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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8年，中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达到人民币13.3万亿元，

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场。作为连通社会生产、消费各环

节的纽带，物流行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角

色愈发重要。随着电子商务、新零售、高端制造等多个

产业的发展和推动，原来效率低下、经营散乱的物流行

业在新技术、新思路、新资本的刺激和帮助下焕发新机。

快递快运、物流仓储、智能信息化等各细分领域迅猛发

展，行业持续展现出交融与迭代之势。2016年至2019年

上半年，统计范围内与中国相关的并购交易共329宗，总

交易规模约人民币4,652亿元。

在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以及物流行业降本增效

提速的内在要求下，经营效率分化的各物流行业细分领

域呈现出跨界竞争与融合的趋势，物流行业将朝着集中

化、综合化、智能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反映在并购交易

市场上则主要表现为如下3个方面：

• 集中度持续提升。物流行业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

用户持续增加的服务需求，使得各细分领域的优胜劣

汰加速进行。快递领域CR8水平已增至81%，中小型

企业正被逐步收购或淘汰，未来或将呈现寡头竞争格

局。乘产业升级和大件电商品热销的东风，领先的零

担物流企业浮现并获得资本的关注，散乱的竞争格局

正被重塑。领先的物流仓储企业在金融、房地产等外

界资本的支持下，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网络货运平

台在政策和资本的推动下出现巨型交易，未来或将出

现一超多强局面。

• 跨界融合成潮流。日益同质化的服务已难以满足多样

化的客户需求，领先的物流企业围绕着自身主业开展

全产业链关键节点的布局，积极进行跨领域的投资收

购，实现向综合物流服务商的转变，以增强自身的综

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领先快递企业广泛布局零担快

运、供应链、智能信息化等领域；零担快运企业进军

大件快递和智能信息化领域；物流仓储企业亦加大投

资快递、网络货运、智能信息化等领域。未来，各细

分领域间的业务边界将变得模糊，能兼具提供柔性、

系统、综合物流服务方案的企业将更具竞争力。

• 信息技术受追捧。在降本增效成为全行业的共同话题

与方向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信息化领域持续

受到各路资本的青睐，其中以智慧物流管理平台、仓

储自动化、网络货运平台等最受关注。在资本和产业

的支持下，智能信息化领域不断出现新的独角兽企业，

大型独角兽企业又基于自身优势不断开展新兴技术领

域的投资布局，强化自身的领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可以预见，随着智能信息化与传统物流的持续深入融

合，未来领先的物流企业将也是一家技术领先的科技

企业。

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不利影响，但作为

串联全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产业，我们认为，物流行

业仍将会在新技术、新商业、新需求的驱动下跨界融合

与革新。优秀的投资者将能够从中识势而顺势，在产业

变迁和激烈的竞争格局中洞悉先机、捕捉商机。

普华永道深耕物流行业数十载，长期看好中国物流行业

并购交易的发展前景，致力于运用领先的专业能力、丰

富的行业经验和广泛的全球资源，为海内外优质企业及

投资机构在物流企业迈向智能、综合物流之路上，实现

并购交易的价值创造。

群雄逐鹿，普华永道助您领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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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普华永道

中国内地及香港物流行业交易服务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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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交易回顾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



1. 智能信息化、综合物流受关注

在降本增效的驱动下，智能信息化、综合物流等成为行

业的重要发展热点。2019年上半年智能信息化、综合物

流、物流仓储等细分领域持续受到关注，物流智能信息

化和综合物流分别在2019年上半年交易宗数（20宗）和

并购规模（119亿元）上排名第一，详情可参见第6页。

2. 并购交易数量和规模呈现二八定律分布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20%左右的大型/巨型交易贡

献80%以上的交易规模。2019年上半年10亿至100亿元

的大型交易共13宗（占比21%），交易规模共282亿元

（占比79%）。该21%的并购交易主要涉及综合物流、

快递快运领域，详情可参见第7页。

3. 珠三角、长三角的并购交易持续活跃

从区域来看，物流行业的并购交易以国内交易为主，

并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2019年上半

年发生58宗国内交易共计约343亿元，交易数量和交

易规模环比分别增长18%和8%，详情可参见第8至10

页。

4. 产业投资者是2019年上半年的主要推动力

在2019年上半年，受到国内外经济前景不确定因素增

加的影响，金融投资者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产业投

资者成为并购交易的主力军。2019年上半年61宗并购

交易中有35宗与产业资本相关（含产业+金融投资

者），357亿元交易规模中有超过70%的资金与产业

投资者相关，详情可参见第11至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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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物流行业并购交易总览

2019年上半年物流行业并购交易共计61宗（平均每3天发生一宗），整体交易规模约为357亿元，交易数量及并购规

模比2018年下半年分别增长22%和12%。物流智能信息化、综合物流是2019年上半年的热门并购交易领域。

交易数量速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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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1. 本报告不包括1,000万元以下并购交易。

2. 以上图表数据不含100亿元以上巨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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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并购交易总览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1. 物流智能信息化

在降本增效的行业内在需求和劳动力成本、用户服务要

求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为内涵的物流智能信息化成为近年来资本重点

关注的领域，融资宗数每年稳步增加，2019年上半年达

到20宗（2018年上半年共11宗，下半年17宗），交易金

额超过50亿元。以智能管理、自动化、网络货运为主的

智能信息化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扩张阶段，预计该领域未

来仍将受到金融投资者乃至产业投资者的关注。

2. 综合物流

在产业和消费升级的背景下，物流行业进入融通变革、

系统服务的时期。综合性产业供应链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大型航运、空运集团引入社会资本提升运营效能。2019

年上半年综合物流17宗并购交易涉及资金119亿元，同

比、环比均大幅增长。未来，领先物流企业将通过新设、

收购等方式扩张业务版图，实现向综合物流商的转变。

3. 物流仓储

得益于电商的快速发展和租金收益稳定的特性，物流仓

储成为近年资本持续进入的领域，2019年上半年6宗并

购交易共涉及金额64亿元，并购规模较2018年上半年、

下半年分别增长5%和289%。目前，物流仓储业集中度

仍存在提升空间，预计领先企业将通过并购交易扩大占

有率。

4. 快递快运

经过2018年上半年的高峰和2018年下半年的低谷后，快

递快运领域的并购交易活动在2019年上半年有所恢复，

期间共发生5宗交易涉及金额约67亿元，较2018年下半

年的7亿元大幅增加。随着快递领域竞争程度的激烈与格

局的稳定，产业和金融资本将加大对市场规模更大、竞

争格局分散的零担快运领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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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息化持续受追捧，

综合物流成为2019年上半年新兴热点。

1. 细分领域



1. 80%的并购交易属于10亿元以下的中小型交易

物流行业的单笔并购交易金额主要分布在10亿元以下，

1,000万至1亿元(小型交易)和1亿至10亿元（中型交易）

的并购交易宗数均占各期总交易数量的40%左右，即

80%并购交易的单笔交易金额小于10亿元，而这80%的

中小型并购交易贡献了各期间约20%的交易规模，其中

在发生巨型交易的2016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贡献占

比进一步下降。2019年上半年，中型和小型交易分别发

生26宗和22宗，约占当期总交易数量的43%和36%。

2016年至2018年，中小型交易主要投向智能信息化和城

市新零售物流领域，但2019年上半年的中小型交易则主

要集中在智能信息化和综合物流领域。

2. 大型交易贡献了80%的并购交易规模

除中小型交易外，单笔金额在10亿至100亿元之间（大

型交易）的并购交易数量虽仅占各期总交易数量的20%

左右，但贡献了各期约80%的交易规模。若在产生百亿

级巨型交易的期间，大型及巨型交易在各期总交易规模

的比重则更高。2019年上半年共发生大型交易13宗，涉

及金额约282亿元，约占当期总交易规模357亿元的79%。

2016年至2018年，巨型交易主要集中在物流仓储等领域，

大型交易则关注快递快运、智能信息化领域。2019年上

半年的大型交易除主要投向快递快运外，还聚焦于综合

物流领域。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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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各区间并购交易规模占比各区间交易数量分布（宗）

单笔并购交易金额多数小于10亿元，

2019年上半年20%交易宗数贡献了80%的交易规模。

2. 交易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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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交易

除2017年因两宗巨型出境交易影响外，2016年至2019

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的并购交易以国内交易为主，其

在交易数量和交易规模上的占比均超过95%。

总体而言，国内交易的交易数量和规模呈现稳步增加趋

势。交易数量从2016年上半年的25宗增加至2019年上半

年的58宗，3.5年内交易数量增长130%。交易规模亦从

2016年上半年的12.2亿元增加至2019年上半年的34.3亿

元，交易规模增长181%。而与2018年下半年相比，

2019年上半年的交易数量和交易规模分别增长18%和

8%。

国内交易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详情

可参见第9页。

2. 出境交易

出境交易具有交易数量少、单笔金额大的特点。2016年

至2019年上半年出境交易共发生14宗，涉及金额人民币

1,911亿元。受中投集团人民币938亿元收购Logicor和普

洛斯人民币790亿元私有化的巨型交易影响，2017年上

半年和下半年的出境交易规模远大于其他各期水平。

2019年上半年共发生3宗出境交易涉及金额约14亿元。

剔除巨型交易的影响后，出境交易的平均单笔交易额为

15.26亿元，是国内交易平均金额6.48亿元的2.4倍。从

并购交易规模看，出境交易主要投向物流仓储领域，

2018年则开始扩展至综合物流、物流智能信息化等领域。

出境交易的被投资方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欧洲地区，详

情可参见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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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宗

国内及出境交易规模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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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1. 国内交易指国内及国外的投资者对国内标的企业的投资。出境交易指国内投资者对国外标的企业的投资。

2. 上图方框处为各期间百亿级巨型交易的并购交易规模。

物流行业并购交易以国内交易为主，

2019年上半年95%的并购交易来自国内。

3. 交易区域类型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香港

香港、上海、北京、浙江及广东是国内交易活跃的地区。

上述五地交通网络发达、消费群体巨大、制造业及电商

产业活跃、社会物资流动需求广泛，孕育和发展了众多

领先的物流企业。

2019年上半年，上述五地的并购交易规模约279亿元，

占该期间交易规模的81%。在货拉拉（Lalamove）、敦

豪香港和利丰物流等多项交易的推动下，香港地区的交

易规模在2019年上半年继续领先。

香港：交易标的以综合物流、城市货运、供应链领域为

主，2019年上半年的并购交易数量有6宗，交易规模约

102亿元，交易规模领先第二位的上海约84%。

上海：交易数量持续领先于其他地区，以物流仓储、城

市新零售物流、快递快运等领域的并购交易为主。2019

年上半年发生14宗并购交易，涉及金额约55亿元。

浙江：并购交易具有较强的电商属性，被投资企业多数

处于电商产业链上。2019年上半年发生2宗交易涉及金

额约48亿元，包括阿里巴巴3月对申通快递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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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9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人民币
百万元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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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
数量

占比
并购
规模

并购
数量

香港 62,381 23% 18 6% 10,152 6 

上海 46,537 17% 85 27% 5,508 14 

北京 43,441 16% 45 14% 5,463 5 

浙江 42,084 15% 20 6% 4,768 2 

广东 29,405 11% 61 19% 1,964 11 

贵州 16,353 6% 5 2% — —

安徽 8,589 3% 4 1% 179 1 

江苏 7,413 3% 23 7% 476 2 

四川 6,049 2% 9 3% 2,528 3 

其他 11,776 4% 45 14% 3,286 14 

合计 274,029 100% 315 100% 34,325 58 

1

3
香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

是热点并购交易区域。

3.1 国内交易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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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东南亚是主要的被投资地区，热点领域从物流

仓储开始扩展至综合物流、智能信息化。

3.2 出境交易区域分布

从交易规模看，出境交易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东南亚地区，以物流仓储资产的

收购为主。经过2017年的高峰和2018年的低谷后，2019年上半年国内企业

开始增加对综合物流、物流智能信息化等领域的出境投资，该期发生的3宗

并购涉及交易规模近14亿元，环比和同比均大幅增加。

1. 出境交易覆盖地区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出境交易共发生14宗，涉及金

额约1,911亿元。从数量上看，新加坡、美国是热门的投

资地区，二者分别产生4宗并购交易。但受中投集团巨资

收购Logicor影响，英国成为交易规模第一大的地区，其

次是新加坡。2019年上半年发生了3宗出境交易，涉及

金额约14亿元，主要投向美国和印度地区。

2. 出境交易关注领域

2018年以前，出境交易以收购物流仓储资产为主，期间

的2宗百亿级巨型交易均为物流仓储领域。2018年后出

境交易逐步转向了物流智能信息化领域，2018年至2019

年上半年累计约21亿元出境交易中，投向智能信息化领

域的资金约有18亿元。而受到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

前景不明朗、国内对外投资监管等因素影响，国内企业

在进行出境交易决策时或将更为谨慎。

亚洲

已宣布的交易8宗，包括1宗
百亿级巨型交易。交易规模
约895亿元，新加坡和印度是
热门地区，主要投向物流仓
储、综合物流等领域。

北美

已宣布的交易4宗，交易规模
约25亿元，主要投向智能信
息化领域。

欧洲

已宣布的交易2宗，均为百
亿级巨型交易。交易规模约
991亿元，主要投向物流仓
储领域。

25亿元

895亿元

991亿元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以上交易数量及规模为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累计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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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投资者日益活跃，2019年上半年其并购数量和规

模均超过金融投资者。

4. 投资者类型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以上虚线方框处为百亿级巨型交易的规模。

产业+金融投资者 产业投资者 金融投资者

17

8

25

14

25

5

12

29

25

27

9

15

31

9

10

26

5

30

2016年1H 2016年2H 2017年1H 2017年2H 2018年1H 2018年2H 2019年1H 

1

2

4

各类投资者交易数量（宗）

各类投资者交易规模（百万元）

产业投资者产业+金融投资者 金融投资者

13,827

8,663

9,356

10,818

4,579

20,317

2016年1H 2016年2H 2017年1H 2017年2H 2018年1H 2018年2H 2019年1H 

6,294

6,283

194

10,000

8,778

897

10,008

93,798

13,382

922

8,185 13,231

79,000

42,870

35,555

2,223

10,410

28,835

19,817

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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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投资者类型

1. 产业投资者

随着物流行业朝集中化、综合化和智能信息化方向发展，

以及物流行业在电商、新零售、高端制造产业链中的作

用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产业投资者关注物流行业，产

业投资者的并购规模在各期交易规模的占比逐渐增加。

至2019年上半年，产业投资者在交易数量和规模上均超

过金融投资者，其中交易数量增加至30宗，较2016年至

2018年14宗的历史平均水平大幅增加。以物流、互联网

为主的产业投资者关注综合物流、快递快运、物流仓储

和智能信息化等领域。

2. 金融投资者

2019年以前，金融投资者在物流行业并购交易扮演主要

角色。但随着城市新零售物流、快递等领域竞争格局日

趋稳定，金融投资者在2019年上半年的投资数量占比从

过往的50%以上减少至43%。与此同时，随着金融投资

者减少对物流仓储的投资，2019年上半年金融投资者的

并购交易规模在当期总规模的比重大幅减少至30%，较

2018年下半年的43%下降13%。从数量上看，金融投资

者关注智能信息化、城市新零售物流、快递快运等领域；

从规模看，物流仓储、智能信息化是主要资金去向。金

融投资者的单笔交易额相对较小，考虑巨型交易后，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平均单笔交易额为9.84亿元，

主要关注位于A、B轮融资阶段的早期物流企业。

3. 产业+金融投资者

产业+金融投资者主要聚焦物流行业大型或巨型并购交易，

在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6宗百亿级交易中有3宗由产

业+金融投资者组成的财团完成。

考虑巨型交易后，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产业+金融投

资者的平均单笔交易额为38.6亿元，远大于产业投资者

的13.67亿元和金融投资者的9.84亿元。产业+金融投资

者主要关注物流仓储、物流智能信息化等领域。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以上数据不含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投资者信息。

1. 物流行业

物流企业在行业内的并购交易中始终扮演关键角色，领

先的物流企业积极开展跨界并购交易。涉及物流企业的

并购数量在各期交易总数的占比均在40%以上，并购规

模亦在2018年上半年以外的各期占据较高比重。2019年

上半年，涉及物流企业的并购交易共16宗，交易规模约

为103亿元，占当期产业投资者总交易规模的51%。

在综合物流服务商的发展趋势下，各细分领域领头企业

向外扩张，业务边界逐步模糊，如顺丰控股收购新邦物

流、敦豪供应链等；而在降本增效、智慧物流的浪潮下，

物流企业加大对智能信息化领域的投资，如顺丰控股投

资Flexport、普洛斯投资汇通天下G7等。

2. 互联网

在电商、城市新零售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下，互联网巨头

近年来加大对物流行业的投资，以提升货流运输效率，

扩大销售规模，强化用户体验。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

互联网企业共参与17宗并购交易，并以2018年上半年的

并购交易宗数和规模最为领先。2019年上半年，涉及互

联网企业的交易有1宗，为阿里巴巴战略入股申通快递。

3. 其他产业

制造业、房地产企业亦是物流行业的重要投资者。制造

业企业围绕自身供应链场景积极参与大型物流集团的战

略融资。房地产企业在地产市场增速放缓背景下进入物

流仓储、智能信息化等领域，如远洋地产参与投资中国

物流资产、星河控股2019年上半年参与投资闪电仓等。

0%

20%

40%

60%

80%

100%

产业投资者行业分布情况 - 按交易数量

物流 互联网 制造业 房地产 其他产业

0%

20%

40%

60%

80%

100%

产业投资者行业分布情况 - 按交易金额

物流 互联网 制造业 房地产 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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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物流企业积极开展行业内跨领域并购交易，

2019年上半年交易数量及规模稳步增加。

4.1 产业投资者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为减少部分年份巨型交易的波动影响，以上平均交易额的计算不含巨型交易。

1. 2019年上半年金融投资呈现量价小幅回落

以财务收益为主要投资考量因素的金融投资者在2016年

至2018年的参与活跃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交易数量、

规模及平均交易额均持续增加。

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2019年上半年

金融投资者参与积极性有所回落，期间参与的26宗并购

交易，涉及金额108亿元，平均交易额为4.16亿元。与

2018年下半年相比，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平均交易额

分别下降16%、22%和7%，三个数据均回落至2018年

上半年的水平。

2. 投资决策渐趋谨慎，早期及战略投资轮数量增加

总体而言，A、B轮融资是金融投资者主要参与的轮次，

2016年至2018年A至B+的投资数量在各期总数量的占比

均在45%以上。但在2019年上半年，A至B+轮的投资数

量占比大幅下降至35%，显示金融投资者的活跃程度有

所下降，投资决策渐趋谨慎。

金融投资者开始加大关注单笔投资额较小的天使轮及

Pre-A轮、以及风险水平较可预期的战略投资轮次。

2019年上半年，二者共计发生8宗交易，交易数量在当

期金融投资者总交易数量的占比上升至31%，高于2019

年以前各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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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圈：2018年2H     外圈：2019年1H

天使轮及Pre-A A至B+
C至G 战略投资
定向增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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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2019年1H金融投资者轮次分布及平均交易额

天使及Pre-A A至B+ C至G 战略投资

定向增发 其他 平均交易额

宗 百万元

2018年2H至2019年1H轮次投资金额占比

1

3
2019年上半年量价小幅回落，

Pre-A轮和战略投资轮关注度有所提升。

4.2 金融投资者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Thomson Reuters及普华永道分析
注：A轮包括A、A+及A++轮，B-G轮同理。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物流行业活跃投资者为普洛斯/隐山资本、阿里系、顺

丰控股、钟鼎创投等，涉及物流、电商及投资机构等行业。2019年上半年，

上述企业共参与13宗并购交易，其中普洛斯、顺丰控股分别参与4宗。

1. 普洛斯/隐山资本

普洛斯/隐山资本是物流行业最为活跃的投资者之一，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

期间共参与21宗物流相关并购交易，2017年起每年均有6宗以上并购交易，

涵盖快递快运、物流智能信息化和城市新零售物流等。

作为产业投资者的普洛斯倾向早期投资，C轮以前的交易数量约占总数量的

80%。2019年上半年普洛斯共参与4宗投资，包括参与投资中铁特货运输、

壹米滴答、纵腾集团及优速快递等。

2、阿里系（阿里巴巴、天猫、菜鸟网络、云锋基金）

围绕着电商和城市新零售领域，阿里系积极参与物流行业的并购交易，在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共参与16宗交易，主要聚焦快递快运、智能信息化、

电商仓配等。2019年上半年发生1宗并购交易，为战略入股申通快递。除参

与A、B轮投资外，阿里系更多聚焦对物流企业开展战略入股，共涉及6宗并

购交易。

3. 顺丰控股

从2018年开始，顺丰控股的交易数量大幅增加。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共参

与12宗交易，其中4宗发生在2019年上半年。围绕着综合物流服务商的发展

方向，顺丰控股积极投资智能信息化、生鲜冷链、综合物流等领域。

顺丰控股在关注早期投资机会的同时也积极收购成熟物流企业的控制权，如

收购新邦物流、敦豪香港/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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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隐山 阿里系 顺丰控股 钟鼎创投 京东 远洋资本 险峰长青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活跃投资者累计交易宗数（宗）

A轮 B轮 C轮 D-G轮 战略投资 控股权收购 定向增发 其他

1

3
普洛斯/隐山资本是持续活跃的投资者，

2018年起顺丰控股加大物流行业跨领域并购交易。

4.3 行业活跃投资者

普洛斯/隐山资本

快递快运

物流智能信息化

城市新零售物流

综合物流

6

6

5

2

其他物流服务1

最后一公里1

顺丰控股

物流智能信息化

城市新零售物流

综合物流

最后一公里

快递快运

其他物流服务

3

3

2

2

1

1

6

5

3

2

物流智能信息化

快递快运

城市新零售物流

最后一公里

阿里系



2019年下半年交易展望

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洞察



基于物流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并购交易趋势，结合现

有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我们理解2019年下半年物流

行业的并购交易将呈现如下特点：

• 稳健为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产业投

资者和金融投资者在开展投资决策时将更为谨慎，风

险厌恶水平将有所提升，部分投资效益可期的领域或

确定性更高的轮次将更受关注，如在消费升级带动下

迅速发展的物流仓储领域，以及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优

质企业所进行的战略融资轮次。

• 产业导向：产业导向思维将更多的体现在并购交易中，

为实现自身业务布局而开展的并购交易将有所增加，

产业投资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而符合产业发展趋势

且具备独角兽品相的企业将备受关注。

• 技术为先：拥有核心技术且有清晰落地场景的智能信

息化企业将在经营环境复杂的下半年受益，这类领先

企业将受到来自产业和金融投资者的关注，特别是物

流自动化、大数据等对降本增效起直接作用的领域。

• 领先的物流仓储企业将可能谋求对更多传统物流仓储

的收购和智能水平升级，以满足电商、新零售、高端

制造业等产业对高端仓储设施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在

物流仓储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 在住宅市场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

业将结合自身土地和资金优势，向物流仓储领域拓展，

以获取新的收益增长点，降低对住宅市场的依赖。

• 在电商、新零售等新型商业模式的推动下，以及国家

政策对物流行业降本增效的积极支持下，物流智能信

息化已成为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2019年下半年将

会继续发生并购交易，其中产业投资者的活跃程度将

可能赶上金融投资者。

• 在传统物流与新技术相互融合的产业发展需求驱动下，

资本或将更多的关注仓储自动化、大数据、机器视觉

等具有清晰落地应用场景的领域。

• 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业务蓬勃发展的基础。

随着 “一带一路”的实施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我国的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用户体验要求持

续提升，传统的国际货运代理服务难以适应跨境电商

发展的要求。

• 2019年下半年，我们认为已进入快速成长期的跨境

电商物流企业和可提供跨境物流系统服务方案的科技

型物流企业将获得更多关注。

• 在电商及C端快递需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领先的快

递快运企业加快围绕着主业拓展业务版图，以进入

市场规模更大的工业品物流市场，服务产业升级下

的高端制造业。我们认为，2019年下半年领先的快

递快运企业将加大在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货

运代理、物流仓储管理等领域的投资。

•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综合物流企业将继续获得资本的

青睐，竞争实力将持续增强。

17

展望2019年下半年，我们认为物流行业的并购交易活动将集中在如下领域：

1

3
物流行业2019年下半年并购交易展望

2019年下半年并购交易展望

综合物流 物流仓储

智能信息化 跨境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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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洞察

细分领域的集中趋势或将加快加强

• 行业增速放缓凸显领先企业的规模优势，部分中

小快递企业将加快退出，快递市场份额将进一步

向头部企业集中。

• 快运领域持续获得资本的关注，行业集中度或持

续提升，零担快运竞争愈发激烈，中小零担快运

企业将逐步被挤出市场。

• 物流仓储以其稳定的租金收益继续赢得投资者关

注，资本的青睐推动领先企业跑马圈地扩大规模，

领先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综合物流服务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 各细分领域领先企业继续进入对方业务范畴，各

领域间的边界日趋模糊，如快递快运业务加快融

合，物流仓储向快递渗透等。资本将青睐具有综

合物流服务商潜质的企业，推动其业务覆盖快递、

零担快运、仓储管理、供应链等领域，使其获得

足够的竞争优势。

• 以货流为基础，综合物流商将围绕商流、信息流、

资金流等向客户提供延伸全产业链的综合物流解

决方案。未来，综合物流企业的业务复杂度将大

幅提升，多项业务将提升企业综合抗风险能力，

但亦使其难以识别各个业务的真实盈利能力水平，

这对企业经营管理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

智能信息化是物流行业发展的重要主题

• 智能信息化是物流行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关键方式，

可以预见金融、产业投资者将继续关注智能信息

化领域，尤其是同时拥有硬件及软件系统解决方

案、具备现实应用场景的自动化、信息化科技企

业。

• 即时、海量特征的数据推动物流企业加快信息化

建设步伐，行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物流

信息化所产生的大数据将形成数据资产，挖掘和

利用大数据资产成为企业未来打造竞争优势的关

键。

集中化、综合化与智能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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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深耕物流行业数十载，为众多领先的物流企业

及投资机构提供量身定制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在物流行

业整体向集中化、综合化和智能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下，

普华永道将继续助力投资者解决重要问题，实现物流行

业并购交易中的价值创造。

• 以专业的投资并购服务能力和广泛的行业资源脉络，

开展对各物流细分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分析，助力物

流企业设定忠于自身发展战略意图的并购交易方案，

为物流企业进入新业务、新市场保驾护航。

• 以丰富、跨领域的物流行业并购交易服务经验，发现

并购交易中的经营、财务、税务、信息等领域的重要

问题，挖掘并购交易的价值亮点和风险，助力企业通

过外延式发展稳步扩大市场份额。

• 以系统、合理的解决方案协助迈向综合物流服务商的

产业投资者恰当的处理各项业务的成本、费用的分

配，实现准确的分析并购交易所创造的价值水平，提

升收购业务与原有业务的战略协同效应。

• 以前瞻的数据分析系统和领先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助

力投资者在智能信息化浪潮下洞察海量数据的内在规

律，挖掘企业经营的价值和风险所在，助力投资者实

现并购交易的价值创造。

洞悉趋势，普华永道助您实现交易的价值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