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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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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投资者及广大网友 

时间 2024年 5 月 10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1、 董事兼总经理王文彬 

2、 董事兼副总经理韩永彦 

3、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梁波 

4、 独立董事杨芳 

5、 独立董事郝振江 

6、 独立董事李路 

7、董事会秘书郭林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未分配利润较高，但分红股息率偏低，未来是否考虑加

大分红回报投资者。 

2023年，在公司业务量稳定增长，盈利稳定提升的情况下，

公司计划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现金

分红总额预计 3,000万元左右，同时公司积极实施股票回购。 

展望未来，公司会结合快递行业的需求情况、公司所处的格

局位置、自身的盈利状况，综合资本开支计划和流动资金需求，

制定相关股东回报规划，不断提升对投资者的回报。 



二、去年快递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公司领导怎么看接下来的

快递单量增速？ 

随着各类电商新模式兴起，消费者需求逐步从货架电商的“人

找货”向社交类电商的“货找人”迁徙，流量转化率以及消费的

频率大幅上升，需求也迅速向线上转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实物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4%，网购渗透率提升至 27.6%。

接下来，从用户时长、消费品类、体验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网

购性价比优势等方面看，电商的渗透率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回顾 2024年一季度，快递行业实现业务量 371 亿件，同比增

长 25%，展现出较好的单量增长韧性。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速符

合预期的大背景下，我们预计 2024年快递行业单量有望保持两位

数的增速增长。 

三、我仔细看了咱们公司的年报，发现公司每年都有一个主题，

今年是“聚焦体验年”，这个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公司坚持“打造中国体验领先的经济型快递”的战略目标，

在深耕“经济型快递”的基础上，主打产品服务差异化，满足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提供“好快省”的快递物流服务体验。 

在时效方面，公司细化操作标准、开发时效控制塔系统以及

改善重点区域时效等方面进行提速。 

在服务方面，公司为大客户提供个性化快递综合解决方案，

为平台客户提供全品类服务能力，为商家及消费者提供按需配送

“申咚咚”服务和优质体验的散单寄件服务，探索经济圈次日达

时效件产品，满足多元化服务需求。 

在终端服务方面，公司建立共享客服中心、完善自有客服热

线平台，优化客诉处理及跟进节点，革新交互方式，改善终端消

费者服务体验。最近，公司在多个平台的物流指数排名数一数二，

投诉率处于行业最优水平。 

四、公司怎么看全年的快递价格？ 

根据国家邮政局披露的数据，2023 年整个快递行业单价为

9.14 元，下滑 4.3%，下降 0.41 元；从主要产粮城市来看，义乌

和广州分别下降 0.2元和 0.5元，下降幅度均超 6%。目前，来自

于重点产粮区义乌和广州的大客户最低报价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认为今年再继续往下的空间比较狭窄。同时，各类政府政策

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快递公司也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和差异化能



力的建设，更加重视经营的可持续发展，行业的竞争重心将从价

格竞争逐步转向价值竞争。因此我们认为今年的价格将保持相对

稳定，但存在淡旺季的季节性价格波动。 

五、过去三年的百亿产能投放的差不多了，新的三年投放计划是

什么样的？ 

2023年公司围绕打造“中国体验领先的经济型快递”的战略

目标，坚定实施三年百亿级产能提升项目，一方面快速补齐过去

公司在产能吞吐方面的短板，提升中转运营效率，另一方面着眼

长远建设多元化业务协同的智慧物流中心，为公司未来业务协同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23年，公司实施了 37 个产能提升和 18个

改造优化项目，公司常态吞吐产能于年底突破日均 6,000 万单，

全网产能从三四年前的普遍短缺进入整体平顺状态。 

2024年，公司根据行业及公司的件量预期合理制定了产能规

划，将会有数个枢纽级的转运中心迎来交付，包括长沙、合肥、

南京、杭州北等，年内产能吞吐能力有望提升至日均 7,500 万单

以上。公司进一步强化多种形式的定制开发交付，尝试拓宽合作

渠道，与主流物流地产商、产业互联网平台、区域性龙头企业等

公司强化合作，拓展中转场地供给渠道。 

六、公司在数字化方面有什么进展？ 

2023年公司坚持面向用户、移动优先、数智驱动的理念，从

不同用户迫切需求出发，考虑到用户的使用习惯，开展移动端技

术开发和迭代，推动公司数智化转型升级。 

其中，对内来看，我们持续优化移动昆仑运营系统、数据参

谋平台看板，并开发时效控制塔、班组计件、智能视觉平台等新

系统工具，并结合 AI算法进行包裹全链路追踪，为包裹遗失查找

提供相关证据，实现了物流包裹信息从纯文字到图片与视频相结

合的转变。对外通过申行者 APP、网点管家、超级商家平台触及

快递小哥、末端网点和终端电商客户，实现快递全链路的数智化

覆盖。 

随着公司在物流基建领域的不断完善、自动化智能设备的全

网普及，网络信息平台、自动化智能设备与全链路快递业务已深

度融合，实现了对快件及时、准确、完整的状态感知，让快件的

履约过程可计划和可监控，做到亿级包裹端上即时干预等技术手

段，实现物流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 



七、公司接下来在 ESG 方面打算怎么做？有哪些蓝图和举措 

近年来全球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提出了未来发展

的双碳目标，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公司始终

坚持“正道经营、长期主义”的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和践行可持

续健康发展计划，通过提供高效、绿色、低碳的服务，实现自身

社会价值，展现企业责任担当，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公司自 2017 年起就连续六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自 2023 年

开始将 3月 11日定为企业社会责任日并发布了社会责任体系，并

首次对外披露了 2023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搭建了自上而下的三

级可持续发展管理架构，重点展示公司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

的规划、策略、管理和实践成果。 

展望未来，申通快递将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合规

治理，推进绿色低碳生态建设，提高员工福利，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中国体验领先的经济型快递，并为整个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具体内容请参考公司披露的

《2023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八、公司频繁提到的网格化，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公司自 2022年全面启动网格化服务项目，将全网分为 200多

个片区，再配置相应的片区管家下沉服务网点，进一步强化与网

点之间的链接。目前，片区管家和网点之间已经形成黏性和信任，

在总部、省区、网点三位一体不断突破和前进的过程中发挥了积

极的纽带作用。片区管家在帮助网点做好服务和经营支持的同时，

依托总部先进的数智化管理工具、精准的政策指导和成熟的落地

方案，帮助网点准确地定位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网点改善服务

水平，提升客户体验。 

九、公司出售菜鸟股权能拿到多少钱？ 

公司已公告拟以 0.62 美元/股出售持有的菜鸟股权，转让总

对价约 7074万美元，该项交易有助于提升自身资产管理效率，优

化资产结构，实现对外投资项目的顺利退出，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规划和实际经营的需要。 

十、公司的加盟网点在过去几年确实发生了很多积极变化，请问

公司是如何做到的？ 

根据行业咨询机构调研，随着公司不断加强与各平台紧密合

作、协同推进多项业务落地以及大客户服务能力提升，公司业务



量景气度指数、网点发展信心指数双双逆市提升，网点的盈利和

资金状况改善、投资意愿强烈，使得网点与公司能够同频共振，

共同发展。 

公司也从多方面为网点提供支持，一是协调战略合作银行为

网点融资提供支持并在 30周年庆典发布网点普惠金融方案“申意

金”计划，让网点享受到更低的融资成本；二是综合评估网点的

场地资源、工艺布局等因素，制定设备标准及集采策略，推荐多

家头部设备厂商供网点选择；三是提供配套政策鼓励规模化网点

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2023年网点新增自动化设备 236套，投入

资金总额约 2.86亿元，网点自动化效率大幅提升。 

十一、公司 2023 年的成本下降很快，主要原因是什么？ 

2023年，公司快递业务单票成本 2.15元，同比降幅达到 11%。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随着南宁、泰州、贵阳等中心投产后，全网常态化产能

已经达到 6,000 万单以上；同时，公司推动加盟网点投入自动化

设备 236套，总投资金额 2.86亿元，全网总体产能规模均有大幅

提升，产能利用率充分，规模效益明显。 

（2）分拣成本方面：优化转运中心布局，降低中转次数；通

过自主开发及外部引进多层超高速交叉带、侧滑分拣机等设备，

提升分拣效率；通过持续投入设备改造升级、优化计件模式责任

到人，精准快速提升操作人效。 

（3）运输成本方面：公司新增购置 1,166辆干线车辆，同时

推进线路拉直及战略性开线等动作，优化运力结构，持续提升自

有车运能占比。 

（4）派送成本方面：随着公司单量快速上涨，末端派件的密

度有所上升。同时，公司持续推动派费精细化，派费成本同比下

降 10%。 

十二、公司有在做提升时效的工作吗？ 

2023年公司时效质量提升效果显著，其中月度最快揽签时效

缩短至 44小时左右，在多个平台的物流指数排名持续提升。 

在这个亮眼成绩的背后，公司主要实施了以下措施：一是细

化操作标准，针对网点交货效率、中心出港及时性、干线准点发

车、在途准点、末端卸货等环节进行系统管控，提升各环节的操

作效率；二是开发时效控制塔系统，全面覆盖总部、省区及中心



操作人员，提供前置车辆调度、网点交货监控、低效操作预警、

发车提醒、在途车辆预警、卸车异常预警、网点回货预警等多场

景解决方案，提升操作效率；三是针对重点省份、省内件、区域

件进行时效改善，针对江浙沪皖、京津冀等区域内互流线路梳理，

通过发车标准、车型调整等方式提升短距离 24小时时效达成率。 

十三、2024 年，公司是更加注重利润贡献还是市场份额，是否有

市场份额的预期指引？ 

公司坚持“业务规模、服务体验及利润”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均衡发展的策略。 

其中在业务规模方面：快递行业是规模型行业，随着公司产

能提升至日均常态 6000 万单以上，公司的规模效益逐步开始释

放，因此公司高度重视业务规模的有序提升，这也是未来竞争格

局改善的重点。 

在利润方面：快递是重资产行业，利润实现情况关乎到企业

的长期可持续经营，公司本着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及回报股东的

初心，坚持注重利润的稳步增长，通过改善收入、降低成本以及

管控费用来拓宽利润空间。 

在服务体验方面：快递是服务性行业，良好的服务体验将会

成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公司今年定位为“聚焦体验年”，

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时效及服务改善举措，给予客户和消费者“好

快省”的服务体验，充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增强客户的服务

粘性。 

十四、2024 年申通在成本上还有多少下降空间？ 

2024年，公司将继续推动全网降本增效，主要通过数智化运

营以及规模效益释放，进一步打造运营端竞争优势，推动公司单

票中转成本降幅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在派送成本方面，通过派件

密度提升、鼓励网点投入无人化、自动化设备等进一步提升派件

效率，降低派件成本。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4.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