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日期及时间 2024年 3月 25日

出席管理层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宋嵘

财务总监 王久云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李世础

副总经理兼首席数字官 高翔

机构名称
中金公司、华泰证券、申万宏源、中信证券、中银国际、汇丰银行、瑞银

证券等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公司现场接待 电话接待

其他场所接待 □公开说明会

☑定期报告说明会 □重要公告说明会

□其他

主要调研内容

1. 公司的新型承运人模式具体指什么？

中国外运将以「新型承运人」模式引领产品通道建设。水运方面，干线端持续加

强与核心船公司的战略合作，在东南亚、欧洲等重点线路上提升对干线运力的掌控能

力。在两端加强与重点港口的合作，共同推进集疏运体系的建设，并围绕海外重点地

区提升端到端服务能力。加强与内贸船公司的合作，将沿海、沿江、内河、运河等「毛

细血管」的集疏运体系建设纳入到战略级别工作中。空运方面，加强运力掌控模式的

优化，进一步强化与核心航司的战略合作。干线端积极布局中东欧、中南美、东南亚

和中东等新兴产业地区航线；在两端重点围绕杭州、深圳、香港等国内基地及海外重

要枢纽节点形成有效的集疏运体系。保持空运业务在亚洲的领先地位。陆运方面，在

稳住国际班列现有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增效。构建全网运营体系，建立

产品标准体系；加大对陆运口岸资源的投入，并在沈阳、长沙等核心枢纽加快集疏运

体系建设。汽运方面，努力实现规模的持续增长和运力的可控管理，形成汽运通道的

市场竞争力。聚焦推进集约化管理，构建更丰富可控的运力资源并实现降本增效；继

续扩增重点线路规模；持续深化自有 SDCC汽运平台系统建设。

2. 公司海运业务的利润率 2023 年在市场运价下行的环境下仍在提升的原因是什

么？

公司一直在提升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能力，以往公司海运业务更多是提供单环节

服务，最近两年公司开始通过延长服务链条、数字化转型等举措提升多环节业务箱量，

逐渐提升海运业务的利润率以及单箱利润水平。

另一方面，公司海运代理业务干线段不是提前锁舱的模式，运费按照即时市场运

价与客户、船公司结算，因此收入会受到运价的影响；但利润方面主要与业务量、服

务链条长短、市场情况等有关，因此在运价上升时利润率水平承压，运价下跌时反之。



3. 管理层刚才也有提到，受红海局势影响，2024年年初海运费有明显上涨，运价上

涨对公司海运代理板块利润的影响是怎样的？

从 2023年四季度到 2024年一季度，红海局势对海运运价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

至欧洲地中海以及到美西整体的海运价格上涨，但市场整体供需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

变化。阶段性的价格波动，可能会对这些航线的收入有短期的影响，但是看中长期还

是要回归到整体的市场供需关系。

对于公司来说，海运代理业务的收入和成本都会受到运价波动的影响，而板块利

润则与业务量、服务环节、市场情况等多种因素有关。

4. 公司在年报中提出将深化与内贸船公司的合作，公司海运代理业务中内外贸箱量

占比大约是多少？

目前公司海运代理业务中，内贸业务占比在 10%左右。

国家提出了公转水、公转铁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的客户在绿色物流、优化供应

链结构方面有了更多需求。2023年，公司与内贸船公司加强了相关合作。从业务量来

看，2023年公司内贸的订舱量增幅达到两位数，与核心船公司、内贸船公司的业务量

也大幅增长。

5. 公司空运代理和跨境电商物流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公司划分空运代理和跨境电商物流以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为准。提供传统货代服务

的在航空货代，其他放在电商板块。

如果电商客户交给中国外运的是大件货、要求中国外运提供的服务内容是航空货

代大件货的操作，就被划在航空货代；而包含电商货操作服务（以电商小包为主）的

业务，在地面操作、报关、派送以及时效等方面与传统货代大件货是有区别的，放在

电商板块。

6.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如到美国、欧洲等）增速很快，如何展望公司未来的空运业

务？

过去几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中国外运的空运业务也受

益于市场的发展得以逐步扩大。我们认为未来几年跨境电商市场整体仍将保持增长，

但增速可能不会像过去几年那么高；同时国际贸易以及跨境电商市场整体对物流成本

的极致要求，也可能会影响公司空运业务的增速。

7. 跨境电商平台推出的全托管模式，对公司的业务影响是怎样的？

全托管模式是跨境电商平台推出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为卖家提供一站式的销售

解决方案。与传统模式相比，以往需要商家承担的备货、定价、仓储、物流、售后等

均由平台承担。在这种模式下，平台承担了选品、客服、物流仓储等服务，卖家主要

关注产品的质量和供应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小卖家的进入门槛。

全托管模式可能会使得平台在供应链和物流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通过规模化

货量，进一步压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利润率。我们可以通过“新型承运人”模式，干

线上资源可控、两端提派履约能力增强，以长交付来提升盈利性。

8. 管理层刚才也有介绍，2023年公司在荷兰新投入 9万平米作业场地。未来公司的

资本开支计划中，海外和国内分别是怎样的方向？

近几年公司的资本开支每年约 20-30 亿元人民币，主要是购买土地、基建项目投

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兼并收购方面的开支。未来公司将围绕新型承运人模



式，从保障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充分响应战略核心客户和产品通道建设

的相关的需求。

2024年中国外运将围绕打造“新型承运人”模式，充分响应战略、核心客户和产

品通道建设需求，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国内核心区域的关键点位进行

查漏补缺式布局，进一步优化国内资源布局，打造“通道+枢纽+网络”的资源保障体

系，通过自主可控的资源形成安全、稳定的物流供应链体系，保障极端情况下物流运

输通道安全畅通。

海外兼并收购方面，未来公司并购目标将重点围绕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

主要关注可以对公司海外网络形成有效补充、增强海外属地运营能力的标的。但兼并

收购项目的进展取决于价格、市场、谈判等多方面因素，具有不确定性。

9. 2023年公司其他收益中的物流业财政补贴同比增长较多，原因是什么？未来的持

续性如何？

公司其他收益主要是来自班列、包机以及网络货运平台业务获得的政府补贴。政

府补贴情况与货量、补贴政策等相关，截至 2024年第一季度政府补贴政策没有出现重

大的变化。

10. 公司过去的派息率在 35%左右，今年提升到 50.4%，如何展望未来的派息率？

自 2003年在香港上市以来公司一直保持了稳定的派息，近几年派息率均在 30%
以上，2021年达到 36%，2022年派息率超过 40%，2023年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现金流情况良好，全年派息率超过 50%。公司未来将继续根据经营情况、资金安排等

统筹考虑派息事宜，与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果。

11. 公司直接客户占比有多高？

2023年公司核心直接客户收入占比持续保持在 40%以上，未来公司还将继续加大

直接客户的开拓力度。

12. 当前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出海，近几年有很多行业制造商的海外物流需求，想问一

下公司的合同物流有没有随着客户出海为客户提供海外物流服务？公司 2023 年

在海外端布局有哪些进展？

合同物流已成为公司在海外地区的主要业务之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海外地

区都是公司重点布局地区，并且公司已经为中国行业头部企业在海外的第三方物流服

务商。

公司 2023年在东南亚启动泰国新仓的建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持续开设城

市级/地区级分支机构；在迪拜启动世博会中国馆运营，进行迪拜南城自贸区项目建设；

在欧洲新投入 9万平方米的作业场地。

13. 公司 REITs申报发行的进展如何？

公司于 2022年 6月披露了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申请发行工作的公告，拟入池

基础设施项目共 6处，分别位于昆山、无锡、金华、天津、成都，资产（包括仓储和

办公楼）面积约 30万平方米。由于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审批，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14.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申请的授予股票期权总量为总股本的 10%，未来是否会继续推

出？

公司 2022年 1月 24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

司回购的 A股股票，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7,392.58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

2024年 1月进入第一个行权期（共三个行权期，每个行权期一年），目前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成就。长期激励有利于形成股东、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

担机制，提高核心人员的积极性。后续公司将根据实际激励情况择机作出后续安排。

15. 去年公司提出要进行数字化转型这，目前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中国外运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方针是“重构业务、重塑运营、重建组织、科技赋能”，

其本质是整合包括客户关系、操作能力、物流资源和信息系统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

通过调整流程、组织、机制等来构建新型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激发更强

的发展动能。转型目标是通过运营转型和组织变革，实现业务转型、能力提升和业务

规模增长，最终达成全网运营。中国外运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过程中需要立足当前业务经营管理实际，逐渐重塑运营体系；也需要面向市场需求，

从供给侧重构中国外运骨干网络、提升全网协同交付水平并培育韧性供应链服务能力。

16. 2023 年公司在科技研发还有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么

样的？

中国外运持续落实“场景+科技”“客户+科技”的创新战略，加快推动物流科技

研发及产品化、规模化、体系化应用，按照“新型承运人”模式优化完善了水、陆、

空、汽业务操作系统，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服务能力；持续开展人工智能、自动化、

算法等前沿技术与业务场景的融合应用，将新技术以人机协同或环节自动化的方式嵌

入到实际业务流程中，显著提升一线操作与运营效率与服务水平，提高业务操作的准

确率与及时性，改善客户体验，推动行业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截止目前，公司取得的创新成果有：青骓物流长途干线自动驾驶里程突破 115万
公里，在行业内继续保持领先；完成视觉盘点机器人研发及应用，填补了行业空白；

成功试点上线「虚拟员工+员工」、智慧叉车、自动装车等多项物流科技成果，形成覆

盖综合物流全场景的智慧物流技术服务能力。2023年，中国外运申请专利 29 件，软

件著作权 8件；截至 2023年末，公司累计被授权专利 192件（含发明专利 58件）。

未来，公司将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深化前沿技术与物流场景的融合，跟踪行

业技术发展趋势，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物流场景的研发与应用，加快推动物流

科技研发及产品化、规模化、体系化推广应用，与更多头部客户联合共创，建设一批

行业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形成一批知识产权。

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