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圆通速递总裁潘水

苗这位“从股东做到员工”

的职业管理人看来，快递企

业以服务立身，以品质驱动

发展， 全面数字化转型、提

升管理的颗粒度、用科技为

企业发展赋能，是快递企业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龙头到寡头

“疫情对企业的经营多少有一些影响。 ”

潘水苗表示，快递行业直面疫情冲击，圆通速

递也不例外。

同时，快递行业的高增长确定性强。 “今

年快递业增速预计会超过18%。从上半年的情

况看，行业整体增长了大概25%。 这与疫情带

来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一批喜欢线下消费的人

因为疫情转向线上，且时效和价格的体验比想

象得要好。 这部分客户养成了线上消费习惯。

同时，各种形式的直播、新兴电商平台崛起，为

快递行业提供了新的增量。这两个因素带来了

快递的更高增速。 从目前情况看，并不像疫情

以后的报复性消费，而是消费习惯的改变或消

费形态的改变， 线上渗透率可能会进一步增

加。 ” 潘水苗表示。

快递行业变化的背后是竞争合作的大棋

局。 一直以来，“通达系” 在快递行业跑马圈

地、合纵连横，形成了“龙头军团” 。 “但快递

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将从龙头竞争迈向寡头

竞争。中国市场的包裹量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包裹总量还要多，但国内市场不需要这

么多快递企业，最终会有洗牌。从海外市场看，

通常2-3家快递企业占据95%以上份额。 目

前，‘通达系’ 每家企业市场占有率都是百分

之十几或二十出头。 ” 潘水苗认为。

至于寡头竞争的局面如何形成，潘水苗认

为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资本层面的整合。

例如，收购、兼并、整合，海外快递企业走的是

这条路。 通过不断的收购兼并，慢慢成为行业

寡头，但不是垄断竞争。 国内快递行业因为加

盟制的特殊情况，收购兼并方面难度较大。 第

二条路径则是价格战。“价格战不是取胜的手

段，但会加速行业分化。 竞争力弱的企业业务

量或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发

展较快。 ” 潘水苗说。

数字化转型

圆通速递将祭出怎样的求胜法宝？潘水苗

表示，快递企业以服务立身，以品质驱动发展，

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的颗粒度，用科技

为企业发展赋能，将是圆通速递的发展之路。

资料显示， 潘水苗1991年毕业于浙江大

学工业自动化专业，获硕士研究生学位。 历任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浙江万马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兼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2年3月至2019年3月，潘水苗任职于上

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历任

董事、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等职务。而上海云

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则位列公司

前十大股东（2020年一季报数据）。 潘水苗戏

称自己是“从股东做到员工” 的职业经理人。

圆通速递选择的数字化转型、品质驱动发展战

略，与潘水苗的学习工作经历相契合。

“快递企业本质属于服务业，要从服务质

量去突破。圆通速递以提升服务质量作为公司

的竞争战略， 而提升服务质量要依靠科技手

段。 圆通速递全面向信息化转型，要改变以结

果为导向的传统做法，转向过程管控，从源头

逐个控制。 另外就是成本管控。 成本对于快递

企业的竞争力、利润影响非常大。 无论是服务

质量管控还是成本的管控，最终都离不开信息

化建设，全面数字化转型，把企业管理的颗粒

度做到最细。 ” 潘水苗表示。

圆通速递按照四个原则推进信息化建设，

即数字化、移动化、实时化、可视化。 “数字化

转型初期要解决昨天的问题，把已经发生的问

题呈现出来，并进行解决。现阶段是实时管控，

即管控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终，数字化转型要

解决将要发生的问题，做预测、预警。 ” 潘水苗

表示，圆通速递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将循序渐

进、蹄疾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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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集团与山东能源集团合并方案出炉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8月14日晚间，ST地矿、 兖州煤业等公告，

兖矿集团股东方批准了兖矿集团与山东能源集

团的合并方案，兖矿集团更名为“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作为存续公司。

山东能源集团和兖矿集团、 山东高速集团

和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四家山东省属企业筹划合

并同类项式重组事宜宣布1个月后，相关重组方

案浮出水面。随着相关重组方案的公布，对四大

企业集团旗下相关上市公司的影响开始显现。

联合重组

7月12日晚间，山东高速、兖州煤业、新华医

疗等、ST地矿等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同处高速公

路领域的山东高速集团与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同处煤炭行业的兖矿集团与山东能源集团将进

行联合重组。

1个月后相关重组方案出炉。 8月12日，山

东高速、山东路桥以及港股公司齐鲁高速公告

称，山东高速集团、齐鲁交通发展集团的联合

重组拟以山东高速集团吸收合并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的方式实施。 合并完成后，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注销，山东高速集团作为合并后公司继

续存续。

两天后，兖矿集团与山东能源集团的重组

方案得以公布。 兖矿集团更名为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合并前山东能源集团

和兖矿集团的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

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存续公司承继、承

接或享有，合并前山东能源和兖矿集团的下属

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股权或权益归属于存续

公司。

按2019年财务数据测算， 重组后的山东能

源集团、 山东高速集团资产总额将分别达到

6379亿元、9452亿元， 营业收入分别达到6371

亿元、1237亿元。

根据山东省给予两家新组建集团的定位，

新山东能源集团定位为山东省能源产业的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在巩固发展煤炭、煤电、煤化工

三大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三大新兴产业，积

极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

业。 新山东高速集团定位为山东省交通基础设

施领域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大力发展交通基

础设施核心业务，打造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

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商和行业龙

头企业。

影响不一

此次重组的企业集团下辖多家上市公司。

其中，兖矿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包括兖州煤业、兖

煤澳大利亚以及ST地矿， 山东高速集团旗下包

括山东高速、 山东路桥以及中国山东高速金融

集团三家上市公司，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的上市

平台为港股上市公司齐鲁高速， 山东能源集团

下属A股上市公司为新华医疗， 旗下另一家公

司山东玻纤已经启动A股发行程序。

目前重组仍停留在股东层面， 不涉及资产

和业务的重组， 对相关上市公司的影响整体并

不明显。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 兖州煤业、ST地矿

受影响不大。相关公司表示，本次合并不涉及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变更， 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

正常。

新华医疗表示，自本次合并的交割日起，兖

矿集团将通过淄矿集团持有新华医疗28.77%股

权。 兖矿集团同时表示，未来12个月内，兖矿集

团没有对公司主营业务做出调整的计划； 没有

对公司资产及负债做出购买或置换的重组计

划；与新华医疗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由于山东能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持有的相关

上市公司股份将由兖矿集团承接， 中泰证券和

日照港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将发生变化。 中泰证

券表示，本次合并完成后，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将归属于兖矿集团，届时兖矿

集团将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10.04%的股份。 日

照港表示， 兖矿集团将承接山东能源集团下属

的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2.35%

的股份， 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将提

高到7.8%。

山东高速和港股上市公司中国山东高速金

融集团有限公司表示， 该吸收合并目前不涉及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产生影响。

山东路桥、齐鲁高速则因为历史股权问题，

山东高速集团和齐鲁交通发展集团的吸收合并

会引发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

对于山东路桥而言，其第一、二大股东分别

为山东高速集团和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重组完

成后， 山东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预计将上升至7.66亿股，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68.38%， 但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变更，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对公司的其他影响尚无法判断。

港股公司齐鲁高速面临的问题则较为特

殊。 目前，山东高速集团旗下的山东高速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19%股权，该等股份

被视为公众持股， 其余公众持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9.81%，合计为25%。 联合重组完成后，

山东高速集团及山东高速投资持有的股份将

不被视为公众持股。 因此公司公众持股比例

将低于规则允许的25%这一最低公众持股量

规定。 公司表示，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应采取

的措施包括新增发股份、 山东高速集团减持

足够的股份。 此外，齐鲁高速表示，联合重组

如获付诸实施， 可能触发山东高速集团强制

全面要约收购。

5G等新技术成零售创新发展引擎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在近期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零售创新大会

上， 多家企业高管认为， 数字化转型是发展引

擎。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彭建真指出，上半

年线上零售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达到

25.2%，比2019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

技术促发展

技术促发展路径日益清晰， 企业数字化基

础建设逐渐完善。 汉堡王中国区CEO朱富强表

示， 几年前汉堡王所有点餐都是来自柜台。 目

前， 线上外送平台点餐占比达到45%-50%，大

屏自主点餐占比为20%-25%，APP、 小程序点

餐占15%-25%， 而传统的柜台点餐占比降至

15%-16%。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

坚说：“红星美凯龙做了五万多场直播， 线上销

售帮助我们在公海精准捞到鱼。 ”

印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丁力业分享了其对

商业地产未来发展的看法。 他表示，商业地产进

入新的时代。 以前商业地产更多是靠资产升级，

如今要从专业性、服务能力、生态圈、数字化创

新等方面着手。

首旅酒店总经理孙坚表示， 从产品的角度

看，智能化、智慧化、AI机器人的应用，将会从过

去只是一种装饰，或一种概念，慢慢变成实用功

能。未来，数字化、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会带

来便利的产品。特别是在企业组织管理能力上，

数字化推动业务流程的在线化， 形成数字化管

理闭环。

喜茶媒体公关高级总监霍玮表示， 喜茶十

分重视数字化的作用。 “我们有3000万的线上

会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做一些产品研发，对大

数据进行挖掘，对消费者进行画像。数字化能够

帮助供应链省时省力去备货， 大数据能够帮助

形成好的决策工具。 ”

消费习惯发生改变

谈到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苏宁科技集

团常务副总裁荆伟指出， 判断一家企业是不是

真正做数字化转型，而不仅仅是信息化，一个标

准是技术团队是否参与决策过程。 “技术团队

参与共同决策，使得我们的业务、经营、管理、智

能化在每个环节同步。 数字化使得业务和能力

协同，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

欧亚集团总经理助理兼CIO高岗直言，产

业发展是以科技为出发点， 不是以业务需求推

动技术升级。 洋河股份CIO余腾江说，技术的本

质是服务于业务，技术能否成功，更多取决于业

务本身的逻辑是否成立。 达达集团创始人、董事

会主席兼CEO蒯佳祺表示：“本地零售的数字

化是未来五到十年最大的机会。 ”

彭建真表示，传统企业的到家业务井喷，线

上零售维持了较高增速。今年上半年，线上零售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占比达到25.2%，比

2019年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

彭建真进一步指出，新的购物模式快速得

到应用。 同时，数字化持续向下沉市场加快渗

透。 生鲜电商月活用户数大幅增加，三线及以

下城市和农村地区为消费市场提供了新的增

长动能。 在5G、数据中心、工业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的支持下，零售和消费品行业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将进一步加快。 “随着线下

业务向线上迅速转移，消费习惯发生了诸多改

变。 各种创新型传播方式层出不穷，实时洞察

和掌握消费者需求将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能

力之一。 ”

渠道方面，据德勤全球消费者调研，中国消

费者对线上渠道以及线上线下融合渠道的偏好

持续提升。除了电商和线下门店，消费者通过手

机广告链接直播购买，购买频率大大增加，品类

覆盖范围越来越全，包括蔬菜、生鲜、水果、奶制

品、特色饮料、小吃等。

恒大物业

拟235亿港元引战投

□

本报记者 张军

8月13日晚间，中国恒大发布公告称，旗

下物业管理业务将引入235亿港元战略投

资，以支持物管业务发展。此次拟引入的战略

投资者阵容豪华，包括中信、光大控股等大型

央企，马云持股的云峰基金、红杉资本等投资

基金，以及腾讯、周大福等知名企业。

有专家表示，此举是为上市做准备。从引

入的战略投资者看， 市场认可恒大物业的巨

大发展潜力。

或为上市做铺垫

公告显示， 公司为物管业务引入有声誉

的投资者，将提升其企业形象、专业化水平，

以支持发展。 恒大物业此次拟引入的战略投

资者共14位。 除上述机构外，还包括一位个

人投资者陈凯韵。 其个人认购5.373%的股

份，对价为45亿港元，是本次认购比例最高

的投资者，也是唯一的个人投资者。

本次交易完成后， 恒大物业将由战略投

资 者 持 股 28.061% ， 由 恒 大 集 团 持 股

71.939%， 仍为恒大集团间接非全资附属公

司。 截至2019年末，恒大物业实现税前利润

约为12.34亿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恒大

物业未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约为27.73亿元。

中国恒大2019年年报披露，2019年公司

物业管理收入为43.8亿元，同比增长7.6%。

克而瑞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恒大

物业的运营主体金碧物业在管面积达3.52亿

平方米，排名第四，仅次于万科物业、碧桂园

服务和彩生活。

根据金碧物业官微信息，公司员工近7万

人，在管项目超过1200个，遍布全国280多个

城市，合约管理面积约5亿平方米，管理业态

涵盖中高档住宅、甲级写字楼、旅游综合体、

城市综合体、学校及会所运动中心等。

7月31日，中国恒大公告称，公司可能分

拆集团物业管理服务及相关增值服务业务于

港交所独立上市。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此次引入战略投资者，是为上市做准备。

中国恒大经营规模大， 其物业发展会获得更

多支持。红杉资本、腾讯等投资者参与本次认

购，表明其看好恒大物业未来发展。

备受资本市场青睐

物业企业通常具备轻资产结构、 现金流

充足等方面优势，近年来备受资本市场青睐。

今年以来， 房企分拆物管业务上市热潮

持续。 6月24日，雅城集团、荣万家、合景悠活

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金科股份宣布拟赴港

上市申请材料获受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

半年上市的物业企业大部分获得超百倍的超

额认购，且上半年港股物业板块涨幅较大。其

中，宝龙商业涨幅为90.66%，银城生活服务

为196.32%，时代邻里为116.02%。

目前，在“碧万恒融” 4家头部房企中，仅

剩万科物业没有明确上市计划。 在TOP10房

企中，除绿地控股、龙湖集团外，均已或计划

分拆物业板块上市。

光大证券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何缅南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地产产业链多元化

业务过程中， 分拆物业上市表现较为成功。

2018年3月住建部发布 《关于废止物业服务

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取消了物业行业的行

政管制，行业进入了较快发展阶段。相关企业

拆分物业板块上市，可以扩大业务规模。“预

计拆分物业板块上市潮将延续。 ”

克而瑞物管研究数据显示， 从市值方面

看， 截至2019年底，24家物业服务上市企业

市值总额2355.9亿元。从市盈率角度看，物业

服务企业市盈率多超过40倍，拥有较高的估

值。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物业公司市值跑赢母

公司。 截至8月14日，绿城服务的市值要高于

绿城中国。

国信证券研报认为，物业行业续约率高，

类似“坐地收租” 的商业模式是支撑高估值

的一个因素。 此外，业绩增长确定性高，单位

面积毛利率提升具备想象空间。 这些因素都

支撑物业行业的高估值。 预计2030年行业规

模有望达到3.2万亿元。

圆通速递总裁潘水苗：

全面数字化转型 用科技为发展赋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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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总裁潘水苗：

全面数字化转型 用科技为发展赋能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在圆通速递总裁潘水苗这位“从股东做到员工”的职业管理人看来，快递企业以服务立身，以品质驱动发展，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的颗粒度、用科技为企业发展赋能，是快递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龙头到寡头

“疫情对企业的经营多少有一些影响。 ”潘水苗表示，快递行业直面疫情冲击，圆通速递也不例外。

同时，快递行业的高增长确定性强。 “今年快递业增速预计会超过18%。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行业整体增长了大概25%。 这与疫情带来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一批喜欢线下消费的人因为疫情转向线上，且时效和价格的体验比想象要好。 这部分客户养成了线上消费习惯。 同时，各种形式的直播、新兴电商平台崛起，为快递行业提供了新的增量。 这两个因素带来了快递的更高增速。 从目前情况看，并不像疫情以后的报复性消费，而是消费习惯的改变或消费形态的改变，线上渗透率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潘水苗表示。

快递行业变化的背后是竞争合作的大棋局。 一直以来，“通达系”在快递行业跑马圈地、合纵连横，形成了“龙头军团”。 “但快递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将从龙头竞争迈向寡头竞争。 中国市场的包裹量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包裹总量还要多，但国内市场不需要这么多快递企业，最终会有洗牌。 从海外市场看，通常2-3家快递企业占据95%以上份额。 目前，“通达系”每家企业市场占有率都是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出头。 ”潘水苗认为。

至于寡头竞争的局面如何形成，潘水苗认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资本层面的整合。 例如，收购、兼并、整合，海外快递企业走的是这条路。 通过不断的收购兼并，慢慢成为行业寡头，但不是垄断竞争。 国内快递行业因为加盟制的特殊情况，收购兼并方面难度较大。 第二条路径则是价格战。 “价格战不是取胜的手段，但会加速行业分化。 竞争力弱的企业业务量或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发展较快。 ”潘水苗说。

数字化转型

圆通速递将祭出怎样的求胜法宝？ 潘水苗表示，快递企业以服务立身，以品质驱动发展，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的颗粒度，用科技为企业发展赋能，将是圆通速递的发展之路。

资料显示，潘水苗199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获硕士研究生学位。 历任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浙江万马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3月至2019年3月，潘水苗任职于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历任董事、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而上海云峰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则位列公司前十大股东（2020年一季报数据）。 潘水苗戏称自己是“从股东做到员工”的职业经理人。 圆通速递选择的数字化转型、品质驱动发展战略，与潘水苗的学习工作经历相契合。

“快递企业本质属于服务业，要从服务质量去突破。 圆通速递以提升服务质量作为公司的竞争战略，而提升服务质量要依靠科技手段。 圆通速递全面向信息化转型，要改变以结果为导向的传统做法，转向过程管控，从源头逐个控制。 另外就是成本管控。 成本对于快递企业的竞争力、利润影响非常大。 无论是服务质量管控还是成本的管控，最终都离不开信息化建设，全面数字化转型，把企业管理的颗粒度做到最细。 ”潘水苗表示。

圆通速递按照四个原则推进信息化建设，即数字化、移动化、实时化、可视化。 “数字化转型初期要解决昨天的问题，把已经发生的问题呈现出来，并进行解决。 现阶段是实时管控，即管控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终，数字化转型要解决将要发生的问题，做预测、预警。 ”潘水苗表示，圆通速递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将循序渐进、蹄疾步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