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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加包含本次演示的会面，或通过阅读演示材料，阁下同意受以下限制约束：
• 本次演示所涉及的信息由极兔速递环球有限公司（“公司”, 与其子公司及综合并表实体合称“集团”）的代表为集团在投资者会面中的演示而准备，旨在提供信息。此演示包含了第三方研究获

得的数据和信息。公司并未对这些来源获得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独立验证。本次演示所含任何部分不得构成或作为任何合同、承诺或投资决定的基础或者依据。 
• 任何人均未对本材料所包含的任何信息或意见的公正性、准确性、完整性或正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陈述或保证，任何人也不应依赖本材料所包含的任何信息。本材料无意提供（阁下亦

不应依赖本材料将提供）关于集团财务、业务、发展前景的完整而全面的分析。无论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控制人、董事、管理人员、合伙人、雇员、附属人士、代理人、顾问或代表，均无须为
由本次演示或其内容引起的或其它与本次演示相关的任何损失承担义务或责任（不论基于疏忽或其他原因）。

• 本次演示基于现行有效的经济、法律、市场及其他条件。本演示材料所载的信息可能会更新、完善、修改、验证和修正，且此信息可能会进行重大更改。后续发展可能会影响本次演示中包含的
信息。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控制人、董事、管理人员、合伙人、雇员、附属人士、代理人、顾问或代表均无义务对本材料中包含的信息予以更新、修订或确认。 

• 在本次演示中传达的信息包含一些具有或可能具有前瞻性的陈述。这些陈述通常包含“将要”、“可能”、 “期望”、“预测”、“计划”和“预期”及类似含义的词汇。前瞻性陈述就其性质
而言包含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其涉及并依赖于将在未来发生的事件和情况。可能另有一些重大风险尚未被公司认为构成重大风险，或公司及其顾问或代表尚未意识到该等风险。针对这些不确
定因素，任何人不应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公司没有责任更新前瞻性陈述或修订其以反映未来的事件或发展。 

• 本次演示中包含的集团财务数据系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除非另有说明），该准则在某些重大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认会计准则。本次演示中包含某些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财务业
绩指标，例如“经调整净亏损”或“经调整EBITDA”。该等指标的提出是由于公司认为其有助于确定公司经营业绩。但是，该等指标不应被视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替代、流动资金的计量、
净利润的替代，也不应视为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得出的其他计量方法而产生的反映公司业绩的指标。由于该等指标并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衡量指标，因此其不能与其他公司提出的类似名
称的指标相比较。

• 本次演示及于此所载资料并不构成或组成任何对公司证券的出售要约或发行或对公司或归属于任何司法管辖区的任何子公司或关联方的证券的购买或认购要约的招揽或邀请的一部分。本次演示
不包含任何可能导致其（1）被视为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香港法例第32章）第2（1）条（“《公司条例》”）所指的招股章程，或《公司条例》第38B条所指的广告或招股章程的
摘录或节本，或载有《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103条所指的广告、邀请或含有广告或邀请的文件，或（2）在香港，于未遵守香港法律或未能援引香港法律项下可获得的任何豁
免的情况下向公众发出的要约，且如有实质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本公司证券未曾且将不会根据经修订的《1933年美国证券法》（“《证券法》”）或美国任何州的法律进行注册。本次演示不构成在美国购买或认购证券的任何要约或邀请或该等要约或邀请的一
部分，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美国（包括其领土和属地、美国任何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或进入美国分发。除在豁免于或不受《证券法》登记要求的交易中，本公司证券不会在美国发行或出售。
公司的证券不会在美国进行公开发售。通过审阅本演示材料，阁下将被视为已表示并认同阁下及阁下代表的客户(i)为《证券法》144A规则定义下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或(ii) 打算参与任何“离岸交
易”投资（如《证券法》S条例所定义）的美国境外人士（《证券法》S条例项下的）。阁下并将被视为已表示并认同阁下及阁下代表的客户是《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及该等条
例下制定的规则所定义之向专业投资者。

• 本次演示及于此所载资料仅提供给阁下作为参考，应严格保密，且不得被全部或部分的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以任何方式分发给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在本次演示中出现的任何信息或本次演示材料
的任何副本均不能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香港或任何有相关禁止性规定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直接或间接地复制或传播给任何人。任何对以上限制的违反都可能构成对美国或其他国家
证券法律的违反。本演示材料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不构成对任何的金钱、证券或其他对价的招揽，且任何基于本演示材料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而提供的金钱、证券或其他对价均不会被公司接受。 

• 通过参加本次演示，阁下确认您将完全自行负责对集团市场地位以及市场的评估，并且阁下将自行进行分析并对集团业务的未来表现形成自己的观点或看法。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属机构、控
制人、董事、管理人员、合伙人、雇员、代理、代表或以上人士的顾问对于阁下或本材料信息披露的对象对本材料中包含的信息的使用或信赖不承担任何责任。任何基于某拟议证券发售而购买
证券的决定（如有）应当仅仅基于为该发售而准备的发售通函或招股章程中的信息而做出。在任何情况下，有关各方都应自行对集团和本材料所载数据进行调查和分析。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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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第一节



我们的全球覆盖网络

237 
个转运中心(3)

>9,600 
辆干线运输车辆(3) 

（>5,100 辆自有
干线运输车辆)(3)

~3,900 
条干线运输路线(3)

在七个东南亚国家实

现网络全面覆盖(2)(3)

新市场(4)地理

覆盖率(2)(3)>95%

中国地理覆盖率
 (按县区划分)(2)(3) 

>99%

注：
1. 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和新加坡
2. 根据国家和区县
3.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4. 新市场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墨西哥、巴西和埃及

快递服务覆盖13个国家，在东南亚(1)和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且成功发展至拉丁美洲及中东

业务回顾 5



中国东南亚 新市场

注：行业资料来源于弗若斯特沙利文

抓住所在市场电商和快递发展的巨大机遇

十亿件

14.8 
26.0 

2024E 2028E

复合年增长率：15.0%

十亿美元

233.4 448.1 

2024E 2028E

复合年增长率：17.7%

21.2% 33.0%

十亿件

142.6 211.0 

2024E 2028E

复合年增长率：10.3%

十亿美元

2,206.1 3,294.7 

2024E 2028E

复合年增长率：10.5%

31.1% 38.6%

十亿件

4.7 
9.2 

2024E 2028E

复合年增长率：18.3%

十亿美元

138.4 
299.2 

2024E 2028E

复合年增长率：21.3%

17.7% 32.5%

电商零售交易额

总包裹量

受益于各地零售重心向电商转移，东南亚、中国和新市场的快递服务需求持续增长

业务回顾

电商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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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回顾

1.6%

6.0%

2022 2023

市场份额(1)

22.5% 25.4%

+ 2.9%

10.9% 11.6%

+ 0.7%

+ 4.4%

49.1

230.3

2022 2023

12.0
15.3

2.5
3.2

包裹量

（十亿件）

（十亿件）

（百万件）

同比+ 28.9%

同比+ 27.6%

同
比

+ 3
69

.0%

东南亚

中国

新市场

公司和行业包裹量增速

  28.9% 
公司包裹量增速

  1 .4 4  
 行业

%
包裹量增速

＞

2023

  27.6% 
公司包裹量增速

  19.4% 
 行业包裹量增速

＞

2023

  369.0% 
公司包裹量增速

  25.0% 
 行业包裹量增速

＞

2023

注:
1. 按包裹量
2. 行业资料来源于弗若斯特沙利文

业务回顾 7



6.4 7.0 7.0 7.1

7.3
8.5

10.2
9.4

2022 2023

28.4
33.5

35.7
34.1

30.0

41.2
46.2

50.5

8.7 76.0
175.7

274.3323.2

594.4
791.0 808.4

Q1 Q2 Q3 Q4

日均包裹量

业绩回顾

东南亚

中国

新市场

(百万件)

(百万件)

(千件)

业务回顾

§ 2023年包裹量实现显著增长，与电
商合作伙伴共同成长

§ 2023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网络承载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
的市场需求

§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品牌形象，
以增强获客能力

§ 深化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包裹量结
构改善，积累优质客户群

§ 公司抓住电商市场增长机遇，并成为
社交电商赋能者，包裹量强劲增长

§ 2023年Q4公司一个重要电商客户因配
合政府政策调整，包裹量贡献不及预
期。该客户已于2023年底恢复正常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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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2

2022 2023

连续四年稳居东南亚快递市场第一(1)

• 于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快递市场排名第一
• 2023年市场份额25.4%(1)，较2022年提高2.9个百分点

包裹量的增长及驱动因素 东南亚处于领先地位 连续四年东南亚快递市场第一

2023年东南亚快递市场包裹总量: 128亿件     2023年极兔东南亚市场包裹量: 32亿件

（东南亚市场包裹量，十亿件）

1.2 

2.2 

2.5 

3.2 

2020

2021

2022

2023

（东南亚市场份额）

25.4%

22.5%

22.3%

业务回顾

16.4%

包裹量
（十亿件）

同比 +28.9%

• 抓住电商增长机遇、优质的服务质量、有竞争
力的价格

• 2023年自建物流占比达到较高水平，但随着电
商竞争加剧，电商平台降低履约成本的需求更
加迫切。公司作为独立电商赋能者，能够集成
所有电商平台的单量，以规模效应和复制中国
快递经降低快递成本，从而协助电商平台提升
竞争力，助力东南亚电商渗透率的提高

注：
1. 按包裹量
2. 行业资料来源于弗若斯特沙利文

25.4%

21.0%

8.8%

6.4%

5.9%

J&T

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2023年按包裹量计的市场份额）

第三方物流商
电商平台自建物流

9



22.9%

16.1%

14.3%

13.3%

12.1%

11.6%

公司 E

公司 F

公司 G

公司 H

公司 I

J&T

巩固在中国的行业地位，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包裹量的增长及驱动因素 成为市场前6大物流服务提供商(1)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2023年中国快递市场包裹总量: 1,321亿件

（2023年按包裹量计市场份额）

• 2023年交付包裹达153亿件，同比增长27.6%
• 市场份额持续提高，2023年市场份额达11.6%(1)，较2022年提升0.7个百分点

业务回顾

12.0
15.3

2022 2023

（十亿件）

同比 27.6%

包裹量

• 深化与现有电商用户的合作，同时拓展与更多
电商平台的合作关系

•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品牌形象，以增强获
客能力；电商平台结构改善，积累优质客户群

• 多元化产品及服务，扩大客户群覆盖

注：
1. 按包裹量
2. 行业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国家邮政局 

2.1 

8.3 

12.0 

15.3 

2020

2021

2022

2023

     2023年极兔中国市场包裹量: 153亿件

（中国市场份额）

11.6%

10.9%

7.7%

2.5%

（中国市场包裹量，十亿件）

加盟模式

区域代理模式
直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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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面单
VIP防水面单

优转优派
中转不留仓 末端优先派

绿色通道
优先交件 高效转出

 99.43  98.97  98.10  98.07  97.81  97.65  97.43  96.21 

 90.17 

J&T 公司G 公司L 公司K 公司E 公司H 公司J 公司F 公司I

中国服务质量提高，产品多元，客户结构优化

• 2023年公司申诉率(1)、申诉处理综合指数(2)等服务质量指标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 持续拓展下沉市场，凭借不断优化的服务质量，多元化产品，优化客户结构

业务回顾

平均申诉率

申诉处理综合指数

2023年

2023年
行业均值：97.09

 0.5  0.6  1.1  1.5  1.6 
 3.3  4.3 

 8.4 

 18.8 

J&T 公司E 公司G 公司H 公司F 公司J 公司K 公司I 公司L

行业均值：4.5

注：
1. 申诉率指每百万单从客户收到的申诉单量，数据来自中国国家邮政局
2. 申诉处理综合指数的评估参数包括一次性解决率、逾期率、企业非标准响应率、企业虚假响应率、工作满意度，数据来自中国国家邮政局

服务质量指标行业领先 合作品牌客户数量大幅增长 重点项目突破

• 成立专项计划进行品牌客户开拓，提升公司
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 在鞋服行业发达的福建，公司通过拜访与交
流，与多个著名鞋服品牌先后建立合作关系，
并在合作过程中获得品牌客户的认可，主动
将合作推广至全国

持续扩展下沉市场：持续扩展对乡村地区和偏远
地区的覆盖，在下沉市场获得业务增量，并解决
当地物流配送难题
(1)助农项目：对农产品包裹设置绿色通道，缩减
运输时间
(2)集运项目：与电商平台合作，承运偏远地区集
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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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场业务快速发展

• 2023年交付包裹达2.3亿件，同比增长369.0%，市场份额达6.0%(1)

• 赋能电商合作伙伴在新市场的迅速发展

业务回顾

• 2023年新市场快递市场包裹总量：38.7亿件

（新市场包裹量，百万件）

49.1 

230.3 

2022

2023

（新市场市场份额）

6.0%

1.6%
排名第一

包裹量的增长及驱动因素 业务量和市场份额快速提升

在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均排名前五(1)

与合作伙伴共同成长

（百万件）

49.1

230.3

2022 2023

同
比

 36
9.0

%
包裹量

• 抓住电商行业尤其是跨境电商的增长红利

• 扩展与TikTok、Shein、Temu等在新市场增
长迅速的国际化电商平台及Noon等本土电
商的合作关系

• 持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承载能
力

注：
1. 按包裹量
2. 行业资料来源于弗若斯特沙利文

（百万件）

国际电商客户

本土电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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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回顾

第二节



财务回顾

我们的财务亮点

注﹕
1.  经调整EBITDA为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其定义为年/期内（亏损）/溢利加回1)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和开支、2)本公司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3)折旧与摊销、4)上市开支、5)财务收入、6)财务成本、7)年内所得税开支

~14%
2023年经调整EBITDA率为

14.3%，相较2022年提升 0.4个
百分点

中国经调整EBITDA(1)

转亏为盈
包裹量增长高于

行业水平
清晰的盈利路径

东南亚稳健的利润率

单票收入保持稳健

单票成本持续下降

单票经调整EBITDA转亏为盈

总毛利率
2023年转正

  28.9% 
公司增速

0.34美元
2023 

0.34美元
2023

0.002美元
2023

0.34美元
2022

0.40美元
2022

(0.03)美元
2022

5.3%
2023

(3.7%)
2022   

行业增
14.4%

速

东南亚

公司一家重要电商客户因配
合政府政策调整，在第四季
度包裹量贡献不及预期，对
23下半年盈利产生一定影响

该客户已在 2023年底恢复正
常运营

集团经调整EBITDA利率
2023年转正

1.7%
2023 

(12.3%)
2022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23转正

3.4亿美元
2023 

(5.2)亿美元
2022

  27.6% 
公司增速

   
行业增
19.4%

速

中国

    
公司增速

   
行业增

369.0% 25.0%
速

新市场

盈利路径得到验证新市场增长迅速
毛利转正

收入同比增长299.7%

3.3亿美元
2023 

0.8亿美元
2022

毛利 2023年转正

170万美元
2023 

（0.2）亿美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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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量增长驱动收入增长

东南亚

中国

新市场

业务板块收入

2,381.7 2,633.4
1,203.8 1,387.3

(百万美元)

• 灵活的定价策略，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 抓住抓住电商市场快速增长和社交电商
兴起的机遇

• 抓住跨境电商机遇

• 包裹量同比增长369.0%

业务表现的主要驱动因素

2022 2023

东南亚

中国

新市场

跨境

总收入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32.8%

• 件量结构优化，单票收入保持稳定

• 服务质量提升、与电商平台拓展合作、
客户群体多元化

财务回顾

同比 10.6 %

同
比

 21
.8%

跨境

4,096.2
5,229.3

2,136.0
3,026.2

同比 27.7 %

(百万美元)

• 公司战略调整，跨境小包业务在23年第
四季度关停

• 跨境货代业务表现平稳

81.8

326.8

69.9
194.0

707.8 659.8
455.1

211.3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同比 299.7 %

同比 -6.8 %

29.8%

56.4%

59.1%

9.7% 7.4%

3.7%1.1%

7,267.4

8,849.3同比 15.2 %

同比 41.7 %

同比 177.4 %

同比 -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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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单票效益健康

东南亚单票效益

(美元/单票)

• 单票收入有所下降，主要因为公司提供灵活性的定价策略，以便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 公司将中国快递经验运用到东南亚，优化各环节运营效率，降低单票成本

• 单票毛利同比有所下滑，原因是单票收入减少超过单票成本的下降

财务回顾

0.95

0.81

0.93

0.77

0.76
 0.67 

0.73
0.63

0.19
0.14

0.20
0.14

0.13  0.12 0.13 0.11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单票收入 单票成本 单票毛利 单票经调整EBITDA

东南亚单位成本的主要构成

(美元/单票)

• 揽件及派件成本同比下降：根据本地运营情况调整网点密度和位置，对网点进行
整合，提高网点运营效率

• 运输成本同比下降：建立自营车队，整合自有车辆和第三方运输商车辆资源，优
化路线规划，提高车辆装载率

• 分拣成本相对稳定：对转运中心进行合并及优化，降低单包裹中转次数，在关键
转运中心增加自动化分拣设备，提升分拣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0.43
0.40

0.43 0.41

0.22
0.17

0.20
0.15

0.09 0.09 0.09 0.08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揽件及派件 运输 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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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单票效益扭亏为盈

中国的单票效益

• 尽管2023年中国的环境充满竞争，但随着公司自己件量结构的优化，单票收入保持稳定

• 单量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运营上的精细化管理，单票成本下降

• 单票毛利转亏为盈，主要因为在保持单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单票成本降低

财务回顾

(美元/单票)

中国单票成本的主要成分

0.20 0.20 0.19
0.21

0.09
0.07

0.09
0.07

0.08
0.06

0.07
0.05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揽件及派件 运输 分拣

• 揽件及派送成本相对稳定：末端派送费用全年相对稳定，下半年同比小幅上升

• 运输成本同比下降：增加自有车辆数量，根据季节性波动、不同种类商品淡旺季波动，进行
线路优化

• 分拣成本同比下降：持续优化管理，如自动化设备更新迭代、通过培训提供人员操作效率、
规范循环贷使用等

（美元/单票）

0.34

0.34

0.33

0.34
0.40

0.34

0.39

0.33

(0.06)
 0.004 

(0.06)
 0.009 

(0.03)  0.002 

(0.08)

 0.009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单票收入 单票成本 单票毛利 单票经调整EB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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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场单票效益不断改善

新市场单票效益

(美元/单票)

• 单票收入有所下降，主要因为来自不同电商平台包裹量结构的变化

• 单票成本同比下降，主要因为包裹量快速增长，规模效应初现

• 单票毛利2023年转正

财务回顾

1.67
1.42

2.05

1.41

(0.38)

0.01 

(1.50)

(0.35)

2022 2023
单票收入 单票成本 单票毛利 单票经调整EBITDA

新市场单位成本的主要构成

(美元/单票)

• 揽件及派件成本有所下降：规模效应初现

• 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主要因为规模效应，装载率提升

• 分拣成本保持稳定：2023年仍为投入阶段，公司持续巩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
络承载能力

0.93
0.84

0.71

0.26

0.24 0.24

2022 2023
揽件及派件 运输 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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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显著提升

476.0 470.3 
253.0 250.2 

20.0% 17.9%
21.0%

18.0%

合计

东南亚

中国

（百万美元）

• 单票收入稳定、单票成本持续下降，使得中国首次实
现毛利和经调整EBITDA盈利

• 服务质量的提高、品牌形象的改善，使得公司客户群
体多元、客户结构更加优化

• 灵活的定价策略，以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 单票收入和成本同步下降，保持稳定、健康的盈利水平

• 23年第四季度的盈利受到一家重要电商客户的影响

• 公司战略调整，跨境小包业务在23年第四季度关停，产
生了如人员离职补偿、合同中止违约金、保证金损失
等一次性费用。公司预计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业务表现的主要驱动因素毛利及毛利率

331.6 375.7 
174.8 191.6 

13.9% 14.3% 14.5% 13.8%

经调整EBITDA和经调整EBITDA率(1)

新市场
• 新市场件量翻倍增长，规模效应初现，毛利扭亏为盈，

亏损收窄

（百万美元）

财务回顾

跨境

(664.8)

58.8 

(396.9)

75.9 

(16.2%)

1.1% 

(18.6%)

2.5% 

(722.7)

30.7 

(500.5)

75.7 

(17.6%)

0.6% 

(23.4%)

2.5% 

(19.1)

1.7 

(8.4)

25.1 

(23.3%)

0.5% 

(12.1%)

12.9% 
(73.7) (81.7)

(45.1) (26.5)

(90.2%)
(25.0%) (64.5%)

(13.7%)

(62.4) (58.0) (51.8)
(72.0)

(8.8%) (8.8%) (11.4%) (34.1%)

(95.1) (107.0)
(78.0) (95.7)

(13.4%) (16.2%) (17.1%)
(45.3%)

(270.2)

472.8 

(204.2)

279.3 

(3.7%)

5.3% 

(5.3%)
5.8% 

(894.1)

146.7 

(755.4)

107.5 

(12.3%)

1.7% 
(19.5%)

2.9% 

2022 2023 2022 2023

• 在东南亚稳定的盈利能力及中国扭亏为盈的驱动下，
2023年公司在毛利和经调整EBITDA层面均实现盈利

注﹕
1.  经调整EBITDA为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其定义为年/期内（亏损）/溢利加回1)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和开支、2)本公司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3)折旧与摊销、4)上市开支、5)财务收入、6)财务成本、7)年内所得税开支

2022H2 2023H2 2022H2 2023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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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回顾

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经营杠杆提升

 814.2 
 695.0 

 548.4 

 354.0 

11.2% 7.9%
14.2%

7.3%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1. 调整方法为剔除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及开支分别在2022年、2023年、2022年下半年及2023年下半年的281.4百万美元、1,462.4百万美元、20.8百万美元及35.6百万美元的影响

(百万美元)

经调整销售、一般及行政开支(1) 及其占收入比

• 经调整销售、一般及行政开支占收入比从2022年的11.2%下降为2023年的7.9%，公
司运营效率提升

• 2022年、2022年下半年经调整销售、一般及行政开支中包含商誉减值117.5百万美
元、117.5百万美元

• 2023年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销售、一般及行政开支包括向现有C1和C2轮优
先股股东支付的13亿美元非经常性股权支付，作为与D轮融资相关的估值调整的
一部分，我们预计后续不会有类似的安排

研发费用及其占收入比

44.5  46.1 

 23.6 
 27.2 

0.6% 0.5%
0.6% 0.6%

2022 2023 2022H2 2023H2

(百万美元)

• 研发费用的绝对值相对稳定

• 截止2023年底，全球拥有超1,600名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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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

• 折旧和摊销主要包括车辆、设备、固定资产，以及
IFRS 16规定下某些物流设施的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
用

• 2023年折旧与摊销略低于2022年，主要因为2022年进
行了百世快递中国整合，整合后的资产不再继续进
行折旧和摊销

业务表现的主要驱动因素

物业、厂房
及设备

折旧和摊销

（百万美元）

• 物业、厂房及设备的上升是由于公司对其全球网络
的持续投资

• 资本支出主要与在物业、厂房及设备，无形资产和
投资物业方面的投资有关

• 2023 年的资本支出，主要是自动化设备升级、购置
自有车辆，承诺支出中主要为自建转运中心项目中
已签订合约但尚未发生的支出

• 对于土地、自建转运中心谨慎投资

资本支出
及承诺支出

财务回顾

 1,052.9 
 1,178.7 

2022/12/31 2023/12/31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580.7 
 474.6 

 11.7  134.9 

承诺支出

 505.9  481.5 

2022 2023

592.4 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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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的资本支出和健康的现金水平

• 未偿借款主要包括于2025年到期的10亿美元金融机
构借款(3)以及与日常运营相关的银行借款

• 这些借款由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某些子公司提供担保

业务表现的主要驱动因素

注：
1. 自由现金流的计算方式是将经营现金流减去资本支出
2. 现金结余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以及受限制现金
3. 利率为5.75%

自由现金流(1)

借款

（百万美元）

• 2023年经营活动现金流转正，为3.4亿美金

• 自由现金流占收入的百分比显著提高

• 账上保持充裕的现金

• 可覆盖现有的有息债务，包括银行贷款及来自金融
机构的借款

现金水平(2)

 1,098.4 
 1,282.5 

财务回顾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2022/12/31 2023/12/31

(1,100.5)

(132.6)

(15.1%)

(1.5%)

自由现金流 占收入的百分比

2022 2023

 1,583.8  1,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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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第三节



核心竞争力

2 独立的电商赋能者，高效连接商家及消费者

3

4 强适应性的技术系统且持续创新以赋能全球运营

6

可扩展的区域代理模式推动所有市场的迅速渗透及增长

富有企业家精神及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区域代理，致力于培养领导者并促进我们网络的发展

克服东南亚运营挑战，持续引领东南亚市场1

满足区域客户及市场需求的优质服务5

24



克服了东南亚运营挑战，连续四年排名第一(1)

运输A

• 缺少电子银行服务

• 电商零售市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付款和结算B

• 东南亚有较多岛屿分布广泛且偏远的群岛国家

• 缺少运输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和机场）

地址C

• 地址信息模糊及不同语言间的障碍

• 难以触达偏远地区

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

升级地址数字化系统，提高派送 
效率和准确性

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及网络， 覆
盖竞争对手无法触达的区域

已建立专为东南亚电商市场设计的
覆盖最广泛的代收货款服务（CoD）

1

• 我们通过强大的网络，配套服务和专有技术应对东南亚市场的独特挑战。这些挑战创造了进入壁垒并为极兔提供了机会
• 我们曾经帮助电商平台进入传统物流服务商服务不足的地区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注：
1. 按包裹量，数据来源为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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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领先的电商平台及短视频/直播平台合作

2

• 保持电商平台中立且多元
• 经验证的赋能电商平台增长的历史往绩，并通过庞大的网络，可靠的服务及当地专业知识提供可靠且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快递服务
• 专注发展技术以整合我们与合作伙伴的服务

领先的电商平台 短视频及直播平台

独立的电商赋能者，高效连接商家与消费者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26



独特的区域代理模式

传统快递业务模式 极兔速递的区域代理模式

直接运营

加盟商模式

直营网点及服务站 直营网点及服务站

总部

加盟商 加盟商

总部

国家总部

加盟商

• 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传承者

• 熟悉当地文化，拥有当地运营的经验

• 利益协调，包括于总部及/或区域运营实体持有股权

区域代理

直营网点及服务站

• 制定总运营策略与执行方案

3

• 基于本地运营网络，开创了独特、高度可扩展的区域代理模式
• 区域代理模式使我们保持利益与文化一致并实施强大的运营控制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27



JMS系统通常可在3个月以内在新
市场搭建完成

数据分析工具助力全球13个国家
运营管理

强适应性的技术系统且持续创新以赋能全球运营4

00:
00

个性化 API 与用户界面先进的系统支持高度自动化快递分拣处理

自研全球统一系统

专有平台

灵活、高度可适应系统
可扩展 本地化管理工具

精密金融流程管理与   
客户服务平台

高效资源管理平台

地址电子化平台

网站 客服中心APP 电商API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28



4

自研且自主管理地址数据库

高效资源分配

可靠的工具以及全天候稳定的
技术支持

不断开发、维护不同国家数据库

自研且自主管理地址信息化系统

地址映射算法

结构化数据输入

自动更正、填充、关联及清理功能

自动化且
准确

减少成本 适应业务扩展

灵活且本土化

一体化
系统

―

<  
>

> 
__

东南亚采用九字码技术并拥有自研地址数据库 中国拥有集成并整合主流地址数字化算法功能的先进系统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强适应性的技术系统且持续创新以赋能全球运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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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处理工作综合指数
99.4 97.1 

行业均值

注:
1.  根据中国国家邮政局披露数据

满足区域客户及市场需求的优质服务

针对印度尼西亚时效要
求较高的包裹，可达该

国最偏远岛屿

率先在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西亚提供365天营业和

24小时客户服务

呼叫系统每周运营七天，
在营业时间内提供实时

援助

中国服务质量指标行业领先(1)东南亚地区成就

持续优化时效和服务质量，以赢得客户信任和市场认可，
公司在泰国和菲律宾为iPhone手机提供首发快递服务

2023年平均包裹运输时间缩短6.5%

5

东南亚覆盖范围最广
的代收货款服务，解
决线上买家无法使用
数字支付服务的挑战

实施业界领先的一小时
退款政策

• 我们提供满足本地客户及市场需求的优质服务
• 规范及控制整个网络的服务质量并根据本地市场需求提供配套服务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平均申诉率
2023年  

行业最低(1)

1

          百万单申诉率
0.5 

4.5 

行业均值

申诉处理工作综合指数
2023年  

排名第一(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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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企业家精神及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区域代理

• 连续创业者、拥有超过20年的销售及创业经验
• 市场扩张领域先驱，具有多次成功记录
• 领导极兔在5年内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一流物流公司

• 在物流领域、国内与国际快递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 曾在多个领先物流公司任职共超过25年，包括DHL, 

顺丰等

• 丰富的东南亚海外管理经验
• 公司创始初期印度尼西亚区域代理成员
• 在新兴市场具有强大的执行领导力

• 拥有超过20年金融与行业相关经验
• 曾于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担任微医首席财务官，以

及于2019年5月至2021年8月担任哈啰单车联席首席财
务官与高级副总裁，负责财务及法务职能

• 自2011年至2018年担任普华永道中国审计部合伙人，
专注于技术行业

李杰
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后军仪
副总裁

樊苏洲
执行总裁

郑世强 
首席财务官

• 作为极兔网络的关键参与者与总部合作运营
网络的关键部分并管理加盟商

• 成功的商业经验与企业家精神

• 具有地区当地相关知识，是极兔文化传承者

• 帮助极兔快速、高效扩张业务并进入新市场, 
同时保持网络中强大的运营管控

区域代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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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增长策略

1

3

5

6 持续投入科技创新及环境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高网络质量和能力

巩固我们的领先地位并继续扩大我们的市场份额

抓住新机遇，开拓其他市场

2 加深与所有电商平台的合作1

4 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营效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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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质量和能力

• 在关键交通枢纽地区选择性的自建转运中心，提高网络承载能力、提高物流效率，以确保高效满足客户需求
• 2023年公司在扬州、广州启动了两个转运中心自建项目

全球布局 仓配一体 先进环保

• 战略部署东南亚和新市场

• 电商物流保障

• 仓储分拣一站式、发货即揽收

• 综合快递、仓储等多重业态

• 装载先进设备（如高速自动
分拣线、无人车）

• 智能化基础设施（如智能安
防、光伏发电）

扬州自建转运中心
建成效果图

(预计2024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广州自建转运中心
建成效果图

(预计2025年投入使用)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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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营效率

• 公司独立运营的自建车队使得公司在车辆管理上具有更高的灵活性、运输效率相应提升
• 我们将扩大自有车队规模，提高对自有车辆的管理效率和利用率，确保能够高效、可靠地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和交付速度

• 全球自有干线车辆从2022年底的超
4,000辆提升至2023年底的超5,100辆

• 公司将继续扩大自有车队规模

扩大自有车队规模、提高利用率 中国经验赋能东南亚和新市场 自研车队管理系统

• 自研车队管理系统：集合车队运营、
充能加油、运力招采、财务结算等
功能，提高全球车辆管理效率

• 监控团队和系统实时监控车辆和线
路运行、智能进行风险预警

• 定制高运力车型，提升装载量；引
入中国品牌，多品牌比价降低车辆
采购成本

• 引进维保供应商，建立维保网络，
降低维保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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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投入ESG，助力可持续发展

核心竞争力及增长策略

• 将ESG理念融入公司日常运营，提升公司ESG能力与表现
• 积极运用业务优势，推进全链路绿色低碳，助力当地社区发展

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

• ESG管理：完善ESG管理架构，强化董事
会对公司ESG事宜的监管。

• 合规及风险管理：恪守合规经营底线，推
行全面风险管理。

• 商业道德：持续完善廉洁管理体系，强化
廉洁宣导与培训，将加盟商、供应商、业
务伙伴纳入管理与培训，打造廉洁、公正
和透明的商业环境

• 员工：保障员工权益与福利；保障员工职
业健康与安全；打造多元、平等、包容
（DEI）的工作环境

• 客户及消费者： 持续优化客户服务能力，
提高客户和消费者满意度；推进全球网络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 当地社区：搭建乡村寄递服务网络，助力
乡村振兴；开展应急救灾、教育助学等公
益项目，为当地社区发展贡献力量

• 制定集团层面的减碳目标与路径
• 减少不可再生能源使用： 合理规划路线、提

升装载率，减少柴油/汽油消耗；推进绿色办
公；开展节能意识培训

• 能源结构转型：增加支线新能源车辆部署；部
署光伏设备

• 全链路绿色低碳：持续推进绿色包装、绿色运
输、绿色办公、绿色采购等措施

• 绿色物流解决方案：发展绿色、低碳物流，为
客户提供绿色物流解决方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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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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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程

极兔速递成立，
借助区域代理模
式发展快递业务

2015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业务扩展至越南
和马来西亚

业务扩展至菲律宾
、泰国和柬埔寨

业务扩展至新加坡
和中国

收购泰国实体及
印尼实体（合称
“东南亚实体”）

收购百世快递中
国快递业务

业务扩展至沙特
阿拉伯、阿联酋、
墨西哥、巴西和
埃及

2023

与顺丰建立战略合作

2023年10月27日成功在香
港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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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2023/12/31 2022/12/31

非流动资产

投资物业 278 507

物业、厂房及设备 1,178,690 1,052,884

使用权资产 503,073 481,207

无形资产 974,525 963,569

以权益法入账的投资 2,729 3,590

递延税项资产 53,813 43,107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423 63,348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725,577 481,050

 3,464,108 3,089,262

流动资产

库存 34,756 29,120

贸易应收款项 555,978 513,954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及其他资产 971,496 703,010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49,957 16,440

受限制现金 41,921 79,72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483,198 1,504,048

3,137,306 2,846,297

总资产 6,601,414 5,935,559

合并资产负债表

附录

单位：千美元 2023/12/31 2022/12/31

权益
股本 18 14
股份溢价 9,061,736 603,829
其他储备 (185,273) (434,108)
累计亏损  (6,126,799) (5,016,768)

 2,749,682 (4,847,033)
非控股权益 (270,083) (137,215)
总权益/（亏出）  2,479,599 (4,984,248)

非流动负债
借款 1,071,313 1,020,897
租赁负债 304,316 341,47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808 22,407
员工福利义务 13,082 7,765
金融负债-JNT KSA股份赎回负债 36,740 30,583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 595,782 7,765,067

2,037,041 9,188,190
流动负债
贸易应付款项 466,904 484,215
客户垫款 272,231 209,925
应计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888,942 776,378
租赁负债 204,341 151,195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601 32,424
借款 211,236 77,480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 10,519 -

 2,084,774 1,731,617

负债总额  4,121,815 10,919,807

总权益及负债 6,601,414 5,93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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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2023年 2022年

收入 8,849,251 7,267,428
营业成本 (8,376,453) (7,537,666)
毛利/（毛损） 472,798 (270,238)
销售，一般及行政开支 (2,157,413) (1,095,528)
研发费用 (46,091) (44,483)
金融资产减值亏损净额 (26,928) (37,219)
其他收入 46,263 98,149
其他亏损净额 (55,179) (40,246)
经营亏损 (1,766,550) (1,389,565)
财务收入 24,755 22,002
财务成本 (105,089) (99,499)
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 707,925 3,050,694
分占联营公司业绩 (237) (302)
除所得税前（亏损）/溢利 (1,139,196) 1,583,330
所得税开支  (17,182) (10,763)
年内（亏损）/溢利  (1,156,378) 1,572,567

以下人士应占：

本公司拥有人  (1,100,988) 1,656,168
非控股权益 (55,390) (83,601)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经调整净亏损 （432,277) (1,488,297)
经调整EBITDA 146,694 (894,090)

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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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美元 2023年 2022年

经营活动所得/（所用）现金净额 341,953 (519,817)

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858,847) (859,757)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500,897 881,3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减少）净额 (15,997) (498,246)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504,048 2,102,44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853) (100,154)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483,198 1,504,048

综合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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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趋势

476.0 470.3 
223.0 253.0 220.1 250.2 

20.0% 17.9% 18.9% 21.0%
17.7% 18.0%

合计

东南亚

中国

（百万美元）

毛利及毛利率

331.6 375.7 
156.7 174.8 184.1 191.6 

13.9% 14.3% 13.3% 14.5% 14.8% 13.8%

经调整EBITDA和经调整EBITDA率(1)

新市场

（百万美元）

跨境

(664.8)

58.8 

(267.9) (396.9)

(17.1)

75.9 

(16.2%)

1.1% 
(13.7%) (18.6%)

(0.8%) 2.5% 
(722.7)

30.7 

(222.2)
(500.5)

(45.0)

75.7 

(17.6%)
0.6% 

(11.3%)
(23.4%)

(2.0%) 2.5% 

(19.1)

1.7 

(10.6)
(8.4)

(23.4) 25.1 

(23.3%)

0.5% 

(89.9%) (12.1%) (17.7%)

12.9% (73.7) (81.7)
(28.6) (45.1) (55.2)

(26.5)

(90.2%) (25.0%)
(241.8%)

(64.5%) (41.6%) (13.7%)

(62.4) (58.0)

(10.6)
(51.8)

14.0 

(72.0)

(8.8%) (8.8%) (4.2%) (11.4%)
3.1% (34.1%)

(95.1) (107.0)

(17.0)
(78.0)

(11.3)

(95.7)

(13.4%) (16.2%) -6.7% (17.1%) -2.5% (45.3%)

(270.2)

472.8 

(66.1) (204.2)
193.5 

279.3 

(3.7%)

5.3% 
(1.9%) (5.3%) 4.8% 5.8% 

(894.1)

146.7 

(138.7) (755.4)

39.2 107.5 

(12.3%)

1.7% (4.1%)
(19.5%)

1.0% 2.9% 

2022 2023 23H2 2022

注﹕
1.  经调整EBITDA为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其定义为年/期内（亏损）/溢利加回1)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和开支、2)本公司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3)折旧与摊销、4)上市开支、5)财务收入、6)财务成本、7)年内所得税开支

22H1 22H2 22H2 23H223H1 23H122H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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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单票效益趋势 

东南亚单票效益

(美元/单票)

0.95

0.81

0.97
0.93

0.87
0.77

0.76
 0.67 

0.79
0.73 0.71

0.63

0.19
0.14 0.18 0.20 0.16 0.14

0.13  0.12 0.13 0.13 0.13 0.11
2022 2023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单票收入 单票成本 单票毛利 单票经调整EBITDA

东南亚单位成本的主要构成

(美元/单票)

0.43
0.40

0.44 0.43
0.40 0.41

0.22
0.17

0.23
0.20 0.19

0.15

0.09 0.09 0.11
0.09 0.09 0.08

2022 2023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揽件及派件 运输 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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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0.20
0.21

0.19
0.20 0.21

0.09
0.07

0.10
0.09 0.08 0.07

0.08
0.06

0.09
0.07

0.06 0.05

2022 2023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揽件及派件 运输 分拣

0.34

0.34

0.35 0.33

0.34 0.34
0.40

0.34

0.40 0.39

0.34 0.33

(0.06)
 0.004 

 (0.05)  (0.06)
 (0.003)  0.009 

(0.03)  0.002 
 (0.04)  (0.08)  (0.007)  0.009 

2022 2023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单票收入 单票成本 单票毛利 单票经调整EBITDA

中国单票效益趋势

中国的单票效益

(美元/单票)

中国单票成本的主要成分

（美元/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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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经营杠杆提升

 814.2 

 695.0 

 265.7 

 548.4 

 341.0  354.0 

11.2% 7.9% 7.8%
14.2%

8.5% 7.3%

2022 2023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百万美元)

经调整销售、一般及行政开支(1) 及其占收入比 研发费用及其占收入比

44.5  46.1 

 20.9  23.6 
 18.9 

 27.2 

0.6% 0.5%
0.6% 0.6%

0.5%
0.6%

2022 2023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百万美元)

1. 调整方法为剔除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及开支分别在2022年、2023年、2022年上半年、2022年下半年、2023年上半年及2023年下半年的281.4百万美元、1,462.4百万美元、260.6百万美元、20.8百万美元、1426.9百万美元及35.6百万美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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