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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投资并购趋势总览

4

交易并购规模
2024年上半年总交易金额

196亿人民币

较2023年上半年

上升41%
巨/大型并购交易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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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宗，分别发生

在综合物流、港口物流及物流智能信息化等领域

并购交易轮次
天使轮至Pre-A轮次交易数量达到近年来最高占比，

“股权收购”类交易地位持续上升，其交易数量及

金额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7%和73%

并购交易数量
2024年上半年总交易数量

57笔

较2023年上半年

上升33%

平均交易规模
2024年上半年平均已披露交易金额

3.4亿人民币

较2023年上半年

上升6.6%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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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和35.1%

主要投资方向
并购交易仍以境内交易为主

交易数量占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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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和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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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宏观经济的稳步复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与鼓励性政策，旨在提升投资者对物流行业的理性关注。2024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的并购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

象，交易数量和金额均实现了显著增长，平均单笔交易规模也有所扩大。大型产业投资者通过股权收购策略，积极拓展其业务版图。国内投资者对本土企业的信心不断增

强，特别是在物流智能信息化领域，交易数量显著攀升，交易金额同比激增近五倍，反映出市场对物流行业创新和智能化转型的高度认可。

交易特征

1. 2024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加之国

际市场和政治格局的转变，为中国物流行业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物流行业的并购交易数量环

比保持了一致性，而交易金额环比增长了5.2%，显

示出行业整体向好的积极态势。与2023年上半年相

比，交易数量同比增长了33%达到了57宗，交易金

额更是同比增长了41.3%达到了196.2亿元人民币。

2. 在各个交易规模层面，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特别是1-1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交易，数量同比增长

了53.8%，达到了20宗，成为增长最为显著的交易规

模。此外，C轮及以后的财务投资、战略投资和股权

收购的交易数量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而A轮交易数量

则有所下降。

3. 在排除巨型交易的情况下，2024年上半年的平均交

易金额同比上升了6.6%，达到了3.44亿元人民币。

这反映出投资者对以资源整合为目的的股权收购持

续增长的兴趣，以及对成熟企业中后期轮次融资金

额的偏好。综合物流领域依然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

，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对降本增效需求的

增加，物流智能信息化也重新吸引了市场的关注。

平均
交易额

702 838 783 610 596 240 400 713 807 633 844 206 323 327 344 

2017年-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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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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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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十笔重大交易金额约占总交易规模的79%，投资者行为较为理性以非控股收购为主，多为大型产业集团通过投资增强集团业务能力提升竞

争力，综合物流赛道和港务物流服务是大型投资的热门赛道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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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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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时达 鸿海集团 2024-04-11 综合物流 3,863 股权收购 19.69% 

北部湾港 中海码头、诺德基金、财通基金 2024-05-13 其他物流服务 2,489 战略投资/增资 12.68% 

中集集团 立业工业 2024-03-12 综合物流 2,384 股权收购 12.15% 

太仓鑫海 苏州港集团、太仓港集团 2024-03-28 其他物流服务 1,991 股权收购 10.14% 

物泊科技 兖矿能源 2024-05-31 物流智能信息化 1,555 股权收购 7.92% 

南京明州 南京港集团、江苏港口投资 2024-03-28 其他物流服务 974 股权收购 4.97% 

长龙航空 工银资本 2024-01-05 综合物流 600 C 3.06% 

新石器 中金汇融、前海方舟、亦庄国投 2024-03-27 物流智能信息化 600 C 3.06% 

海昌华海运 盛航股份 2024-06-05 综合物流 581 股权收购 2.96% 

东华能源仓储 宁波百地年 2024-03-25 物流仓储 505 股权收购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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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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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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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上市/交表时间 状态 上市企业 细分赛道 上市地

1 2024年5月 已上市 EDA集团控股 综合物流 香港

2 2024年4月 已交表 拉拉科技 城市新零售物流 香港

3 2024年4月 已备案 德威集团 综合物流 纽约

4 2024年1月 已上市 北自科技 物流智能信息化 上海

5 2024年1月 已备案 智慧物流环球 物流智能信息化 纽约

6 2023年12月 已交表 南航物流 综合物流 上海

7 2023年12月 已上市 泛远国际 综合物流 香港

8 2023年12月 已上市 锦江航运 综合物流 香港

9 2023年11月 已上市 中邮科技 物流智能信息化 上海

10 2023年6月 已交表 极兔速递 综合物流 香港

11 2023年5月 已交表 菜鸟集团 综合物流 香港

12 2023年5月 已交表 顺丰 综合物流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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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深圳 纽约 香港 北京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和三大证券交易所对IPO准入标准进行了大幅提高，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业务模式可持续性、合规性等多维度设置了更严格的门槛。这
导致许多企业不再符合新的上市条件，不得不主动撤回上市申请。2024年上半年仅有2家企业成功上市，与2023年同比及环比均有一定幅度下降。此外，已有拉拉科技、
德威集团、智慧物流环球递交申请表等待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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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24年上半年我国物流与供应链上市公司数量略低于预期，但全行业表现出的极强韧性和发展能力，后市仍持续看好。面对国内资本市场的严格
审核和门槛，物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寻求境外上市的机遇，这或能够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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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特点及细分赛道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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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级分布
国际市场和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造成投资者更愿意关注投入较少的小型产业交易，以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敞口。同时，中型企业由于其稳定的增长和成熟的技

术，成为并购市场的焦点。具体来看，2024年上半年，无论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交易的数量都较2023年上半年有所增加，其中中型和小型交易的增长尤为显著。

此外，中型交易的平均交易额在2024年上半年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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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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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上半年，中国物流行业的投资并购市场表现强劲，各规模交易量均有所增长。中

型交易数量同比增长53.8%，达到20宗，而大型和小型交易分别增长25%和23%，分别为

5宗和32宗。在大型交易中，产业投资者主导的股权收购是主流，主要集中在"综合物流"
和"港务管理"领域，各有2宗交易，另有1宗属于"物流智能信息化"领域。

交易特征

随着2024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旨在促进物流行业数字化和降低运营成本的政策，投资者对

这一领域的信心得到了显著增强。中型交易平均交易额同比上升81%至3.18亿元。尽管大

型交易的平均交易额略有下降至24.56亿元人民币，但物流行业的智能信息化以及快递快

运赛道，继续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由于没有千万级以下交易，2024年上半年的平均交易

额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最高纪录，达到了3.44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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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上半年，国家一系列规范和促进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政策法规的颁布，以及各省市智慧物流园区、新型配送试点、海外仓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物流行业并购交易继

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行业不同轮次交易数量大多处于上升趋势，但国内外市场和经济周期的不稳定性使得投资者更加关注企业的投资回报率，C轮及以后轮

次的交易金额和数量成倍增加；同时，能有效应对周期性波动风险、保持稳定增长的物流企业更受投资者的欢迎，战略投资/增资的交易金额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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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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上半年，股权收购类交易数量同比增加

107.7%，达到27笔；受到北部湾港这一大型交易的

影响，战略投资/增资交易金额同比增加超20倍。在

本期总交易金额和数量中，股权收购类交易依旧是

绝对主力，说明整合资源和提升竞争力是物流行业

交易的主旋律；注重长期价值和风险控制的战略投

资/增资类交易也备受投资者的关注。

• 由于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们更加偏好

商业模式和规模相对成熟的企业。2024年上半年C
轮及以后轮次的交易数量同比上升了150%，交易金

额同比上涨超4倍，其中有3宗超亿元融资，这些企

业在各自细分领域拥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

，让投资者关注到其发展潜力。

• 投资者参与A轮、B轮等中早期轮次交易的积极性受

到影响，由于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投资者的投

资行为更加谨慎，对于新兴创新型的企业，更多的

选择观望。

交易特征 2023年上半年和2024年上半年
各轮次交易金额占比情况

内环：1H2023
外环：1H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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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物流各细分赛道关注度和活跃度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物流智能信息化和综合物流赛道在交易数量方面依然保持着较为领先的地位；其他物流服

务和仓储物流赛道交易数量及金额同比均呈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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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回暖的投资环境下，为应对劳动

力匮乏、人力成本上涨以及物流行业对效率优化的迫

切追求，物流智能信息化依然是中国物流行业的增长

点。2024年上半年，物流智能信息化赛道交易数量

和金额同步均有所反弹，其交易数量在所有赛道里位

居第二。2024年上半年，物流智能信息化的交易数

量同比增加27%至19宗，交易金额同比增加387.1%
为33.67亿元。

• 随着中国物流行业环境的改善以及全国货物吞吐量持

续上升， 综合物流赛道的投资活动较环比虽稍有下

滑，但同比已有所反弹。综合物流赛道的交易数量同

比增至25%至20宗，位居第一。交易金额同比增加

约46.4%至81.6亿元。

• 快递快运赛道竞争趋白热化，以横向收购、数字化与

全球化投资为主导趋势。2024年上半年快递快运赛

道共发生4宗交易，交易活动热度同比小幅回升。

• 物流仓储赛道竞争格局日趋稳固，市场上的优质投资

机会变得日益稀缺。2024年上半年，物流仓储赛道

交易数量增加至4宗，交易规模增加至6.79亿元。

内环：1H2023
外环：1H2024

交易规模占比 1H2024vs 1H2023

交易数量占比 1H2024 vs 1H2023

内环：1H2023
外环：1H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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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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资本市场整体低迷的形势下，得益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的贯彻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降低物流成本、深化数智化转型，物流智能信息化赛道的投资活动

已展现出逆势增长的反弹势头。2024年上半年，该赛道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均实现了同比增长。面对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攀升以及物流行业对效率提升的迫切需求，

智能物流信息化已成为中国物流行业的一个关键增长动力，持续吸引着投资者的积极布局。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 物流智能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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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智能信息化并购交易金额及数量

• 2023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规模再创新高，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整体呈波动

下降趋势，单位GDP必需的物流成本下降

，物流智能化企业受投资者关注度增加。

• 2024年上半年交易数量和金额同比均有所

上升，其中数量同比增加4宗，金额同比增

加387%达到约33.7亿元。在2024年上半年

的19宗交易中，有11宗交易依然是投向以

新石器、国自机器人、粤十机器人为代表

的物流设备智能化领域。投资者继续看好

物流智能设备赛道对提高商流企业流通效

率的持续影响。

• 物泊科技、宇锋智能等业务智能平台作为

数据分析、角色支持角色，显著优化物流

行业各个环节，投资人通过股权增资、收

购进行业务及资源整合。2024年上半年交

易数量同比上升100%至6笔，受物泊科技

增资金额较大所影响，该领域交易金额同

比上升836%至约20亿元。

交易特征

平均
交易额

212 555 1,057 526 265 991 144 1,207 810 181 220 92 46 56 177 

数据来源：清科、投中、汤森路透及普华永道分析

菜鸟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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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需求的强劲、电商平台销售的支撑、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优化等背景支持下，2024年上半年综合物流的交易金额和数量自2023年以来持续回暖。面对全球地缘政治

与经济的不稳定性，供应链物流、水路海运及货运代理等领域的横向并购已成为引领该赛道增长的核心动力。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 综合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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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流并购交易金额及数量

平均
交易额 352 3,022 442 752 641 305 994 623 1,302 1,944 1,068 170 348 377 408 

东方
海外

嘉里
物流

利丰
物流

• 随着中国物流行业的运营环境不断优化和全国货物吞吐

量的稳步增长，2024年上半年综合物流赛道的市场活

力得到显著恢复，交易额和交易量同比均录得上升。其

中，交易额同比增长46.4%。在5宗大型交易中，综合

物流赛道独占两席，有效推动了该赛道平均交易规模同

比增长17%，达到4.08亿元。

• 2024年上半年，投资交易数量同比增加至20宗。产业

投资者作为综合物流赛道的主要驱动力，其中的8宗为

控股型收购。这一趋势，映射出投资者对综合物流领域

的持续关注，通过战略性并购活动来巩固和扩展其业务

领域，以此增强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 2024年上半年，受益于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实现物

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流程的高效运作的需求，供应链物

流赛道抬升势头，交易数量同比增长100%，以6宗交

易领跑综合物流赛道。目前，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的烈

度依然居高不下，企业为提高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和市

场适应性，积极构建更为稳健和灵活的全球供应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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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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卷化与全球化交织的宏观背景下，主流企业通过收购夯实核心竞争力，数字化和全球化成为快递快运行业的主导趋势。尽管资本市场环境持续低迷，快递快运领域的

交易机会较历年高峰有所缩减，但与2023年同期相比，2024年上半年的交易活动热度已呈现小幅回升，交易量增至4宗，该赛道仍保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和市场潜力。

细分赛道并购交易趋势 - 快递快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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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快运并购交易金额及数量

• 快递行业趋于迈向寡头垄断时期，资本环境持续偏冷， 
2024年上半年投资者在快递快运赛道的交易活跃度较高峰

年度低迷，但交易数量同比、环比都有所上升，2024年上

半年交易数量同比上升2宗至4宗。

• 快递包裹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市场环境持续变化。2024
年6月，百世集团以3.9亿元的交易对价，正式与买方集团

签署了私有化协议。此举预期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与压力

，或将提升公司经营效率，并为行业格局变化埋下伏笔。

• 2024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激增23.1%，总量突破800
亿件。随着业务增长，快递单价降低和单票收入缩减，迫

使行业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等技术革新提升配送效率、客

户粘性和服务精确性。在此期间，专注于集装箱公路运输

的数字化平台的鸭嘴兽公司完成D轮融资，资本注入为企业

优化国内布局和加速海外扩张提供了强劲动力。

• 2024年5月，易达资本携手中东财团对极兔速递增资，此举

彰显了快递快运企业借助融资力量，加速其国际化战略的

步伐，致力于在全球物流市场中显著提升竞争力和品牌影

响力。

交易特征

京东
物流

极兔
快递

平均
交易额 1,453 1,182 3,211 155 1,002 156 746 1,195 3,122 4,223 1,959 330 593 82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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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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物流行业正处于快速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一方面随着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物流需求整体稳中向好，市场存在巨大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大数据、AI人工

智能等技术创新也将推动行业智慧化升级。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争端问题依然在外部制造不确定性，中国物流企业将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在持续的技术创新、

上下游合作联盟和政策支持鼓励下，寻求新的业务机会和发展空间。

中国物流行业细分赛道趋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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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智能信息化

• 智慧物流走向商业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增加，使得

智慧物流的商业化拥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目前，自动驾驶、港口自动

化、智能分拣和无人配送等新兴技术和模式逐步走向商业化应用。智

慧物流的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从SaaS平台延伸至合作共建物流生

态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和效率提升。

• 物流智能设备迭代升级：2024年多个城市启动的智慧物流园区项目，

除此之外对物流园区的老旧分拣设备更新、智慧物流枢纽建设和物流

园智能化改造等，推动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快递快运

• 快递供给质量改善，快递价格战阶段性缓和：2024年快递需求增速超出预期，单票价格降幅收窄，价格战阶段性缓和；2024年3月1日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对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

以及快递服务站划出红线，在市场秩序、快递服务、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等方面进行规范，快递行业正加速告别粗放时代。

• 头部企业竞争加剧，纷纷加码“大同城”及无人车：2024年各家企业先后推出经济圈半日达服务产品，越来越多基层网点投用无人车降低末端成本、提升运行效率。

综合物流

• 跨境物流运费或将继续走高：2024年上半年中东危机持续发酵，

叠加需求端欧美补库存周期的开启以及航线进入长签约季，全球多

个港口出现拥堵和延迟，航运价格持续走高。4月以来，欧美航线

运价暴涨超50%，涨幅达到1,000美元至2,000美元。红海局势持续

紧张，迫使大量集装箱船绕航，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加长，集装箱

及船舶周转率下滑，海运运力损失29%左右。国际集运市场的量价

齐升阶段或持续至年底，地缘政治冲突、极端天气、旺季拥堵等可

能再次爆发。

• 供应链物流可持续发展与反脆弱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深度

重构，可持续性成为未来供应链的核心战略趋势之一。由于大数据

有助于降低供应链风险，供应链弹性和供应链可持续性是未来供应

链管理的重要探索方向。

城市新零售物流

• 聚焦无人配送市场：2024年上半年，无人配送市场快速发展，无人

配送车的应用不断拓展。资本普遍看好无人配送领域，各方开展了

广泛的合作，共同推动无人配送的发展。

• 冷链物流企稳向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断增长：随着冷链物流需

求的稳步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高标准冷库、新能源冷藏车及智

能化、信息化设备等具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物流仓储

• 赛道面临挑战，流通库存水平较低：截至2024年6月，中国仓储指数

为48.5%，仓储需求回升动力相对偏弱，商品周转效率减慢，行业运

行面临一定压力，投资者出手较为谨慎。

• 物流数字化和跨境电商的发展带来机遇：通过实时物流(RTL)系统、

智能仓储设备等数字化物流仓储基础设施，中国物流仓储企业将提升

效率降低成本；境内外电子商务的快速成长，对内仓储网点延伸至二

三线城市，对外海外仓“多快好省”的优势使得需求量爆发，行业将

诞生一批小而美的资源型仓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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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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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行业投资趋势特点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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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物流”推动国际网络布局扩大

• 跨境物流作为支撑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基础设施，正在经历由国货品牌出海、供应链出海和跨境电商三大因素驱动的快速发展。目前跨境物流的链条较长且资源

分散，近年来跨境物流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但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为跨境物流带来新的机遇。

• 随着政策的鼓励和指导，跨境物流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除了出海收购海外企业，本土跨境物流公司也将崭露头角，而跨境电商的兴起，加快了直邮专线与第三方

海外仓模式的发展，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绿色物流”带来广泛的市场关注度

• 2024年初，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标规范和监督措施，以推进物流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注重节能减排和绿色实践的物流企业不仅有效的降低了运营成本，还

整体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可持续发展成为物流行业的重中之重。

• 低碳环保配送车、绿色仓储以及整个供应链环节的绿色化，或将成为投资关注的重点，属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智慧物流”深化数智化转型

• 近年来得益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物流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智慧物流体系的构建涉及多个关键技术

和创新模式，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和服务品质。

• 未来，智能物流将提升多式联运的运行效率，推动多式联运关键数据共享，从而优化国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如自动驾驶货车通过智能多式联运货运和转运解决方

案，进一步增强物流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潜力。

“快递快运”需求量持续增加

• 传统电商、内容电商、社交平台等电子商务的多元化发展对快运行业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随着线上购物需求的增加，快运行业需要不断扩展其物流网络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订单量。零售产品的数字化拓展，如外卖、生鲜等，推动了快递运用场景的多元化。

• 未来资本将关注成熟的头部企业，通过整合资源、优化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加强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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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张锐

普华永道中国物流行业

交易服务主管合伙人

+86 (20) 3819 2274

roger.zhang@cn.pwc.com

黃念慈

普华永道香港地区运输与物流业

审计合伙人

+852 2289 2897

elizabeth.nt.wong@hk.pwc.com

朱焕发

普华永道中国

交易服务高级经理

+86 (20) 3819 2506

frank.h.zhu@cn.pwc.com

廖伟宁

运输与物流行业主管合伙人

普华永道中国

+852 2289 2348

tracey.liao@hk.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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