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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梦宇

对于班轮商而言，在行业总体连续亏

损两年之时，盈利的法宝是什么？答案可

能是香蕉。

世界头号班轮商马士基航运，去年之

所以取得盈利，便是多亏了其运输的近

84 亿只香蕉。有预测指出，在 2016 年之

前，香蕉等易腐坏食品的运量有望年平均

增加 4.5%。

这不但增强了马士基对冷藏集装箱

的信心，行业中的其他竞争者也都在抢

夺冷箱生意。大宇证券的一名分析师形

容，冷冻货物成为整个集装箱运输业的

亮点，除了香蕉等易腐坏生果外，运输红

酒或肉类也比运输废纸之类的货品更赚

钱。据悉，目前，集装箱运输市场上每天

运输的电子产品和易腐坏食品，价值高

达 60 亿美元。

在欧洲银行撤离船运贷款市场后，

中 国 各 大 银 行 大 幅 提 高 了 对 全 球 船 东

的 贷 款，但 有 些 银 行 会 附 带 条 件：在 中

国造船。

中 国 造 船 厂 2012 年 新 订 单 下 滑 到

7 年低点，但是靠上述融资订单获得了

喘 息 之 机 。 中 国 政 府 希 望 ，中 国 造 船

厂 通 过 建 造 更 高 质 量 的 船 只 向 价 值 链

上游转移，并参与离岸能源设备制造。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的数据，今

年前 4 个月，中国造船厂获得了 1157 万

载重吨新订单，同比增长了 57%。

（本报综合报道）

马士基赚钱靠香蕉

向韩国现代重工业订造 5 艘全球最

大集装箱船的中国海运近日表示：“新船

价格已经触底。”而开始行动的并不仅仅

是中国海运公司。业内人士称：“向海运

公司出租船舶的部分欧洲船东也接连订

造新船。”有报道称，越来越多的船东似

乎感觉船价已经触底，开始订造新船，因

供应过剩而持续了两年多的订单下滑趋

势终于得到扭转。

据悉，占全球市场超过 9 成份额的中

日韩三国船企的新船订单量正在迅速复

苏，第一季度接单量达到去年同期的 2.4

倍。不过，对于大多数船厂来说，当务之

急是先确保开工生产，因此，多数订单属

于赔本买卖，复苏的春天还没真正到来。

中日韩三国造船业
全面复苏

据悉，目前，进出欧盟货物的 74%由

海路运输，其中五分之一的货物集中在鹿

特丹、汉堡和安特卫普 3 个港口进行处

理。这些重要港口时常发生拥堵，物流成

本显著增加。据欧盟网站消息，欧委会已

出台一揽子措施，将对欧盟内 319 个重要

港口进行升级，帮助港口运营商改善服务

及硬件设施，提升物流效率。

该法案下一步将提请欧洲议会和成

员国批准，这是欧委会第一次为港口发

展专门制订的法案。欧委会预计，相关

举 措 的 实 施 将 在 2030 年 前 为 欧 洲 节 省

100 亿欧元，同时有助于开发新的更短的

海运路线。

欧盟将升级境内
319个重要港口

中国多家银行
支持船厂拿订单

外资加紧布局中国医药物流市场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大型物流企业

日本通运公司社长渡边健二在北京接受

日本媒体采访时透露，将开发打入中国

市场的欧美企业等除日企以外的客户，

强化中国业务。

无独有偶，在上海开展快递服务的

大和控股公司社长濑户薰也表示，将在

今后 10 年内，使业务范围覆盖沿海主要

城市，并争取打入内陆地区。

日本物流巨头通运公司称
将强化中国业务

快递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改善服务是关键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2

月，国内医药制造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24亿元，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257.4 亿元，同比增长 24.3%。去年，

国内医药产业克服了欧美经济持续低迷等不利影响，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950 亿元，总资产同比增长

18.4%，工业增加值增长14.5%，利润同比增长20.4%。

这组数字显示，中国医药工业呈现高速发展态

势。而国内外许多医药物流企业正是敏锐捕捉到这

一点，加快布局中国市场。近日，国际物流巨头 UPS

在中国浙江杭州萧山区设立的医疗保健仓储中心开

业，正式运营。

打造高端物流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内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推

进，医药物流行业的整合也将不断提速。医药物流

巨头纷纷在各地新建医药物流中心，展开大手笔投

资或兼并收购，国外大型物流公司凭借较高的技术

水平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将一同参与竞争。

据 UPS 第五年度“（供应）链之痛”调研发现，全

球绝大多数医疗保健行业的高级管理者认为，中国

是拥有最多业务扩张机遇的市场。

UPS 国际总裁吉姆·巴伯尔说：“中国是 UPS 最

重要的市场之一，对 UPS 的客户来说也是如此。为

了抓住医疗保健领域消费需求增长的机遇，赢得更

多的市场份额，我们不断投入，并始终致力于为客

户带来一流的解决方案。此次投入运营的杭州医

疗保健仓储中心是公司全球医疗保健业务增长战

略的一部分。”

据了解，2011 年，UPS 已经在新加坡建成第一

家亚太区医疗保健设施，而就在不久前，该公司还

在上海建立了全新专用医疗保健仓储中心，目前运

行良好。

“上海的仓储中心主要对医疗器械进行运送，而

杭州的仓储中心则主要针对药品的配送。由于分工

不同，杭州仓储中心的设施、技术投入更加专业，遵

循标准更高。”UPS 中国区合同物流和医疗保健总监

蒋骞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

一直以来，医药物流市场隶属物流高端市场，

对于仓储环境、物流条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

阶段，国内上药、广药以及九州通都涉足该领域，并

在仓储物流方面投入巨大，而此次 UPS 更是不惜斥

巨资打造杭州仓储中心，以确保产品的完整性和安

全性，并且能够为医疗保健企业提供无缝的全球解

决方案。

据 UPS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的高科

技仓储中心一位物流经理介绍，该中心占地 2.2 万平

方米，是为满足医疗保健公司特殊的存储和运输需求

而量身打造的。同时，该仓储中心由专门的质量管理

团队现场管理，还配有全自动的产品追踪序列化系

统，因而能够提供创新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满足特

定客户的需求。而按照存储条件的不同，仓储中心被

划分为 3 个区域，每个区域内的温度都有所不同，以保

证产品能够被完好保存。

商业模式待推广

对于 UPS 等国际物流巨头在华开拓医药物流市

场，有专家表示，和许多外资进入中国一样，UPS 或

多或少都会面临水土不服的情况。

6 月 1 日，新修订药品 GSP 正式实施，这是中国药

品流通监管政策的一次较大调整。与原有规范相

比，新规对企业经营质量管理的要求明显提高，有效

增强了流通环节药品质量风险控制能力。按照这一

规定，如果每家涉足医药流通的企业都要达到 GSP

标准，一次性投入金额将十分巨大，每年还要投入巨

额维护费用，这会造成低水平重复投入。

在此背景下，许多业内人士预言，第三方医药物

流企业将大有可为。

然而，现阶段，中国第三方医药物流渗透率相对

不高，这由国内医疗体制所决定。“在国外，医药生产

企业同时也是销售企业，直接面对药店和医院。而

在中国要经过工业企业（制药企业）、商业企业（销售

公司）才能面对市场终端（药店、医院和消费者）。

这样的传统医药物流供应链主要存在流通环节

多、人力资源投入大、供应链效率低、品种满足度低

等弊端。

相比之下，第三方医药物流供应链优势明显，最主

要的是其能够通过提供专业化的医药物流服务，实现作

业自动化、流程信息化、配送及时化、行业集中化。

在医药物流行业内部，广药、上药以及九州通等

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超过 20%，它们在生产药物的同时

也提供药品的运输业务，将生产和运输绑定一起。

因此，有人分析认为，UPS 在中国开展第三方医药物

流业务切入点十分重要，而加强与同为外资的医药

生产商的合作成为 UPS 拓展市场的最佳途径。

“实际上，第三方医药物流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市

场，生产企业选择第三方物流有很多好处，最大的一

点就是物流企业专业化程度很高，与自建物流体系

相比更能减少成本。在杭州地区，我们已经和默沙

东展开合作，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正在进行

尝试。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中国本土制药企业

参与合作。”蒋骞说。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UPS 在杭州仓储中心内部

开辟了保税区域，这意味着该仓库可按照客户的要

求仓储、运输保税药品。

作为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递行业在新

世纪前 10 年迎来了一段辉煌的发展时期。来自权威

部门的消息显示，2012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达到 57

亿件，年均增长 33.7%，快递行业规模总量居世界第

二，国内共有 5 家快递公司进入世界 500 强行列。

诚然，快递业的发展是可喜的，但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

来自国务院的研究报告指出，品牌意识不强、服

务质量不高、公司管理不完善等已经成为困扰快递

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对于快递行业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中国快递

协会副会长达瓦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中

国快递企业等级服务认证体系”，未来将对快递公

司 的 服 务 质 量 进 行 打 分，造 就“ 规 模 较 大、服 务 优

良”的企业。

电商纷纷涉足快递业

近年，伴随网络购物的兴起，快递业发展迅速，

很多快递公司应运而生。喜人的行业现状令众多商

界大佬不禁“闻香下马”。前不久才从阿里巴巴卸任

的马云，这两天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这次，他的身

份成了“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据了

解，“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阿里巴巴集团、银

泰百货集团联合复星集团、富春集团、顺丰速运集团

和三通一达物流公司在深圳联合成立的，由马云担

任董事长。马云曾经创造的奇迹是业内有目共睹

的，而此次马云进军快递领域，可能会将以顺丰速运

为首的快递业领进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所谓“得物流者得天下”。“在快递物流业飞速发展

的当下，不仅马云看到了这个商机，腾讯旗下的易迅早

已率先推出‘一日三送’等多种服务。京东商城也随即

推出‘一日四送’，这也被业内解读为电商企业对物流体

系‘迅速反击’的一次战役。”在阿里巴巴市场推广部工

作的刘先生向《中国贸易报》记者透露。

事实上，无论是自建物流还是与第三方物流公司

合作，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是其最终目的。

腾讯电商副总经理宋 指出，从阿里巴巴千亿元

物流项目来看，已有越来越多的电商开始重视物流、

重视物流服务，这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将会起到推

动作用。

快递业乱象丛生

不可否认，快递业是现代邮政业的重要业态，在

邮政业务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总体上起到了方

便客户邮递物品等作用。

但是，尽管当前快递业的发展令人欣喜，但其服

务水平却是参差不齐。记者了解到，很多快递网点对

快递物品的检查都是流于形式走过场，从而为一些违

禁物品开了绿灯，有的违禁物品在邮路中甚至造成车

辆自燃现象；有的快递公司存在严重的“暴力分拣”情

况，导致消费者利益蒙受不小损失；而每到重大节日

期间，“快递”沦为“慢递”的现象十分突出。

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快递公司既多且乱，

有些快递员没怎么经过培训就上岗了，根本不清楚哪

些物品属于违禁物品；有些小公司无序竞争，为抢接

业务，明知是违禁物品也照样收寄。这些问题，都亟

待规范和解决。

面对快递业的乱象，达瓦表示，过去，快递行业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而今，随着快递行业的高

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好不好”。

配套服务亟待改善

前段时间被广泛关注的快递验收服务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快递业配套服务亟待改善。

据记者了解，作为快递服务行业的监管者，为解

决快递业乱象，国家邮政局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譬

如对快递企业实行企业许可制度，提高准入门槛，修

订施行了《快递市场管理办法》。3 月 1 日起实施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对野蛮分拣、延误投递、丢货

赔偿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和处罚细则。

但管理办法的出台似乎无法根治快递业服务不

佳的现状，服务质量的提高显得有些被动。

“服务质量与企业成本是挂钩的，快递行业低价

竞争的模式不能持续，新的认证体系就是要促使企

业将服务价格与服务质量挂钩。”达瓦表示，能提供

更优质快递服务的公司，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提高快

递服务价格。

业内专家认为，快递企业的发展在中国还处于初期

阶段，行业整体发展不平衡，在快递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

当下，改善服务是快递业可

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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