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6.26A6责编：郝宗耀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
视点

快递加盟制让全国范围内的快递网络迅速搭
建。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快递服
务营业网点23.1万处，但在2007年，快递营业网
点仅4.7万处。

网点数量的迅速增加也吸引了大量人员，不
仅是快递员，甚至有不少一线快递员逐渐成长为
快递网点的老板。不过随着市场变化，行业波动
愈发明显，网点过于密集、罚款加码带来的问题愈
发突出。

快递物流专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这些年，为了最大程度上利
用网点加盟解决总部资金流量的问题，快递公司
总部把网点经营区域拆分得很散，导致快递网点
数量严重过多。

“未来三年快递网点会出现强势波动的局面，
倒闭的概率很大，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某一家快
递公司，而是所有的加盟制品牌都有可能出现这
种情况。”赵小敏说。

龚福照对此分析称，一方面是因为价格竞
争很激烈，另一方面则是派费不断被压缩，总
部考核越来越严格，投资回报不像原来那么
高，但风险却在上涨，因此快递网点稍有不慎

就不挣钱。
整体而言，现在快递网点的投资门槛越来越

高。“懂行的能做这个事情，新手接单的话很可能
就会亏钱。”龚福照认为，这些快递网点需要不断
学习并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

赵小敏也表示，诸多加盟商还在用以前的思
路运营网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行业必然进入
大波动的阶段。他进一步表示，快递网点如何投
资要看清当地的政策、年龄结构、产业发展等各种
因素，最后才能做出是否投资的决定。

现实也确实如此。随着市场整体上不及预期
增长，快递公司常常会通过降低派费被价格战留
足空间，但这也会给快递网点管理带来压力。

此外，还有快递网点负责人告诉记者，快递公
司的考核不太合理。“整体上我们公司还不错，但
是最近也经常搞一些小动作，比如5月底的时候，
突然提高了当月业务量考核。”该负责人说，本来
5月份的业务量考核已经完成，但总部调高业务
量之后，考核就通不过，按照相关规定，网点就会
面临罚款。

上述多种情况的发生，让加盟商与快递公司
总部的关系变得紧张。从去年至今，有地方陆续

有网点停运、不满总部以罚代管的情况出现。
为了缓解矛盾，韵达、申通、圆通等快递公司总

部都在采取措施，试图拉近与加盟商之间的关系。
6月10日，韵达在义乌召集200多个快递网

点开会。对于未来的发展，韵达方面表示要继续
推进网络质效提升工作、提升网络能力和服务水
平、通过数字化建设提升韵达全网、全链路服务
体验。

圆通方面则自2022年起，将“分公司数字化
标准化”定位为“一号工程”，数字化赋能从总部正
式下沉到分公司，为加盟分公司解决经营问题。
比如在财务、人资、客服等方面，圆通自主研发了
数字化系统“网点管家”，帮助分公司更科学清晰
地掌握自身经营情况，全面提高管理能力及服务
质量。截至目前，圆通全网在使用“财务系统”的
分公司已达85%以上。

有加盟商也确实从中获得经验。公开资料显
示，浙江一家加盟公司成立十余年来长期处于亏
损，在使用财务系统三个月后，各项指标排名从排
名倒数攀升到全省前列。

不过，快递公司的改变能否真正解决行业问
题，仍有待检验。 综合

端午小长假收官，文旅消费叠加暑期开启“升
温”模式。

2023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行业复苏势头
强劲，全国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其中，国
内游需求占大头，以近郊、周边游为主，约占78%；Z
时代成为旅游风向标，文化游、玩水游占比高。

相较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端午期间由于全国
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水上乐园和避暑类景区更受
游客欢迎。无锡融创海世界、宁海哩呀罗水上乐
园、北京水立方嬉水乐园、清远古龙峡漂流国际漂
流赛场、广州长隆水上乐园、金华檀宫泡泡水上乐
园等人气大增。此外游客对文化游需求增长趋势
明显，民俗体验、赏龙舟比赛、文娱演出，文博访古
等景区热度高涨。

今年端午成为名副其实的“五年来最火端午”，
给旅游市场重新步入增长轨道的第一个半年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同时，由于今年端午临近暑期，在
亲子、毕业生等群体的带动下，暑期旅游市场将提
前开启，释放积蓄已久的旅游消费潜力。

拼假出游：长短线均火热

尽管端午小长假仅3天，短途周边游升温，但也
出现拼假情况提前引爆暑期长线出游热潮。

驴妈妈旅游网携手奇创旅游集团发布《2023端
午假期出游总结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假期以中短
途游为主，行程短、交通方便的周边游预订火爆，亲
子游仍是周边游的“主角”，3小时自驾圈、2小时高
铁圈成为家长们的不二之选。青岛、南通、上海、珠
海、苏州、威海、广州、湖州、无锡、黄山成为十大周
边游热门目的地。

数据也显示，国内长线游中增长迅速，上海、北
京游客最会玩，不少上班族通过请3天短假巧变8天
长假的方式拼假出游。国内长线游中，大理、北京、
张家界、桂林、三亚、漳州、呼伦贝尔、包头、恩施、乌
鲁木齐最受青睐，跟团游在长线出行中成为主流，小
团、深度、定制化趋势更明显。特别的是，社交媒体
上“00后”引领旅游潮流，但旅游消费力依然由“90
后”扛旗，国内长线游中“90后”占半数以上，消费潜
力高、能花钱、会花钱成为“90后”出游标签。

随着夏季来临，远方的景色更具吸引力，草原
游、星空游、避暑游、美食游受游客欢迎。和“五一”
相比，西北地区和热门避暑胜地热度攀升。

作为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小长假，端午节出境
游市场加速回温。很多游客选择“拼假”出境感受
异国风情，出境游人气较“五一”期间有较大提升。
短途出境游仍是端午小长假的主旋律，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占出境游主要目的地，其次是日本以及泰
国、新加坡等国家。以海岛、滨海度假著名的国家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也迎来飞速增长，其中，泰国、印
尼、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预订相较往年人
气更胜。出境游产品方面,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昂
坪360缆车、香港太平山缆车、澳门观光旅游塔、日
本环球影城等销量火爆。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近一个月，预约新疆
当地向导的订单金额环比上涨95%。端午假期，新
疆当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430%。

“近两周旅客明显增多，近期每天都会工作到
凌晨一两点，甚至已经有游客预订了国庆假期的订

单。携程金牌向导肖兵向记者表示，由于临近暑
期，最近自己的客人中，95后、00后年轻人居多，同
时这些旅客对旅游的品质需求和情绪诉求更高。
“很多年轻旅客认为，出来玩并不是简单的景点打
卡。平时除了带领游客参观以外，我们还会提供私
藏的小众景点攻略、筛选专业旅拍师，以满足游客
的情绪价值为先。”

避暑游、毕业游开启暑期档

在今年上半年主要节假日出游情况中，端午假
期平均单日出游0.35亿人次，次于“五一”和春节假
期；平均单日收入124.37亿元，高于清明和元旦假
期，但低于春节和“五一”假期。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跨城用车订单
占比由去年的18%提升到31%。跨城用车需求主要
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川渝、京津冀等城市群之
间，上海、成都、长沙、南京、广州是国内用车需求最
旺盛的城市，其中，上海和南京用车订单同比增长

超过390%。相比“五一”假期300公里以上用车需
求占比偏高，端午假期的用车需求相对集中在
80-160公里的短途出行，订单占比为28%。

而随着7月份进入暑期，传统旅游旺季正式
开启。

截至6月13日，携程数据显示，从暑期机票搜
索情况看，国内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240%，超过
2019年的25.3%，暑期出境机票搜索热度也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携程研究院表示，暑期将大概率
延续“五一”小长假旅游大火的态势，并将呈现出亲
子游、学生游等多点开花的特点，长线游、出境游占
比也有望进一步提高。

马蜂窝方面也表示，进入6月，“国内避暑”相关
搜索内容在马蜂窝站内涨幅高达150%。夏季有限
的法定节假日让“周边避暑”成为“工作党”的出行
主流，草原则是今夏“顶流”目的地，各地草原游平
均热度上涨超过100%。年轻人对“多巴胺”的偏爱
从穿搭蔓延到旅行，五彩缤纷的“多巴胺”美景成为
他们出行的首选目标。

相关数据显示，高考后一周考生旅游人数较
成绩出后一周的数量多出353%。高中毕业生受
出成绩报志愿影响，截至目前出游预订量少于大
学毕业生。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国内旅游订单量比
高中毕业生多276%，大学生出境游订单量比高考
生多536%。

今年以来，旅游业新增注册相关企业已超20.8
万家。但需注意的是，供给端要契合市场需求。中
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曾博伟指出，旅游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产品，以此来
吸引更多游客。

中航证券最新研报指出，端午假期及暑期旅游
旺季临近，叠加旅客消费热情高涨以及旅行资源全
面恢复，旅游市场预计步入预期增强和供应匹配的
新增长阶段，预计国内旅游情况可能达到甚至超过
3年前同期水平。

此前即有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短期内报复性
出游会拉动旅游业强势复苏，但是回归理性，在市
场大环境发生变化之下，如何推出强有力的产品，
抓住消费者，且能够做到增收同时增利是产业链上
下游共同面临的挑战。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暑期游接档端午节 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众多游客前往青岛大学路网红墙“打卡”。记者 盛军 摄

快递网点成“烫手山芋”，纷纷转让无人接盘

曾经吸引诸多投资的快递网点加
盟，如今却成了“烫手山芋”。

近日，记者通过闲鱼等二手平台
发现，大量一级快递网点在转让，转让
金额从几十万到数百万不等。但据业
内人士透露，目前快递网点转让虽多，
有价无市的情况却很常见。

这一现象反映出，快递网点投资
行情变了。原本“随便一做”就有市场
的快递业务，如今已然陷入增长放缓
阶段，利润空间也难拓展。

而快递网点前几年在运能产能方
面的投入巨大，阶段性产能过剩让快
递网点颇为棘手。加上各项考核加
盟、罚款加重等情况，行业中也出现了
网点与公司总部打官司的案例。

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快递网点出售信息。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快递加盟商构成了快递
业“黄金时代”的底层架构。但今年以来，快递网
点整体并购、转让、关停的情况比比皆是。

记者在闲鱼等平台看到，当下出现了不少韵
达一级网点转让的情况，转让金额可高达数百万
元。此外，也有中通、极兔、申通等一级网点在转
让。其中一家中通一级网点在接受记者咨询时
表示，该网点的转让费550万元，且不可分期，日
均派件和发件量均可达到2.2万件以上。

在国内，为了方便管理，快递加盟制度衍变
出一级网点、二级网点以及承包区等不同的经营
权限，根据级别不同，加盟费也不相同。

一级网点是投资力度最大的，所在区域也更
具优势，在政策优惠、总部沟通等方面更有话语
权。而二级网点则属于一级网点的分支，与一级
网点签订合同，并向一级网点交件、取件。

承包区的概念更为简单。这种小范围的承

包可以只局限于某几个小区，网点老板为了简化
管理，直接把招聘快递员的模式改为承包制。不
过，这类加盟商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一位快递
承包者告诉记者，之前就因为网点拖欠工资，同
时又没有与网点签署正规的协议，最终无法要回
应结款项，只能退出承包，并自掏腰包给自己管
理的几位快递员发工资。

对于快递网点转让的情况，双壹咨询公司
总经理、快递行业专家龚福照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网点，通常转让价
格很高，即便有人愿意接收也很难拿出这么多
钱。还有一些网点经营状态不好，总部品牌不
佳，这些网点即便低价出手也卖不出去。”因
此，一些网点负责人听到可能被并购或市场波
动传闻，甚至会考虑以零转让费的方式把网点
处理掉。

除了主动转让以外，还有网点因为行业并购

而舍弃原本的业务。5月中旬，顺丰宣布将把旗
下子公司丰网出售给极兔，一些加盟商面临被整
合的情况。

位于河北邯郸的秦女士经营一家丰网，在赔
偿尚未落地之前，秦女士也考虑过加入丰网的买
家——极兔。但据她了解，极兔在当地的网点布
局已经非常充分，可拓展的空余市场有限。最
终，秦女士选择接受丰网补偿，并转而经营起另
一品牌的快递网点。

2021年秋，极兔还还收购了百世的国内快递
业务。在这两起并购案下，快递网点之间的整
合加速。据自媒体《豹变》报道，有加盟商透露
称，30%的丰网一级加盟商此前是百世快递网点
加盟商，已经经历了一轮整合，如果此次丰网再
被整合，这些加盟商所经营的丰网、极兔2家快
递品牌将变为一家，资产会因此缩水，品牌价值
也会减半。

◆一级网点转让，有价无市

◆投资巨大，增速不理想
过去几年，快递行业加速自动化布局以提高

产能，除了完成快递公司总部的KPI考核，做得不
错的快递网点亦借此扩大规模。但网点投资不
是个小数目，动辄数百万甚至更高。为此，一些
快递网点甚至要靠贷款维持运转。

一位加盟商告诉记者，自己曾经只是一位快
递员，后来有机会承包了深圳的一个片区，仅交
了2万元押金就开始运作。随着淘宝的爆火，其
业务越做越大。2011年斥资50多万元搬迁至新
场地，2012年升级成为圆通的一级加盟商，之后
继续扩建场地、投资设备等。

好景不长，2014年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市场
单价持续下降，盈利空间被压缩。2016年，该加
盟商表示自己已经赚不到钱，靠贷款维持公司运
作。2021年该加盟商最终以115万元的价格出售

了投入高达上千万的快递网点固定资产，包括全
自动化的集包工厂以及圆通的经营权等。

在高额成本投入下，盈利下滑甚至入不敷出，
也激化了一些快递网点与快递公司总部的矛盾。

2021年，程晓一纸诉状将圆通告上法庭，要
求其返还诸多不合理扣款。程晓在起诉书中写
道，他所经营的公司是圆通《特许经营合同》的签
约商户，但2018年10月双方签约后，圆通一方单
方面增加或变更递件入港派送费、差额派送费、
旺季加收费单价，致使其经营成本成倍增加，经
济损失高达近1300万元。

不过，2022年底，程晓败诉。该案件的审理
法院认为，程晓对于圆通收取不合理费用没有充
分举证，并且未及时对上述费用的调整提出异
议。而圆通方面的费用调整有其合理性，因此不

支持程晓要求圆通方面返还相关费用的诉求。
与总部打官司的加盟商不止程晓一个。但

据程晓了解，绝大部分的加盟商都败诉了，其原
因与二者之间的协议不完善直接相关。据记者
多方了解，在加盟商与总部签订的经营权协议
中，派费、出港费、罚款等各项费用均未明确，并
标注会根据情况调整。

快递业增长乏力的情况还在持续。过去几
年，快递公司和网点在自动化分拣设备、转运中
心、干线运输等多个领域增加运能产能，这种布
局通常具有前瞻性，即考虑未来四、五年的市场
需求。同时也容易形成阶段性过剩，快递行业的
竞争也将进一步白热化，价格战依旧难以退出快
递行业的舞台。受此影响，快递加盟商们很难突
破盈利困局。

◆经营思路待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