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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面开放后的第二年，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也许都不是

最重要的，关键的还在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006年12

月18日，被联邦快递称为“历史上最繁忙的一个工作日”。 

这一天，他们将共计980万票的货件送往世界各地，超过2005

年12月9日的890万票货件，连续9年打破了联邦快递的货件数

量纪录。 然而，这只是一个“小插曲”。2006年，他们以4亿

美元现金收购大田联邦快递有限公司50%的股份，未来该合

资企业将有望转变为联邦快递的独资公司（相关手续尚未完

全办理结束）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主旋律”。 “此项战略性

投资，将更有利于公司在未来几年中进入到许多重要的市场

，加速地方经济发展，并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加深我们与

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联邦快递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施伟德说。 聚合效应 尽管早在1984年，联邦快递就开

始通过代理商，利用商务航班在中国市场提供服务，但其正

式进入中国则是在1995年，联邦快递以6750万美元收购了当

时惟一可以直飞中美的常青国际航空公司。在完成那次收购

后，联邦快递成为第一家提供由美国直飞至中国的国际快递

物流公司。 当时，由于政策的限制，联邦快递还不能在中国

内地拥有自己的配送设施和运输网络，只能通过与中外运建

立合资企业来迂回进入中国市场。 1997年，联邦快递结束与

中外运的合作关系，转而与更加灵活的天津大田集团结盟。 

联邦快递与大田之间的合作模式与其他快递巨头在中国的方



式相差无几，即联邦快递提供品牌，大田凭借自己在国内的

网络优势和车辆，双方在国内的业务利润按一定的比例分成

。 2006年，中国的快递市场对外资全部放开。对于联邦快递

，将大田“回收”自然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此一来，

在中国快递市场刚刚“解禁”之时，联邦快递便具备了充足

的网络实力。目前，其在国内的服务网点已经遍布200多个城

市。 其实，当初选择大田集团作为合资伙伴，联邦快递早有

缜密的规划。由于之前发展国际业务的需要，联邦快递的主

要网点和口岸都建在业务量最为密集的地区，即外商集中的

沿海和中心城市。因此，规模不大、业务模式灵活，在内陆

地区的二三级城市中具备良好网络基础的大田集团，就成了

能与联邦快递互补的最佳选择。 联邦快递亚太区总裁简力行

曾表示，拥有更多中小客户群体的二三级城市，将是联邦快

递未来发展的重点。此外，联邦快递也在尝试通过设立商店

投递点的形式进入中国零售业市场。2003年，联邦快递收购

了美国最大的文印装订业巨头金考公司。此后，联邦快递金

考在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设立了分店，并通过这一渠

道为私人客户提供更多的业务便利。 然而，对于联邦快递而

言，由于过去长期通过合资公司来代理中国业务，在收购了

大田的全部快递业务资产之后，联邦快递将如何管理两家文

化不同的公司并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呢？ “其实大田集团作

为民营企业，它的员工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企业文化也和

联邦快递的企业文化很相容。”联邦快递中国区总裁陈嘉良

在给本刊的书面回复中如此作答，“我们一直都在对当前的

市场和客户需求进行评估，不断推出新的产品，以服务于我

们的客户。” 亚太心脏 “中国是联邦快递国际业务发展最快



、最具潜力的地区。”陈嘉良如此评价中国在整个联邦快递

中的市场地位。 而为了巩固中国区的这个地位，2006年1月16

日，联邦快递的亚太转运中心破土动工。据联邦快递介绍，

目前，该工程已经完成管理大楼、分拣大楼、机坪控制塔等

建筑物的溶土洞处理和压桩工作；飞行区场道工程已于去

年11 月3日开始施工。2006年1～10月累计完成的投资额达8.7

亿元。 新转运中心的总楼面积达82000平方米，占地63公顷，

每小时可完成24000件包裹的分拣工作。该中心预计将于2008

年开始运作。 “联邦快递亚太转运中心是一个以分拣作业为

主要功能，快速转运为鲜明特点的枢纽型国际航空快递转运

中心，按不同的去向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货件进行卸机、分拣

和装机，集中进行航班与货物集散。”陈嘉良说。 在联邦快

递看来，未来的亚太转运中心将起到沟通与融合的作用，其

意义已不仅限于联邦快递一家公司，还将惠及更多：“这一

新的亚太区转运中心将对中国华南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发展都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就当地而言，优质的航空快递服务将吸

引更多依赖这一高水准服务的行业来此发展。从世界范围来

说，多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国际航空快递网络的扩展一直是

和制造业和分销业的进步与发展同步的，并由此推动了全球

经济的增长。” 一项由中国发展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坎贝尔-希

尔航空组织共同完成的研究显示，到2010年，联邦快递位于

广州的转运中心估计将为中国经济带来110亿美元的直接产出

，而这一数字将于2020年升至630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来自

工业化发展。规划的新转运中心也将使联邦快递在中国各地

的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尤其在一些可以用货车进行本地取件

、派件的地区。 未来的亚太转运中心对于联邦快递而言，无



异于一颗跳动的“心脏”。“转运中心正式启用后，每周将

有150个货运航班起降，可有效实现亚洲一日达（隔日取件）

，并衔接欧洲、北美一日达。”陈嘉良介绍，这个位于白云

国际机场现有东跑道东侧的项目，设有28个专用货机位，按

照日分拣快件12.5万件、吞吐货物1800吨进行设计，总投资估

算24亿元，包括建设配套滑行道、联络道和分拣场所。 攻守

平衡 有数据显示，未来10-20年，全球快递业将增长12%-14%

，而中国则会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

场。随之而来的，也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现在，不仅DHL

、UPS、TNT等国际快递巨头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

中国本土的品牌EMS也在奋起直追。 面对众多竞争对手，联

邦快递如何评估自己，又如何预测未来中国快递市场的竞争

形势呢？ “联邦快递一向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本身。

”陈嘉良称，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中国的

快递市场发展空间大，竞争也十分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

我们只有不断的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满足他们的需要

才能在市场上始终保持行业领军人的地位。” 除了在管理方

式等方面实施本土化策略外，联邦快递还将从“天上”和“

地下”两方面加强部署。 目前，联邦快递每周拥有26个往返

中美之间的航班，通过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口岸服务于中

国客户。2006年8月，联邦快递又从美国交通部获得每周4个

前往中国的新增航权，并将于2007年3月投入使用。这就将使

联邦快递每周进出中国的航班总数达到30个，成为所有美国

货运航空公司中最多的。此外，联邦快递也表示，他们未来

还会继续增加飞往中国航班数，增加航班停靠的口岸，不断

巩固其地位。 联邦快递的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曾说：“我们



的目标是打造网络。一旦建好了网络，而且如果我们的假设

是正确的，那增长前景将无限。我们也将有望享有领导地位

。” 联邦快递在中国的“地面计划”是：在目前服务超过200

个城市的基础上，在未来数年内再增加100个服务城市。 在开

发重点市场的同时，联邦快递也一直关注着二线潜在市场

。2006年，联邦快递南京、无锡和青岛分公司相继成立。同

年，联邦快递分别为南京、无锡、大连、青岛、西安等分公

司的递送员配备了全新的“掌上宝”手持电脑，用于追踪包

裹递送状态。到目前为止，联邦快递各地分公司的递送员都

已经使用该系统，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一方面是联邦快

递的不断成长，另一方面，其他几家国际快递巨头也在迅速

发展。与他们不同的是，联邦快递已经做出了“独自”发展

的决定，而其他几大快递公司仍然在“牵手”中国国内的快

递企业。 2003年2月，敦豪速递斥资5700万美元购买了中外

运5%的股权，成为中外运最大的外国股东。敦豪速递与中外

运签署了50年的合作协议，会在今后5年内再投资2亿美元于

中外运，有可能将其股份提高到45%。 2006年2月16日，美国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宣布，鉴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将

于当年春季在华增设22个分发中心，以扩张其在华业务。

2006年12月20日，荷兰TNT集团从美国波音公司购买的第一

架波音747-400ERF货机交付使用，它将每周三次往返于上海

与TNT列日欧洲空运中心。它不仅将TNT 的中国递送网络和

欧洲网络连接起来，更可将500多个中国城市与400多个欧洲

城市连通起来。 在2007年中期之前，TNT将完成对中国华宇

的全面收购。尽管目前该交易手续还没有全部结束，但TNT

方面表示，“华宇将为TNT在陆路运输网络方面起到重要的



补充作用。”与此同时，TNT在2007年还将设立9个分公司，

以加速其在中国的渗透力度。 2007年是中国快递行业全面开

放后的第二年，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的还在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