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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投资并购趋势总览

4

交易并购规模
2023年上半年总交易金额

139亿人民币
较2022年下半年

上升25%
巨/大型并购交易
2023年上半年暂无超过人民币百亿元的巨型交

易，10亿至100亿元的大型交易共4宗，分别发生
在综合物流、快递快运及港口物流等领域

并购交易轮次
A轮及以前轮次交易数量较上年同期比有所回升，
且“股权收购”类交易仍占据重要地位，其交易数

量及金额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30%和88%

并购交易数量
2023上半年总交易数量

43笔
较2022年下半年

下降20%

平均交易规模
2023年上半年平均已披露交易金额

3.2亿人民币
较2022年下半年

上升57%

2023年上半年
中国物流行业
并购交易总览

主要投资赛道
细分赛道中，物流智能信息化

与综合物流最为活跃

交易数量占总数比分别为：

33%与37%

主要投资方向
并购交易仍以境内交易为主

交易数量占比88%

交易热点区域
江浙沪、粤港澳

是并购交易的活跃地区

合计贡献国内交易数量和金额的

63%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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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之下，不确定性成为产业及财务投资者开展投资并购活动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投资者在并购交易活动的风险厌恶水平有所提升。与整体并购交易市场类似，2023年上半年中
国物流行业并购交易市场在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尚未有明显起色，交易数量呈下降趋势，但交易金额呈止跌略有回升的趋势，部分交易特征出现筑底或回暖的迹象。头部物流企业继续

保持并购整合势头，成长期的小型财务投资数量有所增加，综合物流赛道交易数量与规模环比均显著增长。

交易特征

1. 受全球地缘政治摩擦升级、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滞后效
应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环境和整体的投融资市场均

面临较大的挑战。2023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并购
交易数量相较于2022年下半年减少20%至43宗。然而，
交易金额却环比有所回升，相比2022年下半年增长
25%，达到138.86亿元。

2. 交易数量方面，1-10亿元之间的中型交易数量呈现环
比下降趋势，而10亿-100亿元及1,000万-1亿元间的大、
小型交易数量环比略有增长。此外，B轮及以后的财
务投资、战略投资和股权收购的交易数量环比下降，

而天使轮至A轮的投资交易数量则环比有所增加。

3. 不计入本期及以往期间的巨型交易后，2023年上半年
平均交易金额环比上升56.8%至3.23亿元，显示我国
经济复苏推动了产业控股权收购活动的增长，同时早

期轮次融资热度回升，综合物流、其他物流服务等赛

道的头部聚集效应进一步加强。

平均
交易额 607 577 702 838 783 610 596 240 400 713 789 626 844 206 323

2016年—2023年上半年物流行业并购交易金额及交易数量

注：按交易金额划分为如下四类交易量级：巨型交易（100亿元及以上）、大型交易（10亿至100亿元）、中型交易（1亿至10亿元）、小型交易（1,000万至1亿元）。
平均交易额的计算不含交易金额在100亿元以上的巨型交易；本文所提及的1H指上半年，2H指下半年。 
VUCA时代指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时代，VUCA分别是volatile, uncertain, complex, ambiguous的缩写。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总体并购交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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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十笔重大交易金额约占总交易规模的90%，主要为成熟企业和头部企业的控股权收购。头部企业的聚集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综合物流赛道的整合相比其他
赛道较为显著。

2023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重大交易事件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部分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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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 交易公布时间 赛道 交易金额（人民币百万元） 交易轮次 占同期总交易额%

新加坡商长荣海运 2023-06-19 综合物流 4,480.00 股权收购 32.26%

冠东国际 2023-05-26 其他物流服务 2,659.40 股权收购 19.15%

Sokhna New Container Terminal 2023-03-16 其他物流服务 2,593.09 股权收购 18.67%

深圳丰网 2023-05-12 快递快运 1,183.00 股权收购 8.52%

厦门远海 2023-02-22 其他物流服务 794.49 股权收购 5.72%

LHN logistics 2023-06-02 综合物流 200.10 股权收购 1.44%

Genepoint 2023-01-18 综合物流 199.97 D 1.44%

多多云柜 2023-03-23 城市新零售物流 150.00 A 1.08%

兴通万邦航运 2023-03-08 综合物流 138.81 股权收购 1.00%

Uni Express Inc 2023-03-07 城市新零售物流 101.20 B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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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企业的发展成熟推动着中国物流行业上市热潮持续，2023年上半年有4家企业成功上市，与2022年环比小幅减少。随着经济环境逐步复苏，头部物流企业经营效益逐步改善，
投资呈现规模级增长，下半年物流、供应链投融资稳中趋好，或可期待市场回暖。

2016年—2023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IPO企业数量（宗）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IPO相关事件

7

序号 上市/交表时间 状态 上市企业 细分赛道 上市地

1 2023年6月 已交表 极兔速递 综合物流 香港

2 2023年5月 已交表 顺丰控股 综合物流 香港

3 2023年5月 已上市 日日顺 综合物流 深圳

4 2023年3月 已上市 路歌 物流智能
信息化

香港

5 2023年3月 已上市 盛丰物流 综合物流 纽约

6 2023年2月 已上市 佳裕达 综合物流 纽约

7 2022年12月 已上市 华光源海 综合物流 北京

8 2022年12月 已上市 国航远洋 综合物流 北京

9 2022年12月 已上市 宁波远洋 综合物流 上海

10 2022年11月 已上市 昆船智能 物流智能
信息化

深圳

11 2022年9月 已上市 科捷智能 物流智能
信息化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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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特点及细分赛道解析

8



2023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并购活动回顾及趋势展望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型产业并购活动有所放缓，然而领先物流企业仍然保持着整合势头，且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也呈现逐步改善的迹象。具体到交易数量方面，

2023年上半年中型交易数量环比减少至13宗，但大型和小型交易数量逐渐增加，到2023年上半年分别回升至4宗和26宗。在长荣海运、冠东国际、深圳丰网等数笔重大交易推动下，
2023年上半年大型交易的平均交易额有所上升。

中国物流行业并购交易量级数量分布（宗）

注：按交易金额划分为如下四类交易量级：巨型交易（100亿元及以上）、大型交易（10亿至100亿元）、中型交易（1亿至10亿元）、小型交易（1,000万至1亿元）。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交易量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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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行业百亿元以下交易平均交易额趋势（人民币 百万元）

2023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并购交易市场与整体市场环境相似，各类型量级交易数量进入结构
性调整。其中，中型交易数量环比下降52%至13宗，降幅较为显著。相反，大型和小型交易数量分
别环比略增2宗和1宗，达到4宗和26宗。在上述4宗大型交易中，主要以产业投资者跨境股权收购
为主，其中“综合物流”和“快递快运”赛道各有1宗交易，其余2宗属于“其他物流服务”赛道。

交易特征

受制于美国联邦储备利率高企以及投资者风险厌恶水平提升等因素影响，中型交易平均交易额环比

降低至1.76亿元，对于小型或早期企业的小型交易的平均交易额亦环比降低至2,600万元。尽管物
流行业总体交易数量下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但在2023年上半年，由于长荣海运、冠东国际、深
圳丰网等热点交易推动，大型交易的平均金额环比回升至27.29亿元。

交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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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轮至Pre-A AB轮 

C轮及以后 战略投资/增资 

股权收购 

2023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不同轮次交易数量各有涨跌。领先头部企业凭借竞争优势加大投资并购力度，股权收购类交易金额及其在总交易金额的比例显著提高。拥有独特竞争优势
的初创期企业或因营商环境的改善，以及资本市场的青睐，其交易数量保持着平稳增长趋势。

中国物流行业交易轮次数量分布（宗）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交易轮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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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已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2023
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持续改善，对物流行

业投资并购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2023年上半年
，受到长荣海运、冠东国际等几宗大型交易的推

动，股权收购类交易金额环比增加79%，达到
122.8亿元，在本期总交易金额中占比高达88%。
股权收购类交易成为绝对主力，显示产业投资者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利用自身优势对优质标的整

合与资源共享，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 尽管国内经济有所恢复，但基础仍不稳固，加之

投资环境和二级资本市场尚未回暖，投资者参与

战略投资等成长成熟期轮次交易的积极性受到影

响。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增加，进一步影响

了2023年上半年战略投资/增资类交易，其数量环
比下降50%至4宗，其中包括了国内领先的供应链
物流企业健安物流的超亿元融资。

• 但值得注意的是，天使轮至A轮的交易数量较
2022年同比、环比均有所回升，凸显创业与创新
受到广泛推崇，同时也反映投资者对导入期企业

的兴趣正在增加，物流行业创业氛围持续升温。

交易特征 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上半年各轮次交
易金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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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物流各细分赛道的投资热度呈现不同变化趋势。物流智能信息化和综合物流赛道在交易数量方面保持着较为领先的地位；城市新零售物流和快递快运赛道交易数量及金
额环比均呈现回升；物流仓储赛道投资机会渐趋减少，投资交易规模显著回落；其他物流服务赛道交易数量虽环比下降，但受惠于3宗重大交易，其交易金额位居第一。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11

中国物流行业细分赛道并购交易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赛道交易特征

• 中国物流行业在新的用工环境下面临持续的劳动力紧缺和用

工成本上涨等问题，而商流环境的变化亦不断促使对自动化

和智能化物流设备的需求增加。在整体投资环境大幅降温、

资本市场尚未完全恢复往年热度的情况下，物流智能信息化

赛道的热度有所回落，但交易数量仍相对较高，在所有赛道

里位居第二。2023年上半年，物流智能信息化的交易数量
环比减少55%至14宗，交易金额为6.61亿元。

• 随着我国货物进出口的增长与贸易结构的优化， 2023年上
半年，综合物流赛道的投资积极性逐渐回升。客户需求的多

元化促使产业投资者通过并购整合强化市场地位或业务链

条。期间，综合物流赛道的交易数量环比略增至16宗，位
居第一。交易金额环比增加约119%至55.75亿元。

• 快递快运赛道加速集中，头部企业之间已形成网络壁垒，寡

头竞争格局进一步加深。2023年上半年快递快运赛道共发
生2宗交易，包括极兔收购丰网，以及浙江荣创对信拓物流
的股权收购。

• 物流仓储赛道在历史期间持续受到投资者关注，尤其是在经

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由于物流仓储赛道竞争格局渐

趋固定，赛道中优质的交易机会已“买少见少”。2023年
上半年物流仓储赛道仅产生锦达保税与小金坞2笔参股型投
资交易，交易规模为2,400万元。

内环：2H2022
外环：1H2023

交易规模占比 1H2023vs 2H2022

交易数量占比 1H2023 vs 2H2022

内环：2H2022
外环：1H2023

中国物流行业细分赛道并购交易数量(宗)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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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级投融资市场有所降温、二级资本市场热度回落、跨越性新技术减少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在物流智能信息化赛道的投资出手次数有所减少，2023年上半年的交易金额和数量都较
2022年下半年环比有所回落。在物流劳动力紧缺、用工成本增加、物流行业降本增效要求凸显等综合因素影响下，物流智能信息化依旧是中国物流行业发展中的热门赛道，各类投资者
仍会继续关注物流智能化企业发展。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 物流智能信息化

12

物流智能信息化并购交易金额及数量

• 受投资大环境的影响，投资者对物流智能信息化的投资步伐

有所减缓，2023年上半年较2022年下半年交易数量和金额均
有所下滑，其中数量环比减少11宗。在2023年上半年的14宗
交易中，有7宗交易依然是投向以斯坦德机器人、智库智能、
蓝海机器人为代表的物流设备智能化领域。投资者依然关注

智能物流设备对提高商流企业的运行效率的价值。

• 多类供应链平台、物联网等智能信息化技术作为行业未来发

展重要目标，2023年上半年依然受到投资人的青睐，有3宗
交易投向物流产业互联网与一站式冷链服务平台企业，如运

满满冷运、派迅智能，涉及交易规模约2.1亿元。

交易特征

平均

交易额 524 938 212 555 1057 526 265 991 144 1207 810 178 220 92 47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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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整体保持较高水平、外贸进出口情况整体运行平稳的背景下，综合物流赛道的生存发展获得了有力支撑。2023年上半年，综合物流的交易金额和数量自2022
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回暖向上，头部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主动出击，寻求整合并购机会以扩大全链路服务竞争力。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 综合物流

13

综合物流并购交易金额及数量

平均

交易额
388 355 352 3,022 442 752 641 305 994 623 1,302 1,944 1,068 170 348

东方
海外

嘉里
物流 利丰

物流

• 在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整体保持较高水平、外贸进出口

情况整体运行平稳的背景下，综合物流企业的整合并购需求

有所增加，2023年上半年综合物流的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均
环比有所上升，其中金额环比增加118.8%。头部企业积极寻
求整合并购机会以扩大全链路服务竞争力，综合物流赛道总

体呈现逐步回暖趋势。

• 2023年上半年，产业投资者进行了9笔投资交易，其中8笔交
易为控股型收购，与2022年同期控股交易数量持平。通过逆
周期布局以强化业务版图，产业投资者持续提升综合物流服

务能力。

• 2023年上半年物流行业共有5宗跨境交易，其中3宗来自综合
物流赛道，且标的公司均位于新加坡。2023年6月，长荣海
运完成了对新加坡长荣的收购，这次交易是本期交易金额最

大的跨境交易，约占综合物流赛道交易金额的80%。全球海
运市场环境复杂多变，龙头企业将不断优化配置，以保证市

场竞争力。

• 随着经济发展，特种物流不仅能够满足不同的运输需求，同

时也能够提高运输效率和安全性，在现代物流中也将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2023年上半年综合物流赛道16宗交易中有
5笔投向特种物流领域。

交易特征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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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包裹领域并购整合持续，行业巨头通过并购提升业务规模补强业务护城河，但受热度回落的资本环境、渐趋稳定的竞争格局等因素影响，快递快运的交易机会已显著减少，产业投

资者成为重要的交易推动力量。虽然赛道交易数量和金额仍处于历史期间的中下水平，但2023年上半年较2022年下半年已小有反弹，交易数量增长至2宗，交易金额增长至12亿元。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快递快运

14

快递快运并购交易金额及数量

• 由于快递行业具有较高的规模门槛和先发优势，且国内经济

还处于复苏阶段，投资大环境较冷，投资者在2023年上半年
在快递快运领域的交易活跃度仍较低迷，但较2022年下半年
已有反弹，快递快运交易数量和金额分别上升至2宗和11.86
亿元。

• 快递包裹领域再现并购集中，行业新进入者带来的鲶鱼效应

持续发酵中，一线末位及二线快递企业经营面临挑战，而头

部快递企业依靠规模化战略，其成本控制优势在“价格战”

后逐步恢复。2023年5月，极兔快递收购顺丰速运旗下的丰
网速运，这一举措有望帮助极兔快递在业务量上超越申通、

韵达，并追赶圆通和中通，从而跻身第一梯队。同时，这次

收购也为极兔快递下半年冲击香港交易所上市做好准备。

• 2021年下半年，中央和地方层面相继发布一系列快递行业监管
政策和指导意见，理顺市场竞争关系。2022年以来行业单价竞
争显著改善。在监管下，价格战的激烈程度得到有效约束。

• 2022年，各家快递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均大幅改善，2023年上
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600亿件，行业效率和利润的提高都有
助于非头部企业在未来获得上市机会。

交易特征

京东
物流

极兔
快递

平均

交易额
761 1,127 1,453 1,182 3,211 155 1,002 156 746 1,195 3,122 4,223 1,959 330 593

顺丰
控股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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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及投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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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乌持续冲突、美国联邦储备利率持续高企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呈现了复杂多变之势。受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景气度依然徘徊在荣枯线以下，以及新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复杂环境影响，

国内外的物流行业放慢了增长的脚步。在充满挑战的大环境情况下，中国物流企业将结合自身优势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对内强化管理、技术与创新、培养人才以应对多变环境，对外注重产业融合以抓住危

中之机，实现在不确定的危机与迷雾中拨云见日、洞察先机。

中国物流行业细分赛道趋势特点

16

物流智能信息化

• 降本增效推动物流自动化：受大环境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物流

智能信息化的投资步伐有所减缓，但物流智能信息化依然是物流行业

热门赛道。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逐步提升，我国整体物流

人工成本上涨。物流智能信息化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 物流智能设备领域将持续火热：以物流机器人为代表的物流设备智

能赛道继续领跑，预计将贡献物流智能信息化领域的主要交易数量和

交易金额。

快递快运

• 竞争倾向质量，单价趋稳：在国家利好政策及监管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后，头部企业的市场竞争重点逐步从“价格”转移为“精益化运营与服务能力”，目前单票价格趋于稳定。

• 寡头竞争加剧，并购集中扩大业务数量：经历大型并购整合后寡头竞争加剧，竞争热点从价格逐步延伸至质量。头部企业将保持领先市场份额优势，单票快递成本或将继续优化。

综合物流 
• 跨境物流运费或将震荡向上：受消费市场需求出现波动、航运供给

量有所增加、市场竞争强度加剧等因素影响，2023年1至4月美东
美西航线运费价格呈下降趋势，在短暂回升后，2023年6月以前，
总体走低。但受全球航运复苏、航运成本上升、下半年电商购物节

增多以及供求关系变化等影响，2023年7月该航线运费开始反弹。
至2023年8月，美东美西航运价格均已达到2023年新高，预计2023
年下半年该航线运价还将继续走高。

• 特种物流领域日益重要：伴随中国特种运输行业的蓬勃发展，市场正

步入秩序调整期。以稳定、可持续、高壁垒为特点的领先特种物流企

业正成为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综合物流企业。

城市新零售物流

• 聚焦城市配送、最后一公里：2023年上半年，城市配送和最后一
公里领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资本普遍看好城市配送、最后一公里

的需求在未来有望显著增多。

• 竞争格局稳定，投资热情有所降低：我国冷链运输行业市场规模逐

年增长，但随着下游市场需求有所调整，竞争格局较为稳定，资本

在该领域的投资步伐或将渐趋谨慎。

综合物流

物流仓储 城市新零

售物流

物流智能

信息化

快递快运

中国物流
行业细分
领域物流仓储

• 行业热度受多因素影响：受制于国内制造业景气度仍在筑底恢复的

的大环境，加之物流仓储优质标的已买少见少，物流仓储并购市场

整体低迷，投资者持谨慎观望态度。

• 竞争格局渐趋稳定，投资者静待复苏：物流仓储领域竞争格局渐趋

巩固，在境外利率持续高企之下，行业经营成本和挑战增加，但随

着未来融资成本的逐步降低，行业整合并购或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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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行业投资趋势特点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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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流”项目受到资本的持续重点关注

• 随着环保政策的加强和消费者对环保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投资者正在持续关注绿色物流领域这一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选择，以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回报。

• 未来，绿色建筑与低碳运营有望成为物流领域的核心趋势。低碳供应链、绿色物流仓储项目或将受到资本青睐，助推物流企业践行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跨境物流”赛道在中国物流行业并购交易整合活动中热度不减

• 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生产制造大国，与美国、欧洲、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活动的增长保持强韧。由于航运成本红利释放、供应链相对稳定、海外消费逐渐升温等因素影响，

跨境物流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向上的趋势，产业投资者将加大对这一赛道的并购交易与整合。

• 具有着海外属地运营经验和资源，以及具有特定行业经验（如高端消费品、精密器件等）的领先企业将受到额外青睐。

“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提升中国物流业的运营效率和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现有的物流基础设施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经济复苏过程中，物流基础设施落后、规模小、反应速度缓慢、效率低等问题仍将是主要挑战。

• “基础设施”类的跨地区投资并购或将增加，领先港务集团将跨领域开展股权投资，内陆物流枢纽投资机会、重点港口枢纽改扩建投资机会或将被重点关注。

“智慧物流”投资将加速向新领域渗透

• 随着国家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土地、人工等成本上升的问题仍然存在。机械自动化与物流自动化着力降本增效，成为关键利润增长点，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 “智慧物流”将加速向末端无人机配送和仓储整合平台等新领域渗透，推动物流设备自动化和智能化继续蓬勃发展，持续为行业“降本、增效、提速”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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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焕发

普华永道中国

交易服务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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