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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年，2021年的资本市场再度迎来物流行业的上市“大年”。这一年，中国物
流行业也在全力以“复”中转型升级，阔步前行。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
，今年前10个月，物流业总收入9.7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15.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8.2%。面向即将来临的2022年，伴随着政策红利
的持续释放与产业链数智化转型升级，物流行业“提质增效”将更进一步，龙头企
业之间的竞逐也将更加精彩。

补充“弹药” 第二波“上市潮”涌动

今年以来，物流行业“资本化”进程不断提速。5月28日，京东物流正式在港交所
挂牌上市；6月9日，东航物流在上交所敲钟上市，成为航空业混改第一股；6月22
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在纽交所上市；11月11日，安能物流在港交所鸣锣上市
，这也标志着零担快运行业逐渐走进资本市场；11月30日，第三方物流企业三羊马
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12月14日，“顺丰系”第四家上市公司顺丰同城也在港交
所成功上市。普洛斯隐山资本董事长及管理合伙人东方浩此前就指出，物流行业第
一轮上市潮是由互联网电商所带来的B to
C（企业端到消费端）领域的网络型物流成长机会。而第二轮上市潮则更多地围绕B
to B（企业端到企业端）领域以及智慧物流企业标的。

多家物流企业的上市融资消息亦是不断。另一家数字货运平台路歌的运营主体合肥
维天运通近期也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燕文物流也于7月完成创业板上市辅导；百
世集团此前明确称百世快运将会分拆上市，正在融资阶段，最快将于2022年完成上
市；赴美上市不到半年，近期又有市场消息称，满帮计划明年在港交所上市，预计
募资约10亿美元；大件快递安迅物流近日也传出已有IPO计划，目前处于引入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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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定位为物流平台化公司；日日顺、货拉拉、福佑卡车等也在为上市筹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月前的11月25日，又有消息称，回到中国市场的极兔速递完
成了新一轮融资。市场预计，目前极兔速递的投后估值已近1300亿元，市值已经超
过了“四通一达”中的申通、圆通、韵达，紧随顺丰和中通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惠
誉预计，极兔速递和中国邮政的快递业务将寻求公开上市，龙头企业将通过上市分
拆非快递业务，以便在未来几年筹措更多资金。

产业链上的相关领域也开启了“资本化”道路。作为快递物流行业“降本增效”重
要助力的智能物流装备领域，邮政集团旗下中邮科技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拟科创板
挂牌上市，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智能物流装备和智能专用车。多家智能物流装备提供
商也已经或开始筹备上市，如顺丰参投的科捷智能6月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极智嘉
也已启动上市辅导。

另外，物流行业的再融资今年也十分活跃。惠誉指出，鉴于规模扩张、业务多元化
、海外扩张等需求，物流行业中多家企业今年以来的资本支出、收并购和研发方面
的现金流量较往年有所上升，筹资现金流入规模也相应扩大，多家企业相继公布了
进一步的筹资计划。而惠誉方面预计，未来这一领域的融资活动将趋于活跃。

临近年末的两单定增项目成为印证。11月17日，顺丰控股定增结果出炉，将发行3.
49亿股，发行价格为57.1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200亿元。不久之后的12月3日
，圆通速递也宣布将发行2.69亿股，发行价格为14.04元/股，募资总额为37.9亿元
。而两家企业的参与定增名单中，包括瑞银集团、巴克莱银行、挪威中央银行、高
毅资产、重阳投资、易方达基金等国内外众多顶级投资机构纷纷现身。此外，申通
快递的定增结果也渐行渐近。公司7月公告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募资金额
35亿元，主要用于多功能网络枢纽中心建设、转运中心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和陆路
运力提升项目。12月20日，公司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定增项目经股东大会审
议并已获得通过，目前尚未报送证监会受理。

政策“指引” 高质量发展“新主轴”

告别了“价格战”模式，迎来了一系列政策红利，补充了资金“弹药”，2022年物
流行业比拼看向哪里？——“下乡”“出海”“练内功”。

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对于工业消费品的需求也
越来越大，而城市居民对新鲜农产品需求也日益旺盛。电商是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
渗透的主战场，这也为物流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下
沉市场需求不断激活，包括快递、冷链物流等都将迎来新的增量空间，相关政策的
红利也将持续释放。“乡村振兴大背景带来了市场机遇将是明年市场的重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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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物流专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指出，“围绕国家政策指向，物流企业需要
对整个网络结构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升级，不断提升在未来的竞争力。”

长城证券认为，中央强调乡村振兴叠加促进消费，赋予了快递行业增量并强化底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
、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对
快递行业而言，乡村振兴将带来重要增量业务，同时消费韧性的维持将保障业务需
求稳定增长。分地区看快递业务量，今年以来东部、中部、西部累计实现678.98亿
、124.87亿、63.30亿件，分别同比增长32.50%、48.06%、34.70%，占总量比重
分别为78.3%、14.4%、7.3%。目前东部地区快递增速存在放缓趋势，而乡村振兴
力度强化下中部、西部地区快递增速逐步上浮，预计乡村振兴叠加快递下沉为快递
行业带来另一重要增长点。

另外，刚刚发布的《冷链物流“十四五”规划发布》也与乡村振兴、扩大内需等国
家战略高度关联。平安证券指出，食品冷链在我国冷链物流行业规模中的占比超过
90％。在食品冷链流通率方面，美国果蔬、肉类和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在97％以上，
日本的果蔬、水产品的冷链运输率也高达95％、90％以上，肉禽类冷链流通率已达
到100％，而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的冷链流通率分别为35％、57％、69％，存
在较大差距。冷链物流领域仍有充足发展空间，多家企业有望借助我国冷链物流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业巨头。

“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跨境领域将可能成为明年的高速增长点。”赵小敏认为。
2022年跨境电商仍将高歌猛进，跨境物流也呈现出高景气度，物流企业尤其是龙头
企业在跨境领域的布局与比拼亦可以预见。事实上，今年以来，京东物流、菜鸟、
顺丰等跨境物流的布局都在提速。

疫情期间，国务院决定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也显示出国家对跨境电商的
充分肯定与支持。“跨境物流行业得益于跨境电商的增量发展，同时受到各国间物
流配套体系的建设完善、全球经济往来活动的日益一体化、疫情影响下海外各国推
行限制外出、物流供应链秩序被打破、运力短缺等因素影响，导致疫情期间中国的
跨境物流迎来量价齐升。”安永大中华区战略咨询服务合伙人包韵亮表示，当前跨
境物流领域也获得了资本的较高认可。根据投中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已有纵腾集
团、递一物流、泛捷国际速递等多家公司获得融资，交易轮次较多集中在A轮及以
前，融资次数已经超过2020年全年，参与的投资机构包括招商局资本、淡马锡、鼎
晖、北极光创投、元璟资本等。安永认为，跨境电商物流位处成长早中期红利赛道
，预测未来将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关注和追捧。未来，跨境物流基础设施更加成熟后
，潮水散去，头部企业将呈现“赢者通吃”态势。

赵小敏分析指出，未来以顺丰、百世为代表中国企业全力冲击的东南亚市场，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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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为代表全力出击的马来西亚和欧盟市场，以中通为代表主攻的非洲大陆市场等都
值得期待。另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达到生效门槛，将
于2022年1月1日对已正式提交核准书的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
南6个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4个非东盟成员国生效。“
RCEP生效最直观的好处在于，让消费者能够买到更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未来企
业将以更低的成本进口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生产性服务，更好满足国内市场消
费升级需求。这也将是中国快递业‘出海’的历史性机遇和黄金时刻。”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这也
为物流企业的“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以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为基础，目
前各家企业都在加大智能化投入以优化全链路效率，而这一趋势在2022年仍将持续
。中信证券投行基础设施与现代服务执行总经理孔少锋表示，行业成本上涨倒逼物
流科技化，需求提升推动物流智能化，物流科技化已为大势所趋。基础技术、国家
政策、资本市场三要素，都在推动物流进入智慧时代。以公路货运为例，银河证券
指出，我国公路货运市场具有万亿级空间，但质量效率仍未被充分挖掘，延续呈现
出低集中度、低同质化的属性。在此背景下，网络货运领域被赋予了高速成长的潜
力，行业增速近50%，渗透率仅为26%，具备大幅提升空间，物流数字化提升效率
将为该领域带来红利机遇。（韦夏怡）

来源：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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