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第五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企

业家年会在北京举行，多名嘉宾围绕共建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电商物流服务“生

态圈”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近 年 来 ，互 联 网 改 变 了 商 业 流 通 的

生 态、业 态，随 着 互 联 网 的 发 展，电 子 商

务 生 态 系 统 日 益 丰 富，电 商 物 流 业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新 的 生 态 子 系 统 。 预 计 2015
年 全 年 ，中 国 快 递 包 裹 将 会 突 破 200 亿

件 ，而 其 中 电 商 快 递 包 裹 将 超 过 7 成 。

继 中 国 物 流 采 购 联 合 会 等 传 统 行 业 组

织 之 后，中 国 电 子 商 务 物 流 企 业 联 盟 等

协 会 组 织 也 登 上 历 史 舞 台，这 标 志 着 快

递 物 流 行 业 在 从 工 业 革 命 向 信 息 革 命

升级转型。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不仅推

动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更促进了电子商

务、工 业 互 联 网 和 互 联 网 金 融 的 健 康 发

展。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电商物流而言，大

数据应用将会在电商企业与物流企业之间

形成联动机制，从而促使物流行业更加迅

速发展。

物流朝园区化发展

当前，我国物流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

段，需通过物流园区这种形式对物流资源

进行整合。相关资料显示，在去年一年时

间内，有超过 1000 个电商产业园成立，甚

至有的不是新建的产业园，而是通过改造

传统的过剩房地产，使其变成了产业园，

例如著名的广东岭南电商产业园，就是从

东 莞 一 家 鞋 城 批 发 市 场 转 型 升 级 而 来。

记者了解到，类似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随着互联网打通商业信息链，去中间化趋

势日益明朗，原本依赖信息优势的各类专

业批发市场面临巨大压力，很多开始转型

升级为电商产业园。阿里集团副总裁高

红冰表示，“互联网+产业园+物流园”的发

展模式将会成为当前电商物流发展布局的

一大趋势。

物流园区是园区经济的一种形态，具

有交通仓储设施集中、货物集散和城乡配

送便捷等优势。“虽然物流园区数量快速增

长，但从主要业务功能来看，仓储、运输、配

送等传统业务仍占主导地位。粗放型运营

的较多，精细化运营的较少。”中国物资储

运协会会长兼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姜超峰

说：“快递企业物流园区的投资强度和管理

水平正在提升。电子产品、家电产品、汽车

零部件集中的物流园区运营水平较高。”

O2O模式助力电商物流发展

O2O 的兴起给电商物流带来了机遇，

也带来了巨大挑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电商物流进行 O2O 探索将成为今后趋势。

自 2013 年开启实体店互联网化进程

后，苏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的 O2O 模式在

2014 年初显成效，遍布全国的 1600 家苏宁

实体门店都成为物流配送网点，为线上销

售平台提供落地化的本地服务，成为最新

推出的“急速达”服务的强有力支撑基础。

此外，物流企业也在积极探索线上业

务。去年 5 月，顺丰速运推动“嘿客”业务，

试水 O2O，并于今年升级为“顺丰家”。

物流是电商与客户直接连接的环节，

也是 O2O 模式实现的重要因素。电商企

业现在从线上竞争的“红海”转向线下“蓝

海”，而线上线下渠道全面打通所形成的物

流网络覆盖和服务将成为竞争胜出的关

键。随着 O2O 的真正发力，电商物流企业

为适应新的服务要求，模式也将出现创新

性变革。

政策支持推动行业规范化

去年国务院发布的《物流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2014-2020 年）》把物流业定位于

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这标志着物流业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然而，目前物流业仍滞后于电子商务的发

展。为此，去年，商务部开始牵头制定“全

国电商物流专项规划”，规划将包括跨境电

子商务、物流国际化等内容。

据悉，相关行业规范也在紧锣密鼓地

出台。今年 10 月，中央综治办、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等 15 部门决定，即

日起到明年 3 月底，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

展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整顿和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

毫无疑问，电商物流正迎来越来越多

的政策支持，同样在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

政策下，电商物流行业将趋向规范化。

编辑：胡心媛 电话：010-64671065 myyaowen@163.com 制版：金玉

2015年12月22日 星期二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04 Business Logistics商贸物流

航运 聚焦物流 动态

“互联网＋”催生电商物流生态圈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位于欧洲东南部的黑海是“一带一路”上的重

要节点之一。在黑海最大港口康斯坦察扎根近

10 年的中国海运集团罗马尼亚代理公司，目前已

成为该地区集装箱运输市场上的重要一员。

罗马尼亚代理公司总经理周炜日前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中国海运集团自 2006 年初进入罗马尼

亚市场以来，业务不断拓展，每月进出口量从当年

的不足 1000 标准箱增至今年的 3000 多箱，而业务

范围则从罗马尼亚扩展到包括保加利亚、摩尔多

瓦、格鲁吉亚等黑海地区主要国家。

他表示，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不断

发展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同黑

海地区各国经济贸易交往逐年扩大，中国海运看

好黑海地区及其周边市场。

记者了解到，今年 6 月 25 日，中国海运公司在

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宣布正式开通摩尔多瓦集

装箱海运服务，从而成为继地中海航运公司之后

在这个国家开通集装箱航线的第二家外国公司。

过去，中国海运黑海航线客户的所有进出口提箱

都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进行，现在通过康斯坦

察的转接中转，直接延伸到摩尔多瓦的久尔久列

什蒂港，从而使摩尔多瓦的进出口货物直接连通

到中国海运的干线航线及其全球运输网络。

出席开通仪式的摩副外长乌里安诺夫斯基强

调，中国海运航线向摩唯一出海口久尔久列什蒂港

的延伸，不仅将推动摩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

也将加强摩尔多瓦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他同时强调，摩尔多瓦政府愿意参加中国倡

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欢迎中国加强对摩贸易，欢

迎中国公司加强对摩投资。

12 月 2 日，中国海运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

斯宣布加强公司在当地的海运服务，并通过黑海

东岸格鲁吉亚波季港提供辐射里海及中亚地区的

服务。

专程前往第比利斯参加推介会的中国海运欧

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刘仲平说，中国海运此次完善

波季港服务，将大大加强格鲁吉亚等里海和中亚地

区与世界的联系，提供更完善的运输网络，并进一步

完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黑海地区的布局。

周炜在谈到罗马尼亚代理公司下一步的打算

时表示，公司将密切跟踪中资企业在罗马尼亚重

点项目的推进情况，并在适当的时候成立罗马尼

亚物流公司，通过更合理的集装箱内陆运输安排

和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实现公司效益的最大化。

周炜说，中国海运将努力推动摩尔多瓦和格

鲁吉亚两个市场的稳定发展，抓好对保加利亚市

场的开拓，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另外，公司还

将充分利用格鲁吉亚的中亚门户优势，大力开拓

周边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市场。 （欣 华）

中国海运黑海发力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已经持续低迷数年的中国造船业

依然看不到复苏的曙光，虽然大批船厂

纷纷倒闭，但产能过剩形势依旧严峻。

在近日召开的第 18 届中国国际海事会

展上，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在主题演讲

时表示，当前造船业仍处在深度调整

期，造船产能过剩的情况短期之内难以

得到根本缓解。

根 据 工 信 部 的 预 测，“ 十 三 五”期

间 ，全 球 新 船 年 均 需 求 在 8000 万 至

9000 万载重吨左右，需求依然低迷，而

中国目前的造船能力就在 8000 万载重

吨左右，这也意味着，仅中国国内的造

船产能就足以满足全球的需求。

中 国 船 舶 工 业 行 业 协 会 统 计 ，

1-10 月，中国承接新船订单 2038 万载

重吨，同比下降 62.1%。截至今年 10 月

底，手持船舶订单 13201 万载重吨，同

比 下 降 14% ，比 2014 年 底 下 降 了

11.6%。而 2015 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预

计在 4000 万载重吨以内，还不到实际产

能的一半。

产能过剩、订单大降，越来越严峻

的形势使得造船业在 2015 年出现了罕

见的破产潮。2015 年 3 月，泰州最大的

民营造船企业东方重工向法院申请破

产重整；4 月，温州最大造船企业庄吉船

业宣布破产重整。5 月，正和造船向法

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同样还是 5 月份，

被誉为江苏技术实力最强的造船企业

明德重工因重整失败，宣布破产清算。

进入下半年，扬州大洋船厂、福建

冠海船厂、江西江州造船等船厂因陷入

财务困境、发不出工资而爆发了一轮轮

工人讨薪风波。中国最大民营船厂熔

盛重工则完全停产停工，变成“僵尸”企

业。已在 A 股上市的江苏舜天船舶也

处境艰难。

一位民营造船企业负责人表示：许

多造船企业为了维持开工和人员的稳

定 ，微 利 、无 利 甚 至 是 亏 损 地 接 单 造

船。就算如此，船企也要面对苛刻的付

款条件，需要垫付大量资金造船，如果

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订单能否生效、

生效后工期能否保证，都是未知数。

造船业的困境源自航运市场的长

期低迷。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

数（BDI）于 11 月 20 日跌至 498 点，创出

该指数诞生以来的最低值。在 2008 年

5 月，该指数最高曾达到过 11793 点。

BDI 创新低的背景是 2015 年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需求端购买力疲软。年

初至今，原油、铁矿石、焦煤、铜、铝、锌

等大宗商品均大幅下跌。原油一度跌

破 40 美元，铜价也逼近六年来的新低。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方怀瑾向媒体表示，包括集装

箱船和散货船在内，上海大多数航线的

运价最近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加之

近几年对大船的新增订单量虚高，现在

对于造船业是比较严峻的时期，尤其对

散货船的需求会进一步下降。

据克拉克森数据，2015 年 散货船

新增订单量已大幅度减少 8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四

研究所所长李彦庆表示，2015 年前三季

度新接订单量大幅下滑，最主要的原因

在于散货船新接订单量大跌。这对于

以散货船为主要产品的中国造船业影

响尤为严重。他认为，对于国内接不到

订单的造船厂，较为方便的转型方式是

改为生产集装箱船。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金

鹏也认为，中国造船业结构性的产能过

剩仍然突出。“ 目前，中国造船业超过

60%的产能集中于散货船，液化天然气

船、超大型集装箱船和海工装备等高端

订单数量则远逊于韩国。”

至于造船市场的未来，国际独立油

轮船东协会常务副董事 Joseph J. Angelo
在海事会展上表示，市场已经触底，应

该不会更糟糕了。

研究航运业的北极证券分析师的

看法则比较悲观，他认为造船市场会进

一步下探 。 分 析 师 称，目 前 全 球 船 厂

产能依然过剩，而商品运输需求却在

过去 12 个月里不断下滑。毫无疑问，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船厂面临危机。

这将促使新船造价继续下降，因为船

厂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为了盈利更

是为了生存。

（葛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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