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全国快递处理量同比增长260%�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春节期间（2月11日至17日），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6.6亿件，同比增长260%。

机构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消费习惯延续巩固，叠加就地过节倡议，线上春节年货需求提升，支撑物流保持高景气度，预计高品质物流需求有望稳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前后，顺丰控股、京东快递通过定增、上市募资等资本运作方式，升级和扩展物流网络，强化运力，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满足快速增长的快递市场需求。

消费需求旺盛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各地今年春节号召就地过年。 尽管人员流动减少，但消费力不减，网购、邮寄年货成为今年春节的主角。

1月20日，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指导开展的“居家嗨购网上过年———2021全国网上年货节”正式启动。 年货节期间，在直播、拼购、线上线下融合的叠加带动下，各地农特年货、品质化、个性化、潮流化商品销售增速明显。

京东大数据显示，从大年三十至初五，有关年夜饭礼盒、年货礼盒、方便菜、烧烤食材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90%。 其中，年夜饭礼盒在北京、上海和广州销售额较2020年农历同期分别增长4.7倍、3.2倍、1.7倍；年货礼盒销售额在湖北、湖南、河南同比分别增长4.9倍、4.5倍和4.3倍。

拼多多数据显示，2月以来，平台“春节不打烊”年货商品销量较2020年同期增长183%。 其中，以地方特产、水果生鲜、肉禽蛋类为代表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销量同比增幅达225%。 2月10日至16日，一二线城市订单量涨幅明显，各地家乡年味产品成销售增幅最快的品类。

春节前后，快速增长的线上消费及异地邮寄需求带来了快递包裹量的激增。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月，全国快递同城业务量完成10.5亿件，同比增长58%；异地业务量完成72.6亿件，同比增长141.5%；国际/港澳台业务量完成1.9亿件，同比增长69.8%。

春节期间，邮政快递业处高位运行状态，全网揽收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左右，投递量是去年同期的3到4倍。 除夕和初一两日，全国快递处理量超1.3亿件，同比增长223%。

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全网揽收和投递同比增速最快，增幅分别达到359%和260%。 河南、江西、广东、浙江等省份的揽收量和投递量同比增幅均超过300%。

运力供给增强

为保障春节期间人们能顺利收到年货，“春节不打烊”成为今年快递行业的共识。

国家邮政局表示，按照“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主基调，要求全系统、全行业结合今年春节消费情况，按照日处理1亿件的水平进行服务能力储备，科学预测、合理安排生产运营，全力做好网络购物及生活必需品的寄递服务。

春节期间，邮政EMS、顺丰、京东物流、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百世、德邦和极兔等多家快递加入“春节不打烊”行列，全行业在岗人数预计超百万人。

“我们站点今年春节有十四、五个人留下，而去年留守只有一两个人。 今年公司实行‘春节不打烊’ ，货量多，平均每个人每天至少要送20-30个件。 人手增加了，派件速度也加快不少。 ”中通快递西城区网点快递员王守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申通快递北京朝阳团结湖网点负责人张代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春节期间，包裹数量每天在几百件到1500多件不等，比平时平均5000多件/天要少，但相较往年春节增加很多。 ”

张代雷表示，网点对此有较为充分的应对方案。 “我们网点会有专人每天负责及时更新包裹数据，菜鸟网络也跟公司保持密切合作，并提供一些大数据支持。 网点依据包裹数量的多少进行人手调配。 遇到快递多的时候，就多调派人手，或者补充机动人员参与送货，保障快递及时送达。 ”

龙头加码布局

快递业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为数不多的受益行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21年1月，全行业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86亿件左右，业务收入预计达900亿元，与2020年同期相比，业务量增幅超120%，业务收入增幅超70%。

2020年12月，各家快递公司公布的月度数据显示，公司业务量和营业收入均有增长。

速运物流业务方面，顺丰控股2020年12月实现营业收入147.38亿元，同比增长30.77%；业务量完成8.7亿票，同比增长48.97%；供应链业务方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8亿元，同比增长50.69%。

圆通速递、韵达股份、申通快递2020年12月完成业务量14.90亿票、15.41亿票、9.64亿票，同比增长45.68%、36.98%、25.86%；快递产品收入分别为32.96亿元、34.6亿元、22.48亿元。

面对市场需求迅速扩张、行业竞争加剧，春节前后，顺丰控股、京东物流先后展开了定增、收购、上市募资等资本运作，以增强公司竞争力。

2月9日晚，顺丰控股公布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募资不超过220亿元，用于速运设备自动化升级等五个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同时，以现金方式部分要约收购嘉里物流51.8%的股份，作价约175.55亿港元。 公开资料显示，嘉里物流以亚洲为基地，业务涵盖综合物流、国际货代等，是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物流公司。 在Armstrong&Associates发布的榜单中，嘉里物流2019年全球空运货代排名第16，海运货代排名第7，全球货运代理排名第11。

2月16日，京东物流正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招股申请。 招股文件显示，京东物流拟募集资金用于升级和扩展物流网络，开发与供应链解决方案和物流服务相关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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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营收有望再超市场预期

百度打造“AI生态型公司”

●本报记者 董添

2月18日，百度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2020年第四

季度，公司实现营收303亿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归属于公司

的净利润达69亿元，连续四个季度超市场预期。 其中，百度AI新业

务稳健增长，百度智能云第四季度营收实现了67%的同比增长。在

财报中，百度首次将自己定义为“AI生态型公司” 。

AI商业化进程加快

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表示，百度作为领先的AI生态型

公司，将抓住云服务、智能交通、智能驾驶及其他人工智能领域

的巨大市场机遇，同时“在基础研究、基础技术和底层创新上下

硬工夫” 。

据了解，百度已经构建了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不仅驱

动了自身业务的不断进化，同时通过技术融合对外赋能，为产业

智能化升级提供“新解法” 。 在AI技术的驱动下，百度智能云、百

度Apollo、小度助手等陆续将AI能力向各行各业输出，商业化持

续落地。

财报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 百度智能云凭借差异化的AI解

决方案优势实现了同比67%的高增长；Apollo智能交通已与北

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20年12月，

小度助手语音交互总次数达62亿次。

此外， 百度还在2021年1月宣布组建一家智能汽车公司，以

整车制造商的身份进军汽车行业，并将人工智能、Apollo自动驾

驶、小度车载、百度地图等核心技术全面赋能汽车公司，支持其

快速成长。

同时，经过十余年的不懈投入，百度已经形成了以百度大脑、

飞桨平台作为底层支持，百度智能云、智能驾驶和小度助手、移动

生态等为上层建筑的完整AI体系。 在这套AI生态体系的建设下，

百度多项AI业务在行业取得领先地位。

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

中心发布《2020人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百度在人工

智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三年蝉联第一；IDC发布的 《中国

人工智能云服务市场研究报告(2020H1)》显示，在中国AI公有云

服务市场，百度智能云市场份额排名中国第一，这是百度智能云

连续三次在AI� Cloud市场排名第一； 全球知名调研机构Navi-

gant� Research将百度Apollo列为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四大 “领

导者” 之一……

获投资机构看好

财报显示，百度三大增长引擎已经形成：在广告业务基本盘稳

中有进，为百度发展提供充足现金流的同时，百度的AI业务市场

空间广阔，并已经开启规模化商业落地。 另外，百度的智能驾驶迎

来商业化拐点，智能云增长也在不断提速。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AI

解决方案、云计算及互联网的不断融合，百度的非广告收入未来十

年有望加速增长。

随着智能驾驶等AI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加速落地，资本市场也

看到了AI商业应用的广阔前景，百度也迎来了价值重估。 在此背

景下，百度股价持续攀升，2021年以来已累计上涨42.75%，市值也

一举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在百度AI业务的强劲表现之下，机构投资者纷纷看好百度的

投资前景。据统计，自2020年三季度财报以来，为百度AI业务进行

单独估值的券商数量明显增加。其中，为智能云业务估值的券商由

3家上升至14家、 为Apollo估值的券商由5家上升至14家、为

DuerOS估值的券商由0家上升至4家。

其中，国际知名投行瑞穗发布的最新研报将百度自动驾驶

业务的估值从200亿美元上调至400亿美元；有“女版巴菲特”

之称的凯瑟琳·伍德通过旗下的方舟投资（Ark� Invest）持续

买入百度股票，并在2021年多次加仓；价值投资网站GuruFo-

cus的分析师则认为， 百度在2021年将会利用其强大的技术基

因及打造的行业壁垒，在目前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领域继续取

得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在AI生态体系持续开花结果的同时，百度

仍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百度核心研发

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达21.4%， 研发投入强度位于中国大型科技

互联网公司前列。 目前，百度已连续三年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

和授权量方面蝉联中国第一。 百度AI开放平台汇聚开发者数量

达265万，成为中国领先的软硬一体AI大生产平台。

另外，百度发布的业绩指引预计，2021年一季度，公司营收总

额将介于260亿元到285亿元之间，同比增长15%到26%，其中核

心业务营收将同比增长26%到39%。 相较于市场平均预期的257

亿元营收，百度的2021年一季度业绩指引也大幅超出市场的平均

预期。

消费需求旺盛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各

地今年春节号召就地过年。 尽管人员流

动减少，但消费力不减，网购、邮寄年货

成为今年春节的主角。

1月20日，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业

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邮政

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指导开展的“居

家嗨购网上过年———2021全国网上年货

节” 正式启动。 年货节期间，在直播、拼

购、线上线下融合的叠加带动下，各地农

特年货、品质化、个性化、潮流化商品销

售增速明显。

京东大数据显示，从大年三十至初

五，有关年夜饭礼盒、年货礼盒、方便

菜 、 烧烤食材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

90%。 其中，年夜饭礼盒在北京、上海和

广州销售额较2020年农历同期分别增

长4.7倍、3.2倍、1.7倍；年货礼盒销售额

在湖北、湖南、河南同比分别增长4.9倍、

4.5倍和4.3倍。

拼多多数据显示，2月以来， 平台

“春节不打烊” 年货商品销量较2020年

同期增长183%。 其中，以地方特产、水

果生鲜、肉禽蛋类为代表的农产品及农

副产品的销量同比增幅达225%。 2月10

日至16日， 一二线城市订单量涨幅明

显，各地家乡年味产品成销售增幅最快

的品类。

春节前后， 快速增长的线上消费及

异地邮寄需求带来了快递包裹量的激

增。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月，全国快递

同城业务量完成10.5亿件， 同比增长

58%；异地业务量完成72.6亿件，同比增

长141.5%； 国际/港澳台业务量完成1.9

亿件，同比增长69.8%。

春节期间， 邮政快递业处于高位运

行状态，全网揽收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左

右，投递量是去年同期的3到4倍。除夕和

初一两日，全国快递处理量超1.3亿件，同

比增长223%。

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全网揽收和

投递同比增速最快， 增幅分别达到

359%和260%。 河南、江西、广东、浙江

等省份的揽收量和投递量同比增幅均

超过300%。

运力供给增加

为保障春节期间人们能顺利收到年

货，“春节不打烊” 成为今年快递行业的

共识。

国家邮政局表示，按照“不打烊、不

休网、不积压”主基调，要求全系统、全行

业结合今年春节消费情况，按照日处理1

亿件的水平进行服务能力储备， 科学预

测、合理安排生产运营，全力做好网络购

物及生活必需品的寄递服务。

春节期间，邮政EMS、顺丰、京东物

流、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百世、德邦和

极兔等多家快递加入 “春节不打烊” 行

列，全行业在岗人数预计超百万人。

“我们站点今年春节有十四、五个人

留守，而去年留守只有一两个人。今年公

司实行‘春节不打烊’ ，货量多，平均每

个人每天至少要送20-30个件。 人手增

加了，派件速度也加快不少。 ” 中通快递

西城区网点快递员王守伟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申通快递北京朝阳区团结湖网点负

责人张代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春

节期间， 包裹数量每天在几百件到1500

多件不等， 比平时平均5000多件/天要

少，但相较往年春节增加很多。 ”

张代雷表示， 网点对此有较为充分

的应对方案。“我们网点会有专人每天负

责及时更新包裹数据， 菜鸟网络也跟公

司保持密切合作， 并提供一些大数据支

持。 网点依据包裹数量的多少进行人手

调配。 遇到快递多的时候， 就多调派人

手，或者补充机动人员参与送货，保障快

递及时送达。 ”

龙头企业加码布局

快递业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为数

不多的受益行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2021年1月，全行业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

86亿件左右， 业务收入预计达900亿元，

与2020年同期相比， 业务量增幅超

120%，业务收入增幅超70%。

2020年12月， 各家快递公司公布的

月度数据显示， 公司业务量和营业收入

均有增长。

速运物流业务方面， 顺丰控股2020

年12月实现营业收入147.38亿元， 同比

增长30.77%；业务量完成8.7亿票，同比

增长48.97%；供应链业务方面，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8.68亿元，同比增长50.69%。

圆通速递、韵达股份、申通快递2020

年12月完成业务量14.90亿票、15.41亿

票、9.64亿票，同比增长45.68%、36.98%、

25.86%； 快递产品收入分别为32.96亿

元、34.6亿元、22.48亿元。

面对市场需求迅速扩张、 行业竞争

加剧，春节前后，顺丰控股、京东物流先

后通过定增、收购、上市募资等资本运作

方式，以增强公司竞争力。

2月9日晚，顺丰控股公布2021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拟募资不超

过220亿元， 用于速运设备自动化升级

等五个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同时，以

现金方式部分要约收购嘉里物流51.8%

的股份，作价约175.55亿港元。公开资料

显示，嘉里物流以亚洲为基地，业务涵盖

综合物流、国际货代等，是香港联交所上

市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物流公司。 在

Armstrong&Associates 发布的榜单

中，嘉里物流2019年全球空运货代排名

第16，海运货代排名第7，全球货运代理

排名第11。

2月16日，京东物流正式向香港联交

所递交招股申请。 招股文件显示，京东物

流拟募集资金用于升级和扩展物流网

络， 开发与供应链解决方案和物流服务

相关的先进技术。

春节期间全国快递处理量日均逾9000万件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

台监测显示，春节期间（2月11

日至17日），全国邮政快递业累

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6.6亿

件，同比增长260%。 这意味着

春节期间全国快递处理量日均

逾9000万件。

机构认为， 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线上消

费习惯延续， 叠加就地过节倡

议，线上春节年货需求提升，支

撑物流保持高景气度， 预计高

品质物流需求有望稳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前后，

顺丰控股、京东快递通过定增、

上市募资等资本运作方式，升

级和扩展物流网络，强化运力，

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 满足快

速增长的快递市场需求。

●本报记者 金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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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通科技新当选管理层遭独董异议

●本报记者 于蒙蒙

皖通科技控制权之争在春节前夕刚

刚告一段落，节后便又擦出火花。 皖通科

技2月18日晚公告，公司高管甄峰、汪博

涵和陈翔炜等人辞职，廖凯被免去总经理

职务，而周发展、易增辉、王夕众三人分别

被选为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不过上

述任命遭到相关独董异议，指出人选存在

瑕疵。

与此同时， 皖通科技第一大股东西

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西藏

景源” ）曾被指控制董事会多数席位，而

在2月9日股东大会上被皖通科技第二大

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南

方银谷” ）所击败，董事会席位被南方银

谷阵营获得。 西藏景源并不愿善罢甘休，

其在2月8日就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计划

修订公司章程。 不过南方银谷主导董事

会后，将日期延后进行，两大阵营就此再

生间隙。 熟悉皖通科技的人士指出，由于

双方持股比例接近， 控制权恶斗短时间

难见平息可能。

管理层“大换血”

随着南方银谷实控人周发展重新回

归皖通科技，与其关系不睦的相关高管选

择了离开。在2020年3月的董事会会议上，

甄峰与廖凯联合李臻等董事联名提议罢

免周发展，甄峰和廖凯拥有南方银谷的股

东背景。

公告显示，皖通科技董事会于2月18

日收到甄峰、 汪博涵和陈翔炜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 公开资料显示，陈翔炜早前

在西藏景源实控人黄涛旗下的多家企业

任职。

相比于甄峰三人主动辞职，廖凯则被

免职。 皖通科技称，鉴于公司总经理廖凯

在任职期间，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业

绩严重下滑，公司董事会决定解聘廖凯的

总经理职务。

接近廖凯的人士称， 廖凯早前已递

交辞职报告，公司这么做是在故意“恶

心” 廖凯。 但这一说法被接近南方银谷

的人士黄林（化名）否认，他称皖通科技

发出了解聘的会议通知后， 廖凯才选择

辞职。

独董提出异议

针对皖通科技的管理层变动，相关独

董给出了激烈争论。

皖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2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审议

通过周发展担任董事长的议案，该议案同

意6票，反对1票，弃权1票。

其中，独立董事罗守生对议案投反对

票， 他表示周发展在前次担任董事长期

间，屡次违规，给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不宜再任董事长。 独董周艳投弃权票，她

指出上市公司董事长兼董事应在规则的

边界内领导公司，不应对公司的内部审批

流程控制程序视若无物。 其指出周发展去

年1月相关签约合同审批事项存在违规，

相关支付款在付款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

支付的，在付款审批流程中缺乏必要的谨

慎性及内部监督。

皖通科技公司董事会选举易增辉为

公司副董事长，该议案获7票赞成，周艳再

次投出弃权票。 周艳表示，易增辉直接违

反其关于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增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并称赛英科技存在多

项内控问题，并且不配合审计机构的内控

审计。

皖通科技董事会决定聘任王夕众为

公司总经理。 资料显示，王夕众曾任皖通

科技董事，目前为皖通科技子公司烟台华

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东电

子” ）董事长。

不过， 周艳对该议案仍投出弃权票。

周艳指出，上市公司母公司、上市公司控

股子公司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简

称“汉高信息” )与王夕众担任负责人的

华东电子同属交通运输板块，同样在2020

年承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与母公

司、 汉高信息利润下降相比， 华东电子

2020年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降，经营业绩

由盈利2824万转亏且亏损额较大，公司判

断因收购华东电子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

迹象，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范围为

7000万元-8413.59万元。 综上，其认为以

王夕众带领的华东电子的绩效来看，未能

证明其经营能力。

公开资料显示，周艳与皖通科技刚罢

免不久的董事长李臻均系德晖资本股东。

中国证券报记者早前调查获悉，德晖资本

合伙人郑宇与西藏景源实控人黄涛系校

友关系。

就会议日期掐架

值得注意的是， 皖通科技2月9日晚

公告，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罢免李臻、王辉、廖凯、甄峰四

位董事的议案。 这意味着西藏景源的阵

营丧失了对皖通科技的控制， 不过其并

未善罢甘休。

皖通科技披露，2月8日， 公司董事会

收到西藏景源以书面形式出具的 《关于

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西藏景源提案指出，公司章程原第九

十六条规定，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任期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现修改为：董事由股东大会

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

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

“他们就是随便找个理由开会， 准备

增加临时议案。 ”黄林称西藏景源的该项

修改与公司现行有效的 《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八条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第十

二条的规定相矛盾。 《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八条规定：“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任， 但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

独董周艳和李明发提出异议。周艳指

出，2月8日收到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显

示，定于2月18日下午3:00-4:00召开临

时董事会，公司拟定于3月9日审议西藏景

源所提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但在2月15

日公司董监事会成员又收到董事会临时

会议通知， 定于2月18日上午9:00-10:

00召开临时董事会， 股东大会移至4月7

日举行。

周艳表示，公司提议召开董事会应当

事先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认可方可作出，

公司未履行此程序。其次，2月18日原提议

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原定日期3月9日在前，

不管其实际发生与否，在提案里应为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新提议股东大会

日期4月7日在后，提案里应为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针对同一议题提议

召开两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身程序

即不合法。

对于周艳的指责，黄林认为是无理取

闹， 股东大会日期是由董事会选定的，合

适的提案在两个月内召开即可，而去年南

方银谷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受阻更是

无处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