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ER STORY封面报道A08
2018年12月14日

焦点

依托智慧物流
宁波这个产业能否弯道超车?
记者 严瑾 文/摄

航运与数字化该如何融合？

“数字化”“大数据”是近年来很火
的概念，而航运物流则是大家眼中的劳
动密集型传统行业。两者之间有结合的
空间吗？宁波大掌柜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凯的答案是：有，而且还是

“天生一对”。
原因在于，航运物流行业是一条很

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上，有十几个
节点：工厂出货、集卡装运、报关报
检、装船出海、目的港清关、海外仓储
等，涉及多个相关行业：工厂、外贸公
司、货运代理、海关商检、报关行、港
口、船公司等等，每一个环节、每一个
行业，都可以产生海量的数据。若是这
些数据能够在“去中心化”的技术赋能
下融会贯通，便能打通相关方的“任督
二脉”。

毕马威（中国）大数据负责人魏秋
萍同样认为，航运业可以有广泛的大数
据：“首先，在电子商务方面，线上订
舱时可以产生一些交易数据，比如合
同、提单、支付等。其次，在物联网技
术下，航运中各类传感器和摄像头得以
采集到船舶的航程信息和货物的运输情
况：温度湿度、吃水多深、多久到港等
等。此外，船舶航行的地理信息、船舶
档案、航线与船期等基础数据，同样值
得整合。”

数据的整合，是开展一系列相关应
用的前提。比如，要想让国际物流像

“双十二”的顺丰快递一样，能查到货
物到了哪里，就得打通门店、货车、快
递员等多个方面的数据。那么，现在宁
波乃至全国的物流信息化，已经走到了
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关
鹏为“智慧物流”下了几个定义：首
先，是“1.0阶段，点的智慧化”。在这
一阶段，仅是通过装备和技术应用，降
低一些劳动投入，比如从原先的纸质办
公，变为电子化办公，让一些重复、繁
琐、可替代的工作变得更加“技术密
集”。

随后，是“2.0 阶段，线的智慧
化”。所谓的“线”，指的是产业之线，
随着各个节点信息的整合，业务流程也
变得线上化、可视化。在这一阶段，像
上“携程”一样线上订舱、支付已开始
普及，想要看到货物何时出港、到港也

不成问题。
目前，智慧物流将迈入“3.0阶段，

面的智慧化”。平台企业整合了航运大
数据后，一系列衍生的增值服务业将成
为可能。比如，利用公开透明的行业信
息，为物流企业之间的信用做背书，从
而引向金融服务衍生；比如，利用已获
得的行业资源，为有需要的企业进行对
接。

至于“智慧物流4.0”，那便是整个
行业模式的颠覆了。“阿拉运”是一家
立足港口物流行业的现代新型港口物流
多式联运（C+P） B2B共享服务平台，
公司CEO林建华认为，未来的物流行
业，将在技术的颠覆下“涅槃重生”，
或将成为“平台+个人”的阿米巴模
式：不同于现在的公司制，数万名物流
人，将在整合海量数据信息的大平台下
工作。

当然，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或许
离现实还很遥远。我们能掌握的现实
是，宁波在物流信息化方面还有待提
升。在挪威咨询机构Menon于2017年
发布的全球航运都市排行榜单中，“航
运技术”这一指标下，全球前30名的港
口中同样没有宁波的身影，而奥斯陆、
伦敦、纽约等欧美发达国家相关城市则
名列前茅。这份榜单的解释是：“东亚
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相对欧美国家较
低，还没有到迫切地需要通过技术驱动
来降低成本的地步。”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大掌柜
物流”相关负责人曾向记者提到，公司
的商业模式在于研发一套物流SaaS软
件，在“帮助物流企业上网”的同时收
取一定的服务费。然而，在业务推广时
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我们研发了一套
服务后，问企业是否愿意使用？他们都
表示需要、愿意用。但一旦被告知这套
服务需要收费，不少企业就未必愿意买
单了。”

归根结底，当对传统商业模式的路
径依赖尚未收到冲击时，为短期内无法
看到明确回报的“信息化”“技术化”
投入费用，确实不见得“划算”。同
时，宁波的5000余家物流相关企业中还
有不少小微企业，恐怕不具备大规模投
入技术化的实力。这，或将是宁波的航
运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的原因。

“什么样的物流企业才能活下去？”在第二届宁波国
际航运物流交易会现场的论坛上，这个终极问题摆
上了五位企业家的议程。

有人说，要“产品领先”；有人说，要
“降本增效”；有人说，要“贴近年轻一
代人”……而每位企业家都非常确信
一点：物流这一传统行业，唯有
拥抱互联网，才能拥抱世界。

观点

智慧物流的三个阶段。

中国电科展示的航运物流“黑科技”。

港
航

新
时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