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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安信证券、北京市星石投资、博时基金、大成基金、亘曦资产、工银国际控股、光大保德

信、光大交运、国海交运、国联证券、国投瑞银基金、国信证券、杭州玖龙资管、华创证

券、华福证券、九泰基金、申万宏源、中金公司、西南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星展

证券、陆浦投资、明河投资、摩根士丹利、华泰证券、等共计 95 人。 

时间 2023 年 10 月 31 日（周二）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黄金龙先生、证券事务代表韩爽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第一环节：2023 年三季度的业绩说明 

一、营业收入 

2023 年三季度公司实现收入 97.50 亿，同比增长 21.64%。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整体公

斤单价同比下降 3.73%，降幅环比略有改善，但如果拆开分月度去看，主营业务单价降幅

逐月呈收窄趋势，到 9 月份主营业务单价基本回到公司年度规划的降幅范围内。分业务

看，快递业务：三季度收入 48.40 亿，同比下降 8.73%；快运业务：三季度收入 45.85 亿，

同比增长 87.87%。快运业务三季度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是随着公司快运产品服务升级，如

提升全程履约率、取消快运超远派送费、提升末端四轮车占比等举措，传统零担业务实现

了较好的增长；其他业务：三季度收入 3.25 亿，同比增长 19.62%。 

 

二、营业成本 

2023 年三季度，公司总营业成本为 89.65 亿，同比增长了 28.79%。 



其中主要成本变化情况： 

①人工成本 38.55 亿，同比增长 10.47%，占收入比为 39.54%，同比下降约 4.00 个百

分点。人力成本的变动主要原因为：第一、末端效率稳步提升：通过网点区位、快递员收

派片区的优化，减少快递员跑动距离，同时，补贴快递员升级派送设备，如快递员更换四

轮车等举措，提升末端收派效率；第二、人员优化：一方面，文职转型的持续影响，门店

文职平均人员较去年同期减少，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化的投入，各环节信息线上化占比在

逐步提升，营运中后台数据统计、分析的人员较去年同期减少； 

②运输成本 38.79 亿，同比增长 70.29%，占收入比为 39.79%，同比上升 11.37 个百分

点。运输成本变动主要原因为：第一、公司二季度开始加大了在运输资源的投入，一方面，

提升全程履约率和缩短全链路时长，改善公司在产品上竞争力的短板，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公司在大件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公司今年也在逐步扩大标准派送范围，尤其是

针对高公斤段的快运业务。第二、公司今年对快运业务的产品进行全面的升级，涉及老产

品的升级和新产品的创新，带来快运业务收入占收入比由去年 30%提升至 39%，其中运输

成本占比较高的整拼车等业务增速是高于总快运业务收入增速，促使运输成本占收入比

的提升。 

 

三、资产负债情况 

随着网络融合业务的推进，公司总资产、总负债规模同步增长，拉高了整体的资产负

债率，2023 年三季度公司资产负债率由年初 53.88%上升至 56.57%，上升了 2.69 个百分点。

后续随着业务结构的逐步稳定，资产负债率也将趋稳。  

  

第二环节：问答环节 

问题一：如何看待目前行业的增速以及竞争？ 

回答：快运市场整体增速与宏观经济发展速度的正相关性很高，国家经济增速进入换挡

期，所以行业整体增速也在变缓和。对于未来的趋势，全国性网络企业增速除了国家经济

发展带来的增量外，还有一部分增长会来源于区域性网络甚至专线物流的存量业务。判断

的依据为：第一、商流的变化驱动整车向大票零担、小票零担转化，区域网络需求向全网

网络需求转化；第二、全网型快运公司具备持续进化能力，随着规模扩大自身能力边界也

将扩大。行业竞争情况：过去几年行业经历了激烈的价格战，行业竞争格局也发生了比较

大的变化，现在行业的价格战逐步恢复理性，重新回归产品的竞争。 

 

问题二：公司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举措有哪些？ 

回答：从客户需求角度，德邦聚焦大件业务，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送货上门服务、

更低的运输破损、更稳定的运输时效。1）收派提升举措：今年公司通过政策补贴的方式

提升末端快递员四轮车的比例，将更多的三轮车替换为四轮面包车或 4.2 米及以上的车

型，更好的满足大件货物的接送货需求。2）破损改善举措：增加自动化分拣设备的投入，

目前公司已基本完成所有转运场设备升级；针对重点易破碎的行业研发改善包装方案，帮

助客户共同解决破损问题；通过不断的网络优化，逐步减少货物中转次数，未来随着与京



东快运网络融合项目的推进，公司单个转运中心的货量将进一步提升，更多线路可以拉

直，进一步降低货物中转次数。3）时效稳定举措：要求标准化的操作，例如：标准化的

路由规划，各环节严格按照标准去执行落地。通过精细化管理和资源投入在不断的提升时

效准点率，今年我们时效准点率相比去年同期提升约 10 个百分点，目前接近 90%，不断

突破历史高点，未来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还会持续做改善和提升。 

 

问题三：怎么看四季度的需求？ 

回答：四季度因为有各大电商平台的年度促销活动，所以是传统旺季，货量环比三季度会

有明显提升。相对于去年，今年电商的促销预售时间进一步提前，促销周期拉长，对应的

货量波峰和波谷会更平滑些。基于以上这些情况，公司四季度会核心关注资源的投放和使

用，在保证客户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问题四：网络融合目前运行情况以及推进的节奏如何？ 

回答：网络融合的推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转运场接管。全面接管已经在 7 月底完

成，从 8 月开始德邦已经全面接管了京东物流快运业务的 83 个转运中心。在这个阶段，

以客户交付体验为核心，更多是把双方交互的流程梳理并跑顺、信息系统持续优化、基础

数据沉淀及确定明年场地融合计划。这个阶段对德邦主要带来货量、收入提升，对成本效

率的提升偏中性。第二阶段：资源整合。从明年春节后逐步开始按第一阶段输出的规划推

进资源整合，包含场地整合、路由规划、车辆/分拣设备投入等。这个阶段持续时间会比

较长，随着网络融合的推进，成本效率提升的效果将慢慢体现，同时随着线路拉直，运输

时效将会有明显提升、减少中转次数后破损率也将进一步改善。 

 

问题五：简述 2023/24 年资本化支出计划。 

回答：今年资本化支出预计不超过 15 亿，相比年初规划有所减少，主要还是业务量不及

预期，公司也适当减少资本性投入。2024 年相比今年会有一定的增加，主要是随着网络融

合的推进，明年会新增融合场地的自动化设备投入以及干线运输车辆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