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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十余年历程的“双 11”，大众参
与热情丝毫未减，每年销售额屡创新
高，已经成为全电商行业的盛会。今
年的“双 11”好戏才刚刚开始，各大平
台、快递物流企业都拿出看家本领一
决雌雄，谁将成为这届“双 11”的最大
赢家？

韵达拓土

从 2019 年开始的快递行业“价格战”
划上了“休止符”，谁要想在未来赢得市
场，除了“拼服务”之外，还必须蹚出一条
新路子，开疆拓土不失为一条新途径。

韵达，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双 11”来临之际，韵达试水多项新业

务：承接上门取件退换货业务、发力切入
送装服务、加码快递出海通道……

拿下拼多多退换货业务。据报道，
韵达近期已经开始承接拼多多的退换
货业务，为此还要求业务员全部下载
拼 多 多 快 递 员 版 APP，以 方 便 业 务 开
展。

切入家电送装业务。在“双 11”订单
爆发之际，韵达开始尝试家电送装新业
务，主要是将日日顺物流仓库来自淘宝
等电商平台的订单送货上门，配送员需
要将大家电搬运上楼，并进行安装。

出海加速。近日，韵达出海加速，韵
达国际携手加拿大韵达推出新服务——
加拿大集运专线服务，旨在为加拿大华
人与留学生提供在中国网购转运服务，

让海外消费者告别无法集中转运、运费
昂贵等问题，满足各种客户的跨境购物
需求。

安迅开仓

每年“双 11”，对物流快递来说，既是
挑战也是机会。物流业已进入后价格时
代，企业之间开始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
质量竞争，今年的“双 11”，效率和服务
质量，将是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安迅物流在“双 11”的竞争中采取的
策略就是以智能仓储服务为基础，建立
覆盖全国的供应链社会化开放平台，形
象地说，就是开仓迎客。

电商平台和互联网新业态的高速发
展带来了全面、定制化的仓储需求，在

“双 11”这种特殊时段更会出现一库难
求的情况，而社会仓源与商机的信息不
对等造成社会仓源无法共享，有能力的
仓和有需求的商机无法获得匹配。对
此，安迅为商家提供集商机发布、产品输
出、业务撮合于一体的安迅云物流线上
撮合平台。将平台面向社会开放，吸引
社会仓源入驻，将其多样化、经济实惠、
合规的海量仓源进行平台共享和展示，
将云仓“灵活”属性进一步放大，方便商
家匹配资源。

抖音入局

从抖音提出“兴趣电商”的概念，到
扶持品牌自播等一系列动作，今年抖音
电商的热度已经超越快手等同类平台，
甚至扬言对标天猫。抖音平台在不断完
善自己电商版块的功能，想在“双 11”大

促期间拿下不错的成交额，吸引更多用
户来抖音平台消费，为自己的电商版图
打开新的空间，抖音电商的生态体系越
来越完善，在这个“双 11”的大促期间准
备迎接大考。

短视频的先行者抖音，作为电商新
秀，“双 11”又带来什么新玩法，自然成
为人们共同的焦点，然而让人们最感兴
趣的，恐怕还是抖音要入局物流。

物流是一个桥梁，串联供给与需求
两端，物流给电商保驾护航，无论任何平
台，都离不开快递物流环节，抖音也不例
外，开启了物流补课之路。

近些年，抖音电商崛起，在全面挑战
老巨头的过程中，物流迟早会有一战，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让抖音下定决心自办
物流：拼多多的年活跃卖家已经超过淘
宝，然而历年像“双 11”这种大的购物
节，拼多多几乎都是“失声”状态，主要的
原因还有物流跟不上，而京东自建物流
的示范效应又十分向好。

抖音最近加快了布局物流的步伐，
通过“自建 +投资”这两种途径进行布
局，作为物流行业的新变量，将是这次

“双 11”大考的主要焦点。
快递竞争，拿手武器是价格战，抖音

布局物流，虽然有资金雄厚的字节站台，
却没有像极兔那样掀起腥风血雨的价格
战，在别人的价格战之下，抖音以稳步发
展著称。

事实上，抖音早在 5月底就已经推出
抖音电子面单，并推荐抖音商家使用，有
消息称，8 月 1 日起抖音全面加密，各网
点的抖音店铺和客户抓紧对接，尽快切
换成抖音的电子面单，这也在为布局物
流辅路。

决战“双11”，各家如何显神通？
□ 李波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东
集团联合调查的 2021 年 10 月份中
国电商物流运行指数为 111.5 点，比
上月上升 0.3个点。从 9个分项指数
看，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
数、库存周转指数、人员指数、履约
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和成本指数有
所上升。物流时效指数、实载率指
数有所回落。

电商物流总需求继续回升。10
月份，总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相
比上月回升 0.6 个点。分地区来看，
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
量分别上升 0.9 和 1.9 个点，东部和
西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分别下
降 0.3 和 3.3 个点，中部和西部地区
电商总业务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升。
10 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
为 129.4 点，比上月回升 0.7 个点。
分地区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
下降 0.2 和 0.6 个点，中部和东北部
地区分别上升 0.5 和 2.3 个点。中部
和西部地区农村电商物流总业务量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月份，虽然我国多地出现局
部散发疫情，但在国庆假日电商促
销活动刺激下，电商物流总指数继
续回升。其中，电商物流总需求小幅上涨，实现连
续两个月回升。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受疫情影响
回落幅度较大，总需求回落 3.3 个点，其他地区总
体保持稳定。农村电商物流需求继续回升，并创
出年内新高，东北部地区农村电商业务量上升 2.3
个点，实现止跌回升。据统计局公布数据，前三季
度全国网上零售额 91871 亿元，同比增长 18.5%。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75042 亿元，同比增长
15.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6%。
供给端，受疫情影响，电商物流供给效率有所回
落，物流时效指数与实载率指数环比下降，但满意
率指数创出年内新高。后期来看，“双 11”电商购
物节的到来将显著促进 11 月电商物流需求的增
长，但目前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情况，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对后期电商物流市场的影响需进一步关
注。 （中物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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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完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关键。根据《规
划》内容，“十四五”时期，四川省要推进设
施网络建设迈上新台阶，全省综合交通线
网总里程要达到 45 万公里，进出川大通道
达到 53 条，东向沿长江综合交通走廊更加
完善，西向川藏川青通道建设实现历史性
突破，南向通道集群加速形成，北向通道
能效显著提升。具体将在铁路、公路、水
运、航空、邮政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加快高速铁路建设。“十四五”期，四川
将打通多向出川高速铁路大通道，实施成
达 万 、成 自 宜 、渝 昆 、渝 西 等 设 计 时 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打造轨道上的双
城经济圈，实施成都都市圈环线铁路、绵阳
至遂宁至内江铁路等项目。将续建成都至
自贡至宜宾高速铁路等 3 个项目、860 公
里。新开工建设成渝中线高铁、渝西高铁
重庆至安康段。到 2025 年，高速铁路覆盖

13个市（州）。
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建设高速公路项

目 6300 公里。其中，续建 3800 公里，新开
工 2500 公里，加密川黔、川滇、川陕、川渝
省际通道，力争高速公路进出川大通道达
到 37 条。推动高速公路向民族地区延伸，
基本实现省内五大区域、区域内部城市之
间有城际高速公路直连直通。到 2025 年，
高速公路覆盖 152 个县（市、区）。

在国省干线建设方面，将新改建普通国
省道 9000 公里。加快打通“瓶颈路”“断头
路”，有效消除与城市道路衔接“肠梗阻”。
到 2025 年，普通国道二级（三州三级）及以
上比重达 95%，普通省道三级及以上比重达
到 65%。

如何进一步挖掘水运潜能？《规划》明
确，将加快构建“一横五纵多线”航道网，并
加快完善“两核四翼多点”港口体系，推进
泸州港、宜宾港、乐山港一体化发展，推动

广元港、南充港、广安港融入重庆港。到
2025 年，内河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 2000 公
里。

如何让“航空扩能级”？未来五年，四
川省将提升成都国际航空枢纽能级，建成
投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提升双流国际机
场保障能力，实施“两场一体”运营模式。
将续建阆中机场、达州机场（迁建），改扩
建九寨、绵阳机场，新开工建设乐山机场，
改扩建南充、广元、西昌等机场。到 2025
年，民用运输机场建成及在建数量达到 22
个。

在邮政快递网络建设方面，构建“一核
九辅多点”邮政发展总体格局，打造成都

“中西部地区邮政快递枢纽中心”“面向亚
欧的国际邮件快件集散中心”。强化邮政
快递末端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邮政在
乡”，实施“快递七进”“快递两进一出”工
程。

□ 全媒记者 周佳玲

“‘十三五’时期是迄今为止四川交
通发展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
快的时期。”《规划》中这样表述“十三五”
期的交通发展成绩。

回望过去五年，四川省综合交通完
成投资 1.3 万亿元，综合交通线网里程从
33 万公里增至 41 万公里。铁路营业里
程从 4442 公里增至 5312 公里；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从 6016 公里增至 8140 公里；高
等级航道里程从 1321 公里增至 1648 公
里，岷江航电综合开发全面推进、嘉陵江
川境段全线复航；民用运输机场数量从
13 个增至 15 个；城市轨道交通里程从 88
公里增至 558 公里。四川已成为线网规
模排名全国前列的交通大省，服务支撑
重大战略作用凸显，保障改善民生成效
显著，助力经济循环更加顺畅。

虽然已是交通大省，但对标交通强省
建设和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发
展要求，四川交通仍然呈现出“大而不强”

“东强西弱”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进出川大通道能力不

足，至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依然

缺乏较高标准的高铁通道，长江黄金水道
川境段常年仅能通行 1000 吨级船舶，高
速铁路、内河水运瓶颈制约明显；路网覆
盖联通不够，仍有 12 个市（州）未通高速
铁路、47 个县（市 、区）未通高速公路，
39.1%的乡镇不通三级及以上公路，36.5%
的 30 户及以上自然村不通硬化路；枢纽
体系建设滞后，国际性枢纽竞争力不强、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不完善等。

同时，还存在乡村运输发展的长效
机制有待完善，在大数据、智慧交通、交
通金融等领域缺乏人才和技术积累，综
合交通运输地方性法规、规划、政策和标
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发展质量效益还
有待提升。

针对这些短板问题，《规划》中明确，
“十四五”期，要以加快打通“四向八廊”
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和打造国内国际双
循环门户枢纽为牵引，协同推进铁路强
通道、公路提品质、水运挖潜能、航空扩
能级、邮政优体系，加快构建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

结合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规划纲要等文件，《规划》阐明了“十
四五”时期四川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目标、
主要任务，明确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
大改革举措，是指导全省综合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总的来说，
该《规划》重点目标是实现“万亿”“三
网”“两圈”。

“万亿”即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
1.2 万亿元以上，其中公路水路 7000 亿
元、铁路 3000 亿元、民航 250 亿元、轨道
交通 2200亿元。

“三网”即发达的快速网（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民用机场）覆盖 94%的县级行
政区；完善的干线网（普速铁路、轨道交
通、普通国省道、内河航道）实现 65%的

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广泛的基础网
（农村公路、通用机场）实现 65%的 30 户
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两圈”则是指基本形成“123 出行
圈”（都市圈 1 小时通勤、成渝地区主要
城市 2 小时互通、毗邻省会 3 小时到达）；

“123 快货物流圈”（国内 1 天送达、周边
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
实现“人便其行、货畅其流”。

《规划》展望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
通强省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
面建成“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
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集群，建成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
线网和广泛的基础网，形成便捷顺畅、高
效经济的客货交通圈，基本实现交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 2025 年，交通强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成“四向八廊”战略性
综合交通走廊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基本形成

“123 出行圈”和“123 快货物流圈”，基本实现“快速网覆盖区（县）、干线网畅
达乡镇、基础网连接村组”，为打造全国交通“第四极”奠定坚实基础……日
前，《四川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为
四川省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蓝图。

巴广渝高速公路广门枢纽互通。 吴德权 摄

补齐竞争力短板

实现突破性成就

“蜀”写奋进之笔 擘画交通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