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综合辅导:宅急送的大冒险经营重点瞄准大物流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6/2021_2022__E7_89_A9_

E6_B5_81_E7_BB_BC_E5_c31_246849.htm 在竞争对手的步步紧

逼下，效率挖潜与平台开放将成为宅急送新扩张计划的有力

支撑。据了解，宅急送将投入最新的信息化项目PDA（个人

数位助理器，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的简称）无线传输系统

上。 北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信息部总监李红兵的“五一”

长假全投入到了公司最新的信息化项目PDA（个人数位助理

器，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的简称）无线传输系统上。“北

京分公司作为试点将在两个月内实施完成，接下来我们要

将PDA系统推广到全国300多个直营网点，在 2007年年底之前

全面实现宅急送业务与信息流的同步处理。”李红兵表示。 

以业务提速应对竞争 宅急送这些年一直在埋头飞奔。在经历

了同城快递、取货送货、仓储配送等一系列业务摸索后，宅

急送将重点锁定在了国内24小时“门到门”快递服务，由此

开始了高速成长。2002年其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2004年达到6亿元，2005年更是达到8亿元。 然而这种风光

背后藏有隐忧。一些宅急送的员工承认，公司近年来的快速

扩张，确实在某些方面让宅急送产生了相当大的能力“瓶颈

”。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一线业务量的快速增加直接

导致了业务效率相对下降，丢货、破损等情况不断发生，而

延迟交货、服务质量下滑等问题也引起了客户的不满。面对

业务增长但企业竞争力却没提高的情况，该公司总裁陈平非

常着急，组织机构的调整，一线运营效率的改善成为当务之

急。 2004年宅急送痛下决心实行了扁平化管理，到2005年，



宅急送的经营业绩开始回升，恶性事故得到了明显遏制。同

时公司也开始实施有助于业务提速的PDA项目。 令李红兵牵

肠挂肚的PDA项目，其实本身并不复杂。根据宅急送的信息

化规划，今年是公司的“挖潜年”，而挖掘潜力的目标，被

指向了一线车辆的运送速度和各部门协作的效率提高。虽然

目前PDA方案在全球快递行业应用比较成熟，在中国却只是

崭露头角。经过初选，这一方案被推到了公司的管理会议上

。 然而会上争论之激烈，还是超出了李红兵的预料。矛盾的

焦点集中在PDA项目的投资上。“一台企业用的PDA价值一

般都在1万元以上。以北京分公司为例，如果100多台车都安

装，设备投入就需100多万元，还不包括无线布网的其它设备

以及软件和相关服务，如果再拓展到全国，确实会是一笔不

小的投资。”李红兵当时对这个项目能否通过确实不是很有

把握。 “公司现在上马PDA项目是有考虑的。”据李红兵回

忆，其实早在三年前，PDA项目就曾摆上过陈平的桌面。但

由于项目成本比较高，而当时公司正处于大规模扩张网点的

阶段，车辆和人员等的投资更加紧迫，所以就搁了下来。三

年后，国内快递市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巨头之间的竞

争都从当初的网点大战，逐步进入到提升服务质量的阶段，

“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车辆和人员，比单纯增加其数量更重

要。”李红兵表示。 最终还是总裁陈平拍了板。“真正让陈

总下决心的原因是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李红兵的判断并

非空穴来风。国内快递市场上的重量级选手中外运敦豪，最

近刚刚完成了全国第三期PDA项目的实施，目前在一些重要

城市，该公司的快递司机已基本做到人手一部PDA。无独有

偶，宅急送的老对手中铁快运，也早在去年就完成了一期



的PDA项目。“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很有些压力，尤其是来

自客户的压力。”李红兵坦言。 宅急送选定的是一家美国公

司的PDA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在四大国际快递公司中也有应

用。除了无线网络环境应用，软件系统与公司ERP对接等功

能外，这一系统的重点技术，就在于PDA的远程信息传输保

障。该系统设计了两种通道，一种是采用GPRS技术传输数据

，而另一个备用通道则是一旦GPRS出现故障，宅急送通过与

中国移动合作架设的专线，也能保证将信息及时传回总部。 

“当司机从公司中转仓库提货时，会用配给他的PDA对包裹

条码进行扫描，而货号、名称、规格、数量等信息马上通

过PDA传输到了公司管理信息系统内，打印出库单；然后当

货物送达客户手中，客户在包裹票上签字以后，司机就

在PDA上确认货物送到的信息，并传回公司系统内，如果同

时有代收快递费用的话，这个费用也会对财务系统内的相关

记录做核销。”李红兵表示，从项目测试结果来看，一线物

流和信息流的速度及准确性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北京宅

急送快运有限公司信息部总监李红兵的“五一”长假全投入

到了公司最新的信息化项目PDA（个人数位助理器，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的简称）无线传输系统上。“北京分公司作为

试点将在两个月内实施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将PDA系统推广

到全国300多个直营网点，在 2007年年底之前全面实现宅急送

业务与信息流的同步处理。”李红兵表示。 以业务提速应对

竞争宅急送这些年一直在埋头飞奔。在经历了同城快递、取

货送货、仓储配送等一系列业务摸索后，宅急送将重点锁定

在了国内24小时“门到门”快递服务，由此开始了高速成长

。2002年其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2004年达到6亿元



，2005年更是达到8亿元。 然而这种风光背后藏有隐忧。一些

宅急送的员工承认，公司近年来的快速扩张，确实在某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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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丢货、破损等情况不断发生，而延迟交货、服务质量

下滑等问题也引起了客户的不满。面对业务增长但企业竞争

力却没提高的情况，该公司总裁陈平非常着急，组织机构的

调整，一线运营效率的改善成为当务之急。 2004年宅急送痛

下决心实行了扁平化管理，到2005年，宅急送的经营业绩开

始回升，恶性事故得到了明显遏制。同时公司也开始实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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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速度和各部门协作的效率提高。虽然目前PDA方案在全球

快递行业应用比较成熟，在中国却只是崭露头角。经过初选

，这一方案被推到了公司的管理会议上。 然而会上争论之激

烈，还是超出了李红兵的预料。矛盾的焦点集中在PDA项目

的投资上。“一台企业用的PDA价值一般都在1万元以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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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旦GPRS出现故障，宅急送通过与中国移动合作架设的专

线，也能保证将信息及时传回总部。 “当司机从公司中转仓

库提货时，会用配给他的PDA对包裹条码进行扫描，而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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