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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通

本报记者 郝帅

近日，记者在中铁快运获悉，从 4

月 1 日开始中铁快运将在广州、深

圳、北京、上海等 20 个城市开通高铁

快运，推出当日达、次日达和次晨达

三项快递业务。 在广铁集团高铁快递

业务开通两年和中铁快运京沪高铁

快递试营一年后，高铁快递业务终于

在全国铺开。

快递公司对于高铁运输也表现

出了相当的兴趣，圆通相关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圆通正在与相关铁路企业

洽谈高铁快运的业务。

高铁快递首重资费

最低 17元

据了解，此次开通高铁快运的城

市包括广州、深圳、北京、上海、长沙、

郑州、哈尔滨、沈阳、长春、天津、石家

庄、太原、武汉、西安、济南、杭州、南

京、合肥、南昌、福州 20 个城市。

相关的业务项目和资费也在近

日披露， 此次的高铁快递包括当日

达、次日达和次晨达三个项目，首重

资费从 180 元到 17 元不等。

记者在中铁快运了解到，这次开

通的高铁快递项目与以往用“探路

车”发货的形式不同，当日达业务采

用的是货随到随发，而这种运货形式

相比用“探路车”发货，在时效上灵活

很多，能节省大量货运时间。

中铁快运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高铁快运是中铁一直希望开展的快

递业务项目，从去年开始中铁就在京

沪段试运营高铁快递项目，经过多半

年的试运营，公司发现高铁快运在时

效上和费用上都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因此选择在全国范围开展高铁业务。

“高铁快运有速度优势， 相比较航空

运输，它的费用也较为低廉，虽然不

能像普铁一样进行大宗货物运输，但

用来运输快递是相当合适的。 ”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终端配送能力受质疑

与此前业界猜测的不同，这次中

铁快递在末端配送上并未考虑与物

流公司进行合作， 而是一肩挑起终

端配送市场。

中铁快运北京分公司高铁快递

部经理告诉记者， 中铁快运在终端

配送市场已经有相当的经验， 因此

在 4 月份开展的 20 个城市的高铁

业务， 中铁快运将负责整个门到门

的配送链条， 暂时不考虑在终端配

送上与其他物流公司合作。

记者在中铁快运了解到， 高铁

快运的终端配送将以各地火车站为

网店，车辆由火车站出发，沿途收发

快件，如果是当日达业务，可以申请

优先接发快递。

对于这种终端配送方式， 也有

业者表达了自己的质疑。 济南一家

同城配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终

端配送在物流环节中所占比重很

大，中铁在全国网点有限，在终端市

场一时间很难形成有效的快速配送

和发货，如果是普货运输，终端配送

的一点时间差距或许影响不明显，

但是对于分秒必争的高铁快递，这

种终端市场的欠缺就可能会比较明

显。

这位负责人向记者分析道，以

济南为例， 中铁快运在济南的配送

范围为二环以内， 如果是当日达业

务，由于没有相关网店，从车站发车

沿途收发货物就可能消耗到近两个

小时时间， 到另一个城市的终端配

送可能又要花去相当的时间， 而这

一时间甚至可能超过货物在高铁上

运输的时间。

传统运输结构受冲击

中铁快运的高铁快递业务全线

开展不免给其他快递企业现有的运

输结构带来一些冲击， 而在危机感

之余， 快递企业对于高铁快递也同

时表现了很高的兴趣。

圆通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在近期的公司会议中， 已经开始在

讨论高铁快运的相关问题了。 记者

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目前圆通已经

开始和相关铁路机构接触， 洽谈高

铁快递的相关项目。

“高铁在货运速度上有一定优

势， 目前我们考察的重点是在性价

比方面， 如果高铁最终运营的性价

比高， 我们也会考虑增加高铁快递

在物流交通比重中的比率。 ”内部人

士告诉记者。

这并不是第三方物流公司首次

高铁快递的尝试。 在 2012 年，在广

铁推出“广州—长沙”国内首条高铁

快递线路时，就开始尝试与顺丰、联

邦、 中国邮政等多家快递公司进行

合作。 记者在广铁了解到，通过与快

递公司进行合作， 不仅让高铁的货

运潜力得到挖掘， 也让集团省去了

一些运营上的难度。

而对于高铁快运对目前快递行

业运输结构带来的可能的冲击，业

内人士则表示这一影响还尚待观

察。

“目前圆通的整体战略仍然是

以航空为主，汽运为辅。 高铁可能会

成为以后快递行业的重要运输工

具，但并不会替代航空，毕竟圆通有

自有的全货机， 而且飞机的速度对

圆通的时效件上还是有保证。 ”圆通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宋笛

20 余城高铁快运 4 月开通

中铁快运独享配送链条

近日，特斯拉在美国继亚利桑那

州、德克萨斯州之后，再次遭遇新泽

西州的禁令，停止其直销行为。 而此

时，特斯拉发表了一份至中国消费者

的声明，称将在中国市场继续沿用这

种直营模式，不会授权第三方销售机

构来销售旗下产品。

针对特斯拉坚持直营的销售模

式，不仅不会引发我国传统汽车的广

泛效应，也让特斯拉与江淮汽车成立

合资公司的消息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复制苹果直营模式

近段时间，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吴

碧瑄在华辗转于各种场合，在会场谈

论的主题主要是特斯拉的互联网思

维。 在这种新思维下，引申出了区别

于传统汽车行业的直营模式。

吴碧瑄曾任苹果大中华区总经

理，还有特斯拉聘请前苹果公司执行

长官乔治·布兰肯希普作为特斯拉商

店设计和开发副总裁，而特斯拉在美

国开创的直营模式则完全套用了苹

果零售店的套路。

据特斯拉人员介绍其直营模式

是消费者通过到体验店试车，然后在

网上付款的形式购买产品。这种模式

下，不存在传统汽车依赖销售公司出

售产品的形式。例如特斯拉在北京只

设立了体验店，据销售人员透露用户

咨询和体验都在北京侨福芳草地体

验店，交易可以在网上完成，而售后

在朝阳区金盏村的特斯拉售后服务

店进行。

特斯拉对外部公开强调在全球

任何市场都采用直销模式，而不会授

权任何经销商、分销商，或者其他第

三方机构， 目的是保证销售的效率。

并且， 在国内宣称今年将在成都、深

圳、上海等多地建设体验店。

北京亚市副总经理颜景辉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特斯拉的直营

模式具有开创性，至少在中国汽车市

场是新兴事物，是厂家对销售模式改

革的一种尝试，同时厂家也可以使利

益最大化。

传统车企表态不跟风

特斯拉以直营的方式进入中国，

引发了业内激烈的讨论，曾有专家提

出这种创新的模式会在我国汽车市

场引发广泛效应。

对此， 颜景辉否定了上述观点。

“特斯拉的这种模式就像它的定位高

端人群一样，这种营销模式虽然具有

开创性，但是不具有主流，我国传统

车企经销商网络布局已经形成规模，

如果采用厂家直营势必会导致大量

的成本浪费。此模式只为我国车企提

供思路，但难以形成广泛效应。 ”

上汽相关人员对本报记者阐释，

特斯拉作为新兴事物出现在汽车市

场上，创建直营模式无可厚非，但是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线丰富这种

模式会局限企业的发展。对于传统车

企发展来说，并不会抛下经销商。 反

而会开始尝试电商的模式，与线下经

销商形成资源互补，从而形成立体的

销售网络。上汽已经率先迈出了第一

步，由集团独资打造的中国汽车市场

首个 O2O 电子商务平台“车享网”

亦将正式上线。

“我国汽车市场分布广泛， 无论

从国情出发还是出于成本控制，经销

商模式是不能越过的。 ”汽车行业分

析师钟师对本报记者预测。

与江淮合资成迷

传统车企与经销商已经逐步形

成风险均担、捆绑合作的局面。 在这

种大环境下，业内人士也指出直营模

式不仅需要厂家对产品有足够的信

心， 还依托于产品有广泛的影响力。

对此，特斯拉并没有足够信心，吴碧

瑄对媒体表示特斯拉已经开始与中

国企业有接触。

吴碧瑄最近行程的其中一站定

在坐落在合肥的江淮汽车，有消息传

出特斯拉正在寻求在华的合资伙伴，

江淮早在去年 9 月份就与特斯拉传

出合作等消息。

据了解，目前江淮拥有三个纯电

动车生产平台，而合肥又有多家电池

材料供应商。吴碧瑄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合肥市新能源汽车研发能力

强、推广力度大、政策支持有力，将重

点考察。

至于特斯拉在华成立合资公司

之后，销售模式和网络布局等后续问

题，本报记者曾多次致电特斯拉三位

高管，至今仍未得到回应。

截至现在，企业高层对相关问题

依然集体沉默，这也与特斯拉高调入

华形成鲜明对比。 有证券分析师指

出，除去炒作因素之外，目前特斯拉

最急切与生产充电设施的公司合作，

以解决自身充电难的瓶颈。为了保障

其利益和直营模式，特斯拉暂且不会

与整车厂合作。

特斯拉无惧禁令坚持直营 与江淮合资成迷

本报记者 谢育辰

有证券分

析师指出，除去

炒作因素之外，

目前特斯拉最

急切与生产充

电设施的公司

合作，以解决自

身充电难的瓶

颈。为了保障其

利益和直营模

式，特斯拉暂且

不会与整车厂

合作。

“

相关

向志强

世贸组织（ＷＴＯ）日前公布稀土案专家组报告，认定中国

对稀土等相关产品的出口税及出口配额管理措施违规。 业内

人士表示，虽然败诉或成定局，但近年来的稀土行业整顿已使

行业生态明显改善。

败诉或成定局

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公布后，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随即表

态， 对于世贸组织关于中国稀土产品相关措施不符合世贸规

则和入世承诺的裁定深表遗憾，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将对报告

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 评估裁决结果对中国稀土行业和相关

企业的影响。

广西冶金研究院副院长刘晨表示， 虽然世贸组织的裁决

令人“遗憾”，但业界对这一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一方面已有类

似“败诉”先例，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底，ＷＴＯ 上诉专家小组就曾确认

中国限制铝土、 焦炭等 ９ 种工业原材料出口的行为违反贸易

规则。另一方面，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可以对 ８４ 个税号的产品

采取征收出口关税的措施，但稀土、钼相关产品不在入世承诺

的可征收出口关税的 ８４ 个税号产品之列，钨产品也只有一个

税号包含其中。

根据 ＷＴＯ 规则，我国有权在 ６０ 日内进行上诉，终裁结果

将在 ３—４ 个月后做出。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也发表谈话

表示，中方正在评估专家组裁决报告，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程序妥善做好本案后续工作。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形

势来看，即使上诉终裁结果很可能仍将对我国不利，未来中国

或将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和降低关税。

一些专家表示，更值得担忧的是，从 ２０１２ 年 ９ 种工业原

材料限制出口被判违规再到稀土败诉，在连续尝到“甜头”之

后，西方国家可能继续挥舞上诉武器，对有色金属之外其他领

域贸易展开诉讼， 我国战略资源的出口管理制度将受到根本

性冲击。

中上游端形势好转

虽然对于放开管控导致走私稀土“黑市”再度兴起的担忧

仍然存在，但受访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国对于稀土中上游端的

整合已经初显成效，稀土乱象得到有效整治，即使放开管控对

我国稀土行业出口影响可能并不会太大。

稀土出口税及出口配额管理措施的出台源于指令性计划

之下的盗采、 走私乱象及其带来的资源低价流失和环境污染

问题。

万联证券有色金属研究员李伟峰表示，近年来，我国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稀土行业整顿措施，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０ 年以来，我

国对稀土政策从单纯的贸易管理转为更加注重对生产端、流

通端的管理。在继续实行出口管理制度同时，在上游端强化市

场准入、环保督查、资源整合力度，确立了以五矿、中铝、广晟

等大集团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在中游端，通过专用发票管理、

强化打私等维护流通环节秩序。

除江西、内蒙古等传统产区外，广西等资源富集但尚未充

分开发的地区也通过整合有效保护了资源和环境。在 ２００８ 年

成立有色金属集团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之后，２０１１ 年， 广西有

色与中铝及其控股的有研稀土又共同设立中铝广西有色稀土

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对矿山的原地注液技术进行了技

术改良，在防止山体滑坡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对被破坏的旧

矿山的复垦复耕也卓有成效。

要学会利用规则

虽然我国已表示稀土储量并不如外界预期那么高， 但考

虑到在轻稀土生产方面的成本优势和中重型稀土方面的价值

优势，中国仍将长期在国际稀土市场中保持相当的竞争力。业

内人士表示， 为应对欧美对我国稀土等战略资源贸易的持续

冲击，掌握与资源相匹配的话语权，既要进一步加速行业整合

步伐，又要更好地学会善用规则，掌握主动权。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占恒认为， 要避免出口放

开对中国稀土行业和稀土富集区造成重大冲击， 必须严格控

制各种资本对稀土矿山的投资和开发，利用大企业、大集团进

行资源整合，维护稀土国际定价权地位。

陈占恒提出， 各稀土资源大省进行稀土行业整合，“开发

主体宜少不宜多”，必须坚持“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开采稀土”

的原则，而是应该加强准入制度管理，由有资质、有资本实力

的大企业对稀土资源进行统筹开采开发。

刘晨表示，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学习，熟练驾驭国际多边贸

易规则，并利用其对一些国家实施反制措施，同时积极参与新

规则的制定，促成对不公平贸易规则的改进和修正，为我国相

关产业的发展营造好的国际环境。

ＷＴＯ 稀土案败诉几成定局

国内行业整合力度有待加快

3月 ２８日， 中国首家专门以各类稀土产品为交易品种的

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所———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试运行

３ 个多月后正式开盘运营。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巡视员、 国家稀土办公室主任贾

银松说：“这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崛起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体系更完备的交易平台，有利于规范中国稀土市场运营秩序、完

善稀土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稀土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交易模式有稀土网上商城、现货竞价

交易、现货挂牌交易三种。 现货竞价交易模式对稀土产品种类

没有限制，根据交易商的需求随时提出任何品种的竞价交易申

请；现货挂牌交易模式首批上市的有氧化铈、氧化镨钕、氧化铕

三种稀土产品；网上商城交易模式目前上市的商品涵盖稀土氧

化物、稀土金属、碳酸稀土三大类共计 10余种商品。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开盘运营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