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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量篇摘要：短期单量将迎反弹，长期有望维持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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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量框架：

• 快递企业件量成长性驱动框架：考虑实物网购、单快递包裹货值、企业份额三要素驱动。

• 新冠疫情对单量影响分析框架：分析需求端、揽运端、派送端三层次影响。

2、短期有反弹

• 疫情如何影响？年内至今疫情主要通过派送端及揽运端影响快递业务量，但网购原生需求驱动无虞。

• 冲击过后如何？我们判断上游消费去库存需求强劲，22Q4快递行业单量或超预期增长，同时龙头将享受超额增长。

3、长期有空间

• 上游驱动三次变革，直播电商最新接棒。2021年至今主要是网购营销创新，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的崛起驱动。

• 快递单包裹货值下行，快递单量相对电商网购GMV超额增长。一方面直播电商兴起带动电商平台格局多元化，另一方面社交
电商拼多多无购物车带动结算频次提升、增强“拆包效应”。

4、投资建议：投资区分赛道，超跌龙头价值凸显

• 通达系方面，看好A股电商快递龙头韵达股份，关注数字化建设彰显成效的圆通速递。

• 直营制方面，顺丰控股悲观情绪已释放，主业壁垒深厚叠加新兴业态完善带来的中长期价值修复。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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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网购需求增长不及预期

2、直播电商业态发展不及预期

3、新冠疫情反复扰动

4、快递行业份额集中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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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分析框架：核心关注单量、单价、单件成本等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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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单件利润

单件成本

干线成本

中转成本

派费成本

单价

派费收入

其他多项

单量

市占率 价格服务

行业总量

线上消费

包裹货值

利润 = 单量 ×（单价 - 单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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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总量的增长，叠加头部快递份额提升，带来单量高增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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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行业总包裹的增长，来自线上消费的驱动及单包裹货值的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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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总量

线上消费

包裹货值

社会零售

网购渗透

低价值商品网购

结算频次提升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线上消费是原始驱动

• 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是基础；

• 网购渗透率的提升带来线上消费的驱动。

单包裹货值下行是增量

• 低价商品网购使得包裹增速高于上游网购GMV增速；

• 无购物车的拼团网购使得结算频次提升进而带来单包裹货值下降。

图：快递行业总量由线上消费及包裹货值共同驱动



头部快递份额提升，得益于品牌服务及低成本带来的价格优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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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

价格政策

品牌效应

成本优势

网络链路

监管环境

服务质量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价格政策

• 快递在初始的同质化竞争阶段，上游客户仍对价格相对敏感；

• 监管趋严，多项政策严厉打击不正当的价格战。

品牌服务优势

• 快递需求的变化，已经逐步由完全的价格敏感性，转向服务敏感性；

• 快递网络链路稳定性及完善程度，是快递品牌服务的重要基础之一。

图：快递企业份额由价格政策及品牌效应共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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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从防疫角度，短期影响揽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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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需求
• 基于电商小件消费韧性，疫情对电商小件网购增长反而有催化

揽运
• 中高风险区揽件中转受限叠加车辆消杀，影响时效，不影响消费者下单

派送
• 疫情延长派送时间及暂时改变取件方式，影响时效，可能影响消费者下单

短期疫情影响解析

• 从全链路看，快递分需求端、揽运端、派送端三个阶段；

• 疫情对需求端具有催化作用；

• 防疫政策对揽运端仅仅影响成本及一定的时效；

• 防疫政策对派送端的影响，主要在时效，间接影响需求。

图：疫情对快递影响区分需求、揽运、派送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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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2020年，下半年供需双旺推动快递件量高增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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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改网购热度：

• 2020年淘宝、京东、抖音、快手月活用户维持高位增长。

疫情催化网购需求：

• 2020年实体网购渗透率由前2月21.5%提升至全年24.9%。

履约修复推升件量：

• 2020年快递行业件量同比增速由前2月-10.1%推升至全年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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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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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2020年电商月活基本不受疫情冲击 图：2020年实体网购渗透率大幅提升 图：2020年快递及网购修复具备明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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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至今疫情主要影响派送及揽运，网购原生需求驱动无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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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北、上、深疫情直接影响派送端，间接影响需求

• 深圳（3月）、上海（4-5月）及北京（5-6月）出现疫情，北上深属于主要快递消费地，疫情直接影响派送层次，派送环节短
期中断从而间接影响需求，对应3-5月行业单量增速分别-3.1%、-12.0%、+0.2%。

• 金华义乌8月2日起出现疫情，根据浙江邮管局，8月3日义乌单量约2600万件，而7月份义乌日均单量3589万件；8月11日0时
起开始连续3天静态管理，必要物流物资保障车辆可正常通行。义乌属于小商品经济产地，我们分析疫情主要影响揽运层次。

疫情对快递的影响逐步消除

• 上述地区疫情管控趋于良好，疫情对快递揽运及派送的影响有明显边际改善。根据义乌邮管局，义乌各大快递品牌分拨中心已
于8月18日恢复试运转，当天义乌件量1225万单，恢复到疫情前40%、静默期前50%；根据义乌市政府，截止8月20日义乌全
市复工率已超过98%。

• 实体网购持续呈现韧性（前7月实体网购增速高出社零增速5.9pts），我们分析整体快递履约能力修复后，有望恢复相对高增。

-5%

0%

5%

10%

15%

20%

25%

30%

2022-02 2022-03 2022-04 2022-05 2022-06 2022-07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累计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同比

3.3%

49.7%

-3.1%
-11.9%

0.2%
5.4% 8.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2022-01 2022-02 2022-03 2022-04 2022-05 2022-06 2022-07

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当月同比

图：2022年至今实体网购需求良好 图：2022年快递件量增速筑底后向上修复 图：主要快递消费地及产粮区疫情好转（单位：人）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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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强劲同时考虑上年同期低基数，22Q4单量或超预期增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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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旺季峰谷趋平，2021Q4旺季单量向Q3平滑

• 如果以旺季10-12月各月日均单量与当年下半年最淡月份7月日均单量比较，21H2多重促销对Q4旺季平滑效应明显，造成
21Q4快递单量的相对低基数。

• 17-20年各年10月日均单量较当年下半年最淡月份7月百分比增幅的4年均值为15.1%，11月为46.4%，12月为31.4%。

今年去库存压力下，22Q4单量有望超预期

• 今年上半年疫情短期影响线上线下消费，卖家具有强烈去库诉求；

• Q3快递履约能力仍未完全修复，我们预计22Q4行业单量同比增速或超预期达到15%-20%，头部电商快递公司单量同比增速或
超预期达到20%-25%。

图：由于多重促销平滑，2021年旺季日均单量较当年下
半年淡季7月日均单量增幅明显较前4年趋缓

资料来源：伍格电商，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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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21年下半年淘系促销活动

7月 天猫啤酒节、天猫游泳节、722洗护节、天猫运动会、家装大促

8月 88会员节、天猫七夕节、3C家电狂欢周、天猫秋冬新风尚、淘宝秋季新势力周、天猫开学季

9月 国庆大惠战、9月结婚季、9.12辣妈囤货季、99划算节

10月
抢大牌活动、今日必抢活动、国庆大惠战、大家电国庆7天乐、淘抢购日常单品、淘宝中秋节、

国庆疯狂购、国庆珠宝节、淘宝重阳节

11月 双十一、天猫返场、天猫母婴亲子日、天猫温暖过冬、天猫火锅节

12月 双十二、天猫双旦礼遇季、天猫暖冬滋补季

表：2021下半年电商促销活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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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7年：通讯科技（智能手机、支付技术等）完善，带动淘系、京东网购的崛起驱动

• 网购的基本盘：新消费渠道。网民数量由1.11亿人提升至7.72亿人，复合增速17.5%。

2018-2020年：网购普及率提升，拼多多社交拼团的崛起驱动

• 网购的下沉：社交网购。实物商品网购渗透率由18.4%提升至24.9%，网购网民数占网民总数比重由73.6%提升至79.1%。

2021年至今：网购营销创新，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的崛起驱动

• 网购的新形式：立体网购。据电商报数据，抖音GMV份额提升至2021年5%（2019年0.4%），快手GMV份额提升至2021年
4%（2019年0.6%）。

上游驱动三次变革，直播电商最新接棒

资料来源：CNNIC，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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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国网购及网民规模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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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空间广阔、增速可观

• 直播带货市场已经经历高增速阶段，已具备可观市场规模。根据网经社《2022年(上)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我国直播
电商行业市场规模2017-2021年复合增速231.1%，渗透率由2017年0.27%提升至18.0%，预计2022年市场规模同比增长47.7%

至2.36万亿元，渗透率进一步提升至24.1%。

• 高增长态势有望延续。在2021年快手电商引力大会中，快手电商负责人笑古表示至2025年全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可达6万亿
元，据此推算21-25E复合增速26.3%；此外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商务局也于年内联合发布《北京市数字消费能级提
升工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直播电商成交额超过2万亿元。

图：网经社预计2022年中国直播电商规模3.49万亿元

资料来源：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网经社预计2022年直播电商渗透率24.1%

上游驱动三次变革，直播电商最新接棒

0.27%
1.60%

4.30%

8.60%

17.97%

24.10%

0%

5%

10%

15%

20%

25%

3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直播电商渗透率

196 1354

4438

12850

23615

34879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直播电商行业规模(亿元) YOY(右轴)



添加标题

3.1

18

国家统计局对社零数据中实体网购统计口径，或导致直播带货增量低估：

• 对于规模较大的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及个体经营户（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200万元
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实行全额调查；

• 对于规模较小、但有营业执照的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及个体经营户，通过抽样调查进行统计；

• 对于无营业执照、无法包含在统计名录内的企业，通过大数据挖掘及与有关电商平台合作搜集网购信息。直播带货属于新兴网
购营销模式，规模较小的企业及个体户可能因统计偏差及误差等原因未被计入口径。

图：我国直播电商方兴未艾，逐步进入爆发期

资料来源： 36氪研究院，浙商证券研究所

上游驱动三次变革，直播电商最新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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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单包裹货值持续下行，带来快递单量相对电商网购GMV超额增长

 快递单包裹货值持续下行。我们以累计实体网购零售额除以累计快递单量测算，2017年快递单包裹货值136.82元，2022年前7

月单包裹货值103.76元。

 一方面，直播电商兴起带动电商平台格局多元化，2021年抖音+快手GMV份额占比已接近10%；

 另一方面，社交电商拼多多无购物车带动结算频次提升、增强“拆包效应” 。

 单量相对实体网购超额增长预计持续。2017年快递单量同比增速与实体网购同比增速都为28%左右，而后至2021年快递单量
YOY29.9%、实体网购YOY12.0%，增速差逐步扩大；22年4-7月份疫情暂时性影响快递履约能力，预计后续单包裹货值仍有
持续下降空间。

图：拼多多、抖快平台GMV份额提升明显

资料来源：电商报，淘宝，拼多多，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我国快递单包裹货值持续下行（金额：元）

上游驱动仍在，单包裹货值走低，包裹超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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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中小快递仍在出清过程

• 头部快递成本优势显著，CR8由1M17的75.7%，持续提升至7M22的84.8%。

行业整合带来头部快递受益

• 极兔收购百世，份额或有外溢，头部快递有望受益。

头部快递市占率提升

• 中通快递22Q2市占率23.0%；韵达股份2022年7月市占率16.4%；圆通速递2022年7月市占率15.6%。

资料来源： Wind，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快递集中度提升，头部快递相对行业超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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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看电商快递，对应PE估值具备性价比

• 通达系方面，看好A股电商快递龙头韵达股份，关注圆通速递。

• 考虑到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减，如果2023年经营回归正常增长，我们预计韵达股份2023年归母净利润39-40亿元，对应PE仅
约14倍，处于绝对低位，此外短期向上边际催化机会充足。

顺丰控股利空出尽，中长期价值恢复，对应分部估值空间广阔

• 直营制方面，顺丰控股悲观情绪释放，主业壁垒深厚叠加新兴业态完善带来的价值修复；

• 利润增长及价值拆分关注：1）时效件利润、2）经济件利润、3）快运利润、4）国际利润、5）同城等其他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评级
市值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PB

2022/8/22 22E 23E TTM 22E 23E LF

002120.SZ 韵达股份 买入 544 26.14 39.27 34.09 20.81 13.85 3.40

600233.SH 圆通速递 买入 726 32.55 40.52 22.48 22.30 17.91 3.04

002352.SZ 顺丰控股 增持 2481 72.62 96.95 39.50 34.16 25.59 3.06

表：重点快递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资料来源：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备注：市值金额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盈利预测为浙商交运团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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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网购需求增长不及预期

2、直播电商业态发展不及预期

3、新冠疫情反复扰动

4、快递行业份额集中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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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与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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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不应
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行业评级与免责声明

25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制作。本
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司”）对这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
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
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
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
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
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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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研究所

上海总部地址：杨高南路729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号楼25层

北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E座4层

深圳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广电金融中心33层

邮政编码：200127 

电话：(8621)80108518 

传真：(8621)80106010 

浙商证券研究所：http://research.stock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