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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6_A1_88_E4_c31_284007.htm 除了“中国邮政”这

个品牌以及遍布全国的网点资源外， 中邮物流在现代物流领

域并没有太多的先天优势，它需要在市场上一点点建立起自

己的竞争力。 今年九月，各地邮政管理机构相继成立，中国

邮政政企分开已成定局，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更显迫切。

作为“战略性、支柱型”业务，物流与速递是今后中国邮政

直面市场竞争的两大利器，如何提高物流业务的经营管理水

平，是邮政改革后不能回避的话 题。 2003年起家的中邮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邮物流），除了“中国邮政”这个品

牌以及遍布全国的网点资源外， 在现代物流领域并没有太多

的先天优势。它需要在市场上一点点建立起自己的竞争力。 

四面出击 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刘刚的眼里，按照中

邮物流目前的网点布局，它在农村分销业务领域应该更具优

势。他认为，一方面，农村市场目前还没有生产资料分销的

主渠道，市场有需求；另一方面，中国邮政在农村有强大的

网点优势，而大部分农村邮局本身业务并未饱和，有开拓新

业务的动力。也就是说，农村市场有需求，而农村邮政正好

能满足。刘刚曾经在国家邮政总局担任管理职务，物流管理

是他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 北方交通大学物流研究学院副院

长王耀球则认为，中邮物流应该为特定的工业企业和商业企

业服务，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在特定领域建立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他认为，现代企业运营组织模式需要现代物流的支持

，企业对于快速供应链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目前国内虽然



有大大小小70多万家物流公司，但很少有公司能够提供让企

业满意的服务。 刘刚和王耀球的想法，在中邮物流都得到了

实践。在河南、山东等农业大省，分销业务已成为当地中邮

物流重要的收入来源。 据山东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

理林旭进介绍，中邮物流在农业生产资料、农村消费品的分

销配送方面发展迅速。而在为特定企业提供物流服务方面，

中邮物流也开发了50多个一体化物流项目。目前，已为戴尔

公司（Dell，下称戴尔）、雅芳中国（有限）公司、东南（福

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客户提供库存、配送等服

务。 优利系统有限公司（Unisys）交通运输业亚太区咨询总

监刘汉思（Hans Nieuwland）在回复本刊的电子邮件采访中指

出，物流企业现在的业务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第三

方物流企业要提高物流服务水平，需要对操作环节、法规遵

从以及财务相关信息进行控制，而这样的数据目前还大量停

留在纸面上，以各种表格和文档的形式存在。物流企业需要

从订单环节就利用信息系统收集信息，并让信息流动起来，

成为各个环节的信息依据，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最近

，山东中邮物流正在准备上线全省统一的“分销配送系统”

，以保证产品从厂家出货到地面县局，然后到乡镇县局再到

乡村服务站的各个环节都能实现信息控制。据中邮物流信息

财务部的张文龙介绍，2003年底中邮物流就开始信息系统建

设，目前中邮物流集散网信息系统（CNPL）已经联通全国所

有地市。各省市中邮物流通过互联网登陆该系统，从而实现

了信息的统一录入、统一查询等功能。 不过，除了分销邮购

和一体化物流两大业务外，中邮物流还经营着中邮快货和货

代运输两块业务。前两者加起来，只占到中邮物流所有业务



的50%左右，其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一体化物流，目前

的营业收入也只占中邮物流所有收入的30%不到。张文龙说

，每一块业务都有与之相配套的信息系统。 挑战系统 业务分

散对中邮物流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不同

的信息系统需要有不同的人运营和维护，另一方面，本来有

限的信息系统投资更加分散，使得每个系统都很难做精细。 

在对信息系统依赖度非常强的物流行业，信息系统的稳定性

、安全性都是对企业运营水平的考验。 福建省厦门市是中邮

物流接收一体化业务最多的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拿

下了戴尔这样的客户。厦门市中邮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俞

进平表示，戴尔对于配送时间要求非常严格，而且要求95%

以上的送达率。中邮物流很好地满足了这些指标，今年第二

季度的投递率为96.8%。所以这个项目从2004年一直延续至今

，戴尔把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配送业务都交给了中邮物

流。 根据戴尔季度末出货计划，7月24日～7月31日是出货的

高峰期，戴尔要求各地反馈到CNPL系统上的信息须在当天完

整地传输至戴尔的服务器，否则视为“未投递”。这意味着

信息反馈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投递本身。为此厦门戴尔组客户

服务部，以及各地公司信息负责人和信息录入员都延长工作

时间，加班加点确保信息反馈和传输及时无误。 然而，天有

不测风云，有一次，CNPL系统突然出现硬件故障，各地的信

息反馈缓慢，甚至出现无法反馈的情况。为了确保达到戴尔

的信息反馈指标，中邮物流厦门戴尔组只能采用电话与各地

确认订单状态，各地公司信息员则通过邮件及传真的方式反

馈当天投递信息。同时，总部信息部门紧急排查系统问题，

很快解决了故障。这次事故虽未造成业务损失，但也造成了



很多麻烦。信息系统越来越重要，多个系统的运营维护无疑

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且，单一的作业信息系统已经无法满

足业务发展的要求。中邮物流信息财务部的张文龙介绍说，

中邮物流在每个系统信息录入、跟踪及反馈功能的基础上，

增加了订单管理、报表统计等功能，并与中邮物流总公司的

经营分析系统相连，为经营决策提供数据依据。同时，由中

邮物流根据系统数据，对参与一体化项目的各省中邮物流进

行统一结算，按不同的环节对参与这一项目的各邮政物流主

体进行利润分配。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北京宅急送快

运有限公司（下称宅急送）前任信息总监刘东平对此深有体

会。宅急送各地业务发展不均衡，有的地区承接业务多，有

的地区配送业务多，这就涉及到成本核算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宅急送在公司MIS系统中集成了内部财务核算，由系统自

动对每个工作单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核算统计，然后再进行利

益分配。没有信息系统的支撑，这项任务的工作量是难以想

象的。据中邮物流内部人员回忆，某省中邮物流公司2003年

还没有上信息系统的时候，对省内一个月的数据进行结算，

三个人足足算了三个月。此事虽未经过验证，也足见计算工

程之浩大。 而事实上，中邮物流目前涉及四大块业务，每一

块业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单独的信息系统。各省中邮物流在

使用总公司全国统一的CNPL系统外，同时运行着本省自己的

集散网信息系统。河南、山东等省还有自己的分销配送信息

系统。系统林立的情况使得不同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散落

在不同的信息系统上，在成本和收益上本来就可能是一本糊

涂账。目前，各省中邮物流的信息系统正在逐步统一到中邮

物流总公司统一的系统上。 改革难题 业务分散、系统林立的



根源还在于中邮物流现行的体制。中邮物流虽然名义上和地

方中邮物流是母子公司的关系，但母公司只拥有地方子公

司51%的股权，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很大一部分经营管理

权还是在各省邮政局那里，这也导致每个省都各揽各的业务

，各建各的系统。 刘刚指出，信息系统在这样的格局下无法

实现信息的畅通，也就谈不上支撑运营。中间管理成本过大

、经营成本无法明晰，这都是现实问题。王耀球认为，不同

行业所涉及的物流环节、提出的物流要求以及需要用到的物

流设备不一样，运营组织模式也不一样。中邮物流要将网点

资源优势转化为业务优势，根本出路还是要进行体制改革和

业务转型，深入了解客户的商务领域，并开发有效的业务模

式和流程。 体制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服务的问题。中国台湾商

宝环球资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让最近频繁来祖国大陆

寻找物流方面的合作伙伴。在蔡让的眼里，中国的物流市场

刚刚开始，还远未达到竞争激烈的程度。据其介绍，在台湾

，物流公司的服务非常关键，送货时间甚至准确到几点几分

，客户如果对服务不满意的话，可以拒收物品。这时候，物

流公司的总经理经常会买鲜花，亲自登门道歉。所以，如何

最大程度地让客户满意也是信息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了解

客户的各种需求、规划最佳的送货路径等都需要系统的支持

。 蔡让认为，物流是一种服务，讲究服务品质，如果企业经

营方向过于分散，就会很难做好，在信息系统上也不可能做

得很到位。在台湾省，物流公司都要非常专业，比企业内部

人更了解物流业务才能得到订单。所以当地物流企业都往专

业化方向发展，并不是什么业务都揽。蔡让说，信息系统的

搭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考虑服务细节，并通过系统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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