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智慧物流为方向的数字化、智能化 
近日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当前数字化窗口已经打开，各行各业都在与数字化结合。对于快递业来说，以智慧物流

为方向的数字化、智能化，是当前转型升级的必由路径。 

    商业世界多变而残酷，每一次变化都会重塑竞争逻辑。现如今，快递业的新浪潮已

经再次涌起。企业如何把握住数字化机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新优势，是下一轮竞争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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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快递企业试水 

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两年突破千亿大关，2022 年已达 1106 亿件，连续八年稳居世界

第一，对全球市场增长贡献率超 50%，日均服务用户近 7 亿人次。 

亿豹网认为，快递行业上半场比拼的是规模和资本，而下半场拼的是效率，数字化速度

将决定企业提质增效的程度。 



 

 

      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头部快递企业也在争相进行数字化转型。

以圆通为例，多年来圆通以金刚核心系统为基础，通过行者、运盟、网点管家、管理驾

驶舱等数字工具，实现快递全业务流程的数字管理，并推动数字化从呈现问题向智能决

策转变。 

    圆通还在自动化设备中率先融合数字化工具应用，推进柔性分拣和机器视觉应用，

并试点无人化。数据显示，圆通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效果初显——2021 年，圆通快件

时效显著增强，全程时长同比缩短超 6 小时；客户体验持续改善，投诉率同比下降超

30%。 

    德邦快递也在寻求数字化，希望通过线上化和自动化降低客户服务成本，提升客户

体验。德邦快递建立了一个数字化指挥中心，实时采集外场、网点的全景视频，物流环

节、区域网点、电商渠道、客户反馈等核心指标数据，并且在客服，下单、电子面单、

ar 量方称重、支付、查询、评价等业务流程都已经实现数字化。 



 

   顺丰在科技上持续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慧眼神瞳（AI ARGUS）”

AIOT 感知平台应运而生。据悉该平台融合了 AI、SLAM、物联网、多传感器信息等技

术，能覆盖全场景的实时业务动态数据，保障物流安全、提升物流效能及自动化水平、

减少人力投入，助力泛物流行业场景运营数字化智能化。 

   除此之外，京东也推出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国邮政推出“超级邮编创新实验室”，

分拣机器人、无人驾驶、云计算……越来越多的智能技术和产品被应用于快递物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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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并非想象中简单 

随着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加速发展，我国快递业也从速度和规模

向质量和效益转型，行业数字化发展迎来了快速增长期。 

     数字化的本质是用数字化的方式对商业模式进行重构，并由此创造更多的商业价

值。在整个实现过程中，第一步是要收集实时在线的数据；第二步是数据要产生价值，



通过数据优化业务；第三步是通过数据赋能行业，帮助行业做速度化升级。 

 

    亿豹网发现，但数字化却往往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从现实情况看，信息对

称难、部门协同难、人才培养难、系统实施难、效益显现难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途中遇

到的普遍问题。 

    就比如，最常见的数据安全问题。目前，快递相关企业掌握了大量用户信息，由于

系统平台漏洞和数据保护权责划分不清晰，近年来已发生多起数据泄露事件。究其原因，

还是物流企业对数据保护技术和人力投入较少，存在严重的信息保护缺失隐患。 

而且，各家企业均使用自己的系统和数据标准，这导致无法实现行业之间的数据互通，

难以建立统一的标准，从而也影响物流业的数字化发展。 

据数据显示，只有 28％的运输和物流公司在数字化方面认为自己是“先进”的，而且

还有研究发现，只有 35％的托运方认为 3PL 服务商能支持其大数据计划，仅 26％的托

运方对目前行业中的数据分析能力感到满意。 



 

   另外，快递物流企业对数字化转型也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一是将信息化简单等同于

数字化；二是简单地认为数字化是一种轻资产；三是对数据的理解过于片面。折射出不

少企业数字化思维普遍缺失、数字化意识相对淡薄、数字化人才奇缺等问题。 

    整体来看，快递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化转

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将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化结合，是每一个物流

企业应具备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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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后价格战时代，快递企业要实现产业价值的差异化，获得竞争优势，要认识到什么

是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颠覆或技术。它是关于价值、人员、优化以

及通过智能使用技术和信息在需要时快速适应的能力。 



 

 

    亿豹网了解到，目前来看，物流行业的数字化主要包括数字化软件和数字化硬件两

个方面。在软件方面，物流企业可在物流运输过程中的每个重要节点通过数字化手段进

行优化；在硬件方面，物流企业需要让前沿科技在物流实际运营场景中落地。例如无人

配送车、无人叉车、智能量房等前沿技术的应用。 

    统计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全国经营范围涉及数字物流的企业（包括在业、

存续）达到 1.6 万余家。其中，新成立物流企业中数字物流企业的占比从 2018 年的 0.4%

增长至 2022 年的 2.02%，占比逐年攀升。 

   在企业营收规模上，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不完全统计，2020 年数字物流整体市

场规模是 356.7 亿元，到 2022 年增长至 1280.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70.86%，

数字物流市场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数据技术能力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但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全行业的难

题。当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成本仍

然偏高，硬件装备改造或替换成本也很高。而整个物流企业税后利润率在 4%左右，中

小微企业仍然存在“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问题。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

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

快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增强。 

   物流兴，则经济兴。物流高速增长背后，是迫切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谁能抓住新的

行业核心竞争力，谁就能在新阶段抢占领先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