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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6月 19日—20日，“2014镇远国际旅游论坛年会”在贵州

镇远县举办。 保加利亚前总统彼得·斯托亚诺夫、匈牙利前总

理麦杰西·彼得，三十多位驻华使节，多位各国旅游局驻中国

区首代，上百家国内组团社，50 家国外地接社，50 家国内外主

流媒体及数十位国内外专家出席本次会议。 镇远县在旅游建

设方面，以古城文化为核心，重点对“一河两岸”的污水处理、

房屋整治、古码头修复、河滨道改造、亭廊修建和灯光亮丽等

进行了精心的建设和打造， 使镇远古城的古风古韵和旅游景

观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展现。

铁路总公司在货改之路上又将迈

出一步。

从7月1日起， 铁总将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间开行3对6列一站直达

特快电商班列， 开通后通过火车从北

京到广州快递运输时间将低于24个小

时。

铁总相关人士表明， 这次开通的

电商班列只是试水，如果效果好，将会

在多个城市开通类似班列。

铁总货改再迈新步伐

对铁路总公司而言， 涉足电商快

递市场是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必行的

一步。

“公司里面对于电商快递的巨大

市场早已经有了基本的认同，存在争

议的是以何种形式实现铁路向电商

快递开放，7月份将推出的电商专列

算是公司对电商快递的一种尝试，目

前国内电商快递中铁路占比连1%都

不到，相信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上

述铁总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该人士还向记者表示， 此次的电

商专列将采用与快递公司合作的形

式，由铁总提供铁路资源，向快递公司

开放，快递公司负责终端配送。

实际上，在进入2014年以来，铁总

货改的脚步异常迅速， 铁路货运价格

的市场化起步、20城高铁快递的出现，

包括此次将要开放的电商专列， 都表

明了铁总在铁路货改方面的决心。

与其迅速的货改脚步相反的是持

续低迷的铁路货运市场。一季度，全国

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9.571亿吨， 同比

减少3.71%。而在原本应是货运复苏季

的5月， 全国铁路货运发货量也仅有

31831万吨，低于去年同期近1.2个百分

点。

而低迷的不仅仅是铁路货运市

场， 就连铁总在货改方面的一些新尝

试也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今年四月，

中铁快运在全国20个城市开展了高铁

快运，从目前的情况而言，该业务暂未

取得良好的成绩。据了解，目前北京地

区的日均发货量不到100件，如果均以

首重收费计算， 北京地区高铁快递的

日均营业额不到13000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电商快

递，或许正是铁总在“白货”市场寻求

突围的一种尝试。

快递公司合作兴趣浓

在国内快递公司看来， 这次铁路

电商专列的开通， 却是一件期盼已久

的事情。

一位“通达系”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他们公司从2012年开始就曾多

次尝试向铁总方面申请开展相关合

作，在2013年的时候，还想通过类似承

包车皮的方式开展铁路电商运输，但

最后并未付诸实践。

“铁路资源对民营快递企业来说，

算是比较稀缺的资源了， 通过大货运

输的方式，太难操作。面向电商快递市

场的必须是另一套不同于大货运输的

体制，包括合作方式，铁路方面的管理

方式，是要自成一套体系的，这对以前

的铁总来说，可能比较难做到。”该负

责人表示。

快递企业对铁路兴致盎然的主要

原因来自于价格。

申通快递顾经理告诉记者， 铁路

运输的价格相较于目前大部分企业所

采用的汽运和空运方式来说， 还要更

便宜。空运的价格大约是汽运的一倍，

而铁路运输的价格从目前的大货运输

价格来计算， 比汽运还要低近一半左

右，而且如果是直达的专列，那在速度

上也会比一般的汽运还要快。

目前在国内的大部分快递企业，

汽运所占的比重均在50%以上，如果铁

路能代替40%汽运的比重，快递公司的

运输成本就可以降低10%左右，这对于

目前成本压力倍增的快递企业来说，

显然更具吸引力。

对于此次铁总将要开通的电商专

列，上文所述的“通达系”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电商专列能否取得好的效果主

要看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电商专列是

不是有一套单独的、 专业的货运调配

系统； 一方面是电商专列在与快递公

司合作时将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另一

方面是铁路运输、 终端配送的接轨是

否及时、迅速。”该负责人表示。

终端配送建设加速

在带来机遇的同时， 铁总此次开

通电商专列也带来了铁路运输公司与

原有的快递公司抢夺电商快递市场的

可能性。

记者在中铁快运了解到， 目前中

铁快运已经有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电

商专列事宜。作为原属铁总旗下的快

递公司，虽然在去年已经形式上独立

出来，成为与诸多快递公司竞争的社

会化物流企业，然而其与铁总间千丝

万缕的关系依然存在。中铁快运成立

相关部门负责电商专列，对众多寄希

望于铁路的快递公司并不是个好消

息。

更为紧迫的是， 目前中铁快运正

在尽力地完善其在终端配送方面的短

板。“终端配送体系是很难一蹴而就

的，但我们目前正在尽力完善，门到门

运输是现在物流市场的基本服务指

标， 这个在以后肯定是能在全国范围

内做到的。”中铁快运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中铁快运就

开始在北京尝试电动车———这一大部

分快递公司在终端配送都会采用的运

输形式， 这对于以往多用面包车进行

运输的中铁快运来说， 是一个新的突

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而这一突破正

是来源于小型快递货物数量在中铁快

运总货物中的比重增多， 原有的交通

工具在效率和成本上不够适应新的情

况。

“中铁快运目前欠缺的就是终端

配送方面， 如果在这方面建立起健全

的体系， 再加上其和铁路资源紧密的

关系，肯定会对快递市场有一定冲击。

冲击会有多大不好说， 这要看铁路这

种交通工具会在电商快递中占到怎样

的比重，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是很严

重。 ”上文所述“通达系”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

物流新趋势

成规划扶持重点

在这次的规划中，包括“农产品

物流”、“供应链管理” 等一些新兴的

物流业概念和实践也明确地提出，并

被列入重点扶持的行列。

在《规划》中，明确了农产品物

流、制造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再生

资源回收物流等 12�项重点工程。 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在

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从目前公布的信

息而言，多式联运工程、物流园区工

程、大宗资源型产品物流工程、城乡

物流配送工程、 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物流标准化工程、应急物流工程等也

有可能列入重点工程。

“这些更为新颖的理念进入到管

理层的视野，表示物流业的整体价值

已经从以往简单的承担货物运输的

角度向着包括供应链管理在内的周

边服务递进。 物流的核心点也从简单

的大货运输向农产品运输等更为专

业细致的区域发展。 ”山东大学现代

物流中心主任张健告诉记者。

在张健看来，这次规划中提出的

“农产品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正是

代表了未来物流企业的两个发展方

向。

“国内的物流企业发展到目前，

正在面临一次分化。 一部分企业会更

专注于物流本身，做更有特色，更专

业的服务，比如农产品物流。 而另一

部分企业会更侧重于全局，提供各种

物流衍生的金融、 仓储管理等服务，

比如供应链管理。 ”张健告诉说。

张健向记者表示，这两个分化也

是解决物流业目前成本居高不下，利

润持续低迷的方法之一。 更专业的服

务会给企业带来更强的竞争力和价

格的话语权，更全面的服务可以让企

业在衍生的产业链上寻找到更多的

利润点，有利于企业深度挖掘价值。

“《规划》对目前未来物流业的看

法还是比较科学的，具体的效果要看

后续政策的颁布和落实情况。 ”张健

说。

长江经济带受航企关注

在此次通过《规划》的常务会议

上，有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发挥内

河水运运力的相关论述引起了一些

内河航运企业的关注。

“我看过这次会议的相关报道，会

议上提出的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已

经不是新鲜事了，2010 年的时候，就

有过船型标准化的推进的具体补贴

政策。 ”重庆一家航运企业的相关人

员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政府在

2010 年就开始有相关补贴的推行政

策，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负责

50%。 今年年初又出台过一些相关补

贴办法。 但是受制于整体的经济形势

和长江航运一直存在的“肠梗塞”情

况，内河航运利润率一再下滑，对盈

利微薄的内河航运企业来说，再花钱

实现船舶标准化的可能性并不大。

“现在煤炭、 沙石的价格都比较

低迷，内河航运的运营情况也受到影

响。 再加上各项成本的上涨，内河航

企的利润情况并不乐观。 通过补贴后

标准化船型的造价可以降低 30%左

右，但企业还是要承担 70%左右的成

本，整体不景气就很难大幅度的更新

换代旧船或者扩展船队，这也是标准

化进度未达到预期的一个原因。 ”该

负责人表示。

而在这位负责人看来，长江经济

带概念的重视，对航运企业来说是利

好的政策，他更希望接下来能在税收

和财政扶持上有进一步的动作。

“长江航运整体运力是年年增长

的， 一些大型的工程也都在建中，但

是对于航运企业来说，银行方面在贷

款的保守态度也很大地限制了航运

企业的发展，现在我知道的大部分航

运企业资金方面都不是很宽松。 我们

很希望长江经济带这个概念逐渐受

到重视的今天，政府能够在税收和资

金方面有着进一步的促进政策。 ”该

人士表示。

本报记者 谢育辰

本报记者 郝帅

铁总 7 月开通电商专列

市场化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宋笛

本报记者 宋笛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耗时三年出台

产业新趋势成扶持重点

资讯

“林德杯”叉车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2014—2015第三届“林德杯” 叉车职业技能大赛于 6 月

26日在京举办开幕仪式，当天，全国首场选拔赛隆重开赛。 本

次赛事于 2014.6—2015.5 在全国各大城市火热展开， 在全国

40 多个城市举行第一轮选拔赛，随后进行厦门、北京、上海、

苏州和广州进行五个大区以及经销商区域的决赛。最终，优秀

选手将在明年 5月的全国总决赛中争霸， 总冠军将代表中国

队前往德国参加明年秋天的全球总决赛。 “林德杯”中国叉

车职业技能巡回赛始创于 2007 年，被誉为叉车界的“奥林匹

克赛”，以选手众多、规模庞大、难度高而闻名，极具挑战性和

观赏性。

爱玛发布电动车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

6月 10日， 第二届电动车企业白皮书暨爱玛 MINI 家族

上市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马中超、天津自

行车协会理事长龚孝燕、 国家自行车电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专家郑培东、 中国流行色协会秘书长朱莎等相关领导出席

并发表讲话。 在本次发布会上，行业专家与媒体人士，纷纷对

于爱玛作为电动车行业领导品牌，发布企业责任白皮书，倡导

企业社会责任，开创电动车品类，携手博世研发发布“全球首

个电动车核心科技———黄金双核控制系统”给予了高度评价。

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划召开总结会

“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教育项目———雀巢健康儿童全球计

划”二期总结会日前在贵州省普定县召开，项目执行负责人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食品安全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

研究员表示， 此项目对我国在学校中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模式

进行了很好的探讨， 并利用一期项目开发的小学生喜爱的系

列宣传材料和教具等，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县的学校

中进行了很好的推广， 为今后在更多的学校中开展学校营养

教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和工具。 专家和多地项目学

校负责单位代表参加了总结会。

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6 月 20 日，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投融资管理联盟在北京举行了揭牌仪式。 大会吸引了近 200

家央企、国企、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参与。 国家智慧城市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投融资管理联盟是由国内商业银行、 其他

金融机构、企事业等会员单位自愿成立的非营利机构。承接国

家、省、市智慧城市重点建设项目，旨在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打造智慧城市万亿级产业基金、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

资金不足问题。

老记茶业百万捐赠“爱的分贝”项目

6 月 21 日，在 2014 北京国际茶业展举行之际，中国老记

茶业集团为使更多消费者喝到优质纯正“大红袍”，饱含诚意

倾力打造质优价美的武夷岩茶明星产品“岩派”，同时，作为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民族品牌， 老记茶业向中华思源工程扶贫

基金会“爱的分贝” 公益项目捐赠 100万元。中国老记茶业集

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及品牌

运营为一体， 全产业链运作。 公司专营高品质武夷岩茶———

“老记”大红袍。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老记”现已成为国内茶

行业的知名品牌。

江西修水县进京推介“国茶宁红”品牌

6 月 20 日，江西省宁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更香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在北京马连道茶城广场举办“国茶宁红”（北京）品

牌推介会。推介会上，修水县政府党组成员张立军代表修水县

委、县政府致辞表示，修水将以此为契机，加大力度扶持宁红

集团做强做大，将宁红茶品牌打造成世界名茶，推进修水由茶

叶大县迈向茶叶强县。 作为中华老字号及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宁红集团前身修水茶厂始建于 1949 年，至今已

有 60多年的历史。 （何芳）

镇远国际旅游论坛年会举办

近年来，海淀工商信访工作总量呈递增态势，并表

现出以下特点：对消费投诉、违法经营行为举报处理不

服的信访请求增加；信访请求复杂，协调处置难度加大

情况增多。 为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分局出台规范完善

相关工作流程：一是加强对信访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是

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

及执法信访问题的发生。 三是完善信访工作程序。 科学

划分信访请求受理标准和范围，积极引导信访人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信访诉求；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加

大排查调处工作力度，强化信访事前排查化解；严格履

行工作程序，强化属地责任，推动信访请求及时就地解

决；强化分局办理部门工作责任，严格督查督办。 四是建

立绩效考评机制 ，严

格责任追究。

海淀工商出台完善信访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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