业均陆续实现了硬实力建设和运

输网络全面铺开的目标，因此市场竞争能力也较

强；众多中小型民营陕递企业由于存在诸如企业规

模小、管理体翩混乱、资金链不完善等问题，因此

发展仅能限于同城或地区快递业务，无法顺利实现

扩大和转型。

安徽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是联系中国东中西

部的交通枢纽，由于其临近长三角地区，区域内交

通网络发达且基础设施良好，这为全省快递行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2012年，安徽省快

递行业完成业务量达9731．4万件，完成o．146亿元

收入(数据来源：中国邮政总局统计数据)。但

是，如同全国的民营快递企业一样，安徽省民营快

递企业在服务质量方面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在时限、安全、便利、跟踪查询等方面与外资

快递企业存在着较大差异，客户的申诉邮件量可达

外资物流企业的6倍，急需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水

平。

1．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并购提供动力

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速度很快，已成为位列美

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网购市场，网上交易平台已成

为公民消费的主要市场之一。据淘宝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已达1．32万亿

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7．85万亿元，我国网购人数

已达4．57亿，由电子商务所创造的直接就业人数已

达200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交易量的

发展，为快递业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点，由电子商

务所带来的快递行业收益非常显著。2010年电子

商务带动的包裹量便已超过29亿件，而2013年仅

“双十一”期间，我国的包裹量就达到了3．23亿

件。在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促进下，快递行业已经

连续5年实现增长率超过27％，其中有60％以上的

增长额度来自电子商务。

目前，众多民营快递企业均已和淘宝网、当当

网等建立了递送合作关系，尤其不少中小型快递公

司对网络订单的依赖程度已超过80％，自建操作

点、收购、兼并等方式是帮助民营快递企业完成扩

大市场规模、加速扩大递送网络、提高业务处理量

的有效途径，通过集群式发展来满足电子商务带来

的巨大市场需求。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将为我国民

营快递企业的并购提供巨大的动力。

2．民营快递企业实施并购的政策机遇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在政策上

不断为民营陕递企业的并购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

境。一方面，政府重视民营快递企业的发展，从政

策层面为民营快递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纲

要提出的发展目标之一，是我国在未来五年内重点

支持的行业领域，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

众多支持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的规章政策，通过

政策指明了“树立现代物流理念，大力发展第三方

物流，培育龙头物流企业，推广先进适用物流技

术，提升流通领域现代物流水平，适应经济一体化

需要”的战略发展方向。tu2011年以来，国家加大

了对物流行业的支持力度，将物流行业列入十大产

业振兴计戈|』，同年6月，国家邮政总局发布了《关

于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来解决民营快递

企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行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

推动快递行业的整合，望通过为民营快递企业提供

财税和土地优惠来支持快递企业的兼并重组，以期

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型快递企业。国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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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支持民族企

业，多渠道增加对快递服务领域的投入等途径，给

民营快递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政府部门已不断完善了快递行业的相关

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快递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法

律基础保证，特别是新《邮政法》的出台是我国快

递行业法律体系完善过程的里程碑，其中规定了规

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

务；外商不得投资经营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通

过法律规范提高快递行业的准入门槛，规范快递市

场的秩序，为我国快递行业健康发展奠定了法律基

础。121

3．现代物流和信息化的发展为并购提供支持

现代物流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供应链得以完

善和优化，快递企业通过并购具有先进运输技术、

库存技术、包装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企业，能够为我

国民营陕递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表3快递企业对现代物流和信息化技术的支持

民营决递企业若能引入卫星定位技术、物流信
息系统、重力货架式、大型超音速飞机等，将能够

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并能起到提高服务效率、服务水

准的作用。

三、安徽省民营快递企业并购模式

1．安徽省民营快递企业竞争力分析

从企业内部来开(如图1所示)，企业的竞争

力主要体现在企业资金水平、企业知名度、市场份

额、快递速度、价格、服务范围、营销能力和政策

适应性等方面。

安徽省顺丰速运、申通快递等大型民营快递企

业在众多民营快递的企业竞争力中，企业资金水

平、企业知名度、快递速度、服务范围、营销能力

和政策适应性等方面具有较强实力，而优速、国

通、速尔、汇通快运和港中能达等中小民营陕递企

业的竞争力则显不足。

(1)在资金水平方面，自由网点分布式经营的

营业收入l f 1 营销 l 产品竞争力

市场地位r．1市场舰模I 能力|．_1 价格竞争力

企业形象J J l及效率j I健镑能力—一t，]■二二二
i { 与环境的协诵能力

l企业竞争力I．———_1 (政镱适应性)

企业规模l{经营优势l l资金铙势l}信息倪势l l捉部纽爨机蓰

资产总顿

净资产

无形强产

利税总额

成本优势l 自由l|信息技术j f组织管理水平

差异优势l l 资金 f 优势 I 经营扼制

壤先优势l 融资 l载具技术I 1 人力蚤薄

I l 能力 1 优势 l

图1民营快递企业竞争力关系示意图

直营型民营快递公司在资金水平方面具有盟显优

势：由于其网点分布较广且总公司能够对所有网点

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收费，因此资金回收速度快且

资金棚对充裕；而仅销售品牌却不进行统一管理的．

加盟型民营快递企业，除少数几家大型民营快递企

业外，绝大多数加盟型民营陕递公司均面临着资金

回收周期长、管理体制不统一、融资渠道偏窄等问

题，因此当前民营陕递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为风险
投资和大型企业人股。(2)快递速度方面，除顺丰

速运可承诺做到次日达外，其他民营快递企业仅能

做到同城当日达。(3)在服务范围方面，大部分直

营型民营快递公司为客户提供了客户服务热线，能

够统一处理客户订单并有效地收集快递下单、跟踪

及反馈等信息，这也正是加盟型民营快递公司在客

户服务方面所欠缺的。(4)在营销手段方面，民营

快递企业的营销手段主要通过品牌效应、网络平台

和投递点开设。

与此同时，由于安徽是连接东部发达地区和中

部人口集中居住地区的中问地带，在整个快递行业

发展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同时，安徽省在劳动

力成本与土地成本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低，因此

安徽省民营快递企业总体竞争力较强。

2，通过横向并购模式带动中小快递企业发展新

契机

民营快递企业之间的横向兼并整合，是带动中

小快递企业发展的新契机。2010年以来，海航控

股天天快递、海航控股元智捷诚、中外运敦豪收购

全一快递和中外运快递、阿里巴巴参股星辰急便、

百世物流控股汇通快递等快递行业的并购案例已屡

见不鲜，中小快递企业在面对快递行业趋于低价竞

争的现状，加之国际快递物流巨头加大力度抢占中

国市场份额处，规模小、管理不规范且硬件条件薄

弱的本土民营快递企业面临着日益明显的市场压

力，而大型民营快递企业并购中小型民营陕递企业

的模式能够有效带动中小快递企业发展。1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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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如顺丰、申通等大型民营快递企业的业

务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等

较为发达的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县乡镇等地网络

却未全面铺开，因此面对一线城市竞争加剧和中小

城市需求增长的现状，大型民营企业须不断向中小

城市扩展。但是，安徽省中小城市的快递市场主要

由当地中小快递企业占据且拥有较为固定的客户

群。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横向并购模式进行大型

民营快递企业并购中小民营快递企业，能够有效完

善大型民营快递企业终端网点，同时能够兼并和重

组中小快递企业，提升全省的快递服务水平，壮大

中小民营陕递企业实力。

3．以纵向并购模式延长安徽省民营快递企业产

业链

民营陕递企业向快递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进行

纵向扩张，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物流技术、包

装技术等，通过并购来实珊陕递企业服务综合实力

的提升。目前，我国民营快递企业除顺丰速运之

外，均以公路运输为主，但民众对于时效、安全、

便捷的需求进一步说明了民营快递企业应强化技术

能力的提升。因此，民营快递企业应抓住市场开放

的契机，通过并购发展壮大并添加服务附加值，如

同顺丰速运一样参股、控股航空企业，拥有自己的

航线，延长企业快递运输线路。

当前，安徽省众多中小型民营快递企业若要突

出企业的优势，便需要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差异化

程度，便需要不断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实力。但是，

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受到自身资金能力、营销能

力、政策适应能力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实

力，因此需要以并购的方式集群式发展，将各方优

势集中起来，最终突出企业服务特色。

但是由于安徽省民营陕递企业发展时间段，自

身经营管理水平、综合服务能力、网络覆盖程度等

方面都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因此在横向并购中面临

的最大问题便是企业实力不足，此时便需要政府给

予一定程度的帮助，为企业的集群化、专业化发

展，指明道路、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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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n&A of Private Express Enterprises in Anhui Province

GuoYing

(Department ofEconomic Management，Wuhu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The express industry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single pattern of postal industry information，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in circulation need social goods to meet，China’s express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more than

30 years，has gradually become China7S foreign export，an important circulation channel to supply，many private ex—

press enterprises of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which the forces．But private express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have poor quality of service，market competition ability is weak，the core advantage is not obvious defects，M&A in-

tegration path will become a virtuous pat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domestic private express delivery en．

terprises．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analysis found that，with strong strength of Anhui province such as SF，Shentong

and other large private express enterprise in enterprise capital level，enterprise reputation，express speed，scope of

services，marketing and policy adaptability，good speed，Stateline，Azores，Huitong express and Hong Kong，and oth-

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express competitiveness is weak，in terms of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

cal perspective，should carry ou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to upgrade the entire province courier service level，

strengthen the private express delivery enterprises．

Key words：Anhui province；private express enterprises；merger and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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