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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随着“双 11”结束，快
递业再一次创造了新纪录：全国邮
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68 亿
件，同比增长 18.2%；共投递快递包
裹 63 亿件，同比增长 16.2%。而据
报道，今年“双 11”全国（港澳台地
区除外）的包裹里，近 98%都可以实
现包邮。外媒如此评价：中国已成
为世界包邮率最高的国家。

幸福的包邮

《中国电商物流大数据报告》显
示，2016年，中部地区湖南、湖北、安
徽、江西、河南五省包邮率已经达到
89.4% ，而 江 浙 沪 的 包 邮 率 达
87.3％，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即使
位于偏远省份，其包邮率也达到了
85.1%。

放眼世界，中国电商行业发达，

人均收快递数量高：每个中国人收
到的快递数量，比每个美国人收到
快递数的三倍还多。

中国人在电商买东西享受包邮
的比例也是拔尖的。相比中国的
98%，通过推测亚马逊 prime会员（会
员 买 东 西 享 受 包 邮）的渗透率，美
国、澳大利亚的包邮率只有 60%左
右，加拿大不过 55%左右，而日本更
低。

第一，电商的发展带动了整个
物流行业的发展。我国电商已经发
展了 20 多年，电商、直播等线上经
济蓬勃发展。包邮促进了消费，反
过来也推动了物流体系的发展。在
各类大促密集驱动下，消费热情持
续高涨，网络零售额增速近 20%，今
年快递业务量增量将超 200亿件，远
高于去年同期增量。就连地处祖国
西南边陲的西藏，去年一年快递业

务量也已超 1000 万件，而西藏人口
才 350万人。

第二，实现包邮主要得益于国
内基础设施的改善。基本形成以

“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为主骨
架、内畅外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重点区域交通运输协调发展水平不
断提升。截至 2020 年底，铁路营业
里程 14.6 万公里，其中高铁 3.8 万公
里；公路通车里程 520 万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 16.1 万公里；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 12.8 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
道 1.6万公里。

正负面意义

包邮率如此之高，除了上述原
因，其实还在于电商行业充分享受
到了近 20年来国家发展的人口劳动
力红利，以及快递业从大发展到竞
争过剩的红利。

鉴于国内快递业与电商业捆绑
程度如此之高，包邮作为电商业的
一种营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
快递业发展是有着正向促进意义
的。

其一，它促进了快递量的进一
步发展。尽管近年来直播带货、抖
音带货等手段也促进了电子商务
的发展，但包邮这样直接明快的措
施更受消费者欢迎。今年 1—10 月
全行业累计快递业务量达 867.2 亿
件，邮政快递收入规模年内均保持

20%左右的高速增长。 10 月，快递
行业完成快递业务量 99.5 亿件，同
比增长 20.8%。其二，包邮是快递
向下“进村”发展的重要推手。加
上国家邮政局近年来大力推进“快
递进村”工程等因素，今年上半年，
我国农村地区快递量超过 200 亿
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30%以上，占
全国快递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其
三，包邮也是中国快递业实现“出
海”的一剂助推剂。中国的跨境电
商大多通过低价策略来抢占海外
市场，包邮即是其中一张王牌。当
前，出口型跨境电商行业正迎来爆
发式增长。

不过，笔者认为包邮于快递业
的负面作用大于其正面意义。电商
业通过跨界，逼迫行业链下游让利
的方式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这
是一种不太好的情况。

首先，这进一步拉低了快递价
格，压缩了快递企业利润空间。数
据显示，快递业务平均单价从 2007
年的 28.50 元 /件，快速下滑至 2020
年的 10.55 元 /件。 2020 年以来，在
极兔等的参与下，快递企业竞争白
热化，单票价格持续下降，当年 10
月，全国快递件价格首次跌破 10
元，今年 6月，快递单票价格仅为 9.4
元，同比下降 12%。而实际上，很多
地方的电商大宗快递费价格已降
到 1—2 元等水平。原来，快递费用
按区域远近分类收费还能体现一

定的劳动价值，现在不分远近全国
一口价，更是将快递价格拉至历史
低点。

商卖家可以要求快递最大限度
让利，以实现自身利润更大化。大
部分买家虽然理解快递费的客观
存在，但既然包邮盛行，自然不愿
意接受明面上商品之外的附加费
用。

两方向发力

笔者对此相应的看法和对快递
业的建议是：别随包邮“起舞”。

包邮只是电商企业的一种营销
手段，并不能成为电商随时向快递
企业举起的压价大棒。今年以来，
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燃油成
本明显上升，场租、人工成本等持
续上扬，劳动力价格节节走高，快
递企业运行成本明显增加。未来
几年，成本上升仍将是一种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仍在执行不
分远近一口包邮价的，无异于短视
行为。

如何扭转电商业以包邮为名
压价的情况，快递行业和企业两个
层面都应该发力。

从快递行业角度，一是要向全
社会多宣传、讲清楚快递业创造的
价值。快递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性不断上升，它不仅帮助和促进
了消费，拉动了就业，更成为了农

业、制造业、外贸等的重要助手。此
外，快递行业通过促进农村向城市
的农产品销售和工业产品反向销
售，有力支持了国家的扶贫战略。
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行业，它的作
用希望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二是
根据国家《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
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向主
管部门多汇报、与电商业多互动，努
力形成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
展，并不断提升快递业在合作中的
地位。三是建议完善行业价格指导
体系，从而努力防止行业非理性竞
争的出现。

从 快 递 企 业 的 角 度 ，一 是 要
从利于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出发，
珍惜当前快递价格企稳并有所回
升的局面。二是要努力办好自己
的事，抓紧增强自己的品牌竞争
力 ，从 而 增 强 自 身 的 议 价 能 力 。
三是在与电商的合作中，尽量做
到相互体谅、平等合作。包邮可
以 ，但 一 份 辛 劳 一 份 价 值 ，根 据
地理远近和付出的劳动将相应的
快递费用折算进来，这才是协调
的合作。如此，才是真正提高供
应链、消费链上各利益主体的幸
福感。

快递年业务量突破 1000 亿件，离
不开快递员的辛勤劳动。国家邮政
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表示，今
年 6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邮政局、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
作的意见》。文件印发以来，各企业
总部陆续采取了上调末端派费、削减
考核罚款和建立快递员投诉申辩渠
道等务实举措保障一线快递员权益；
各省邮政管理局与相关部门加强协

作，推动本省政策出台。
“快递员权益保障问题产生的原

因比较复杂，涉及行业发展、市场竞
争、法规完善、监管治理等多个方
面。”边作栋表示，“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强化执
行。”

今年上半年，国家邮政局组织召
开了 3 次快递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
的座谈会，指出存在问题、提出工作
要求。对 10 家品牌快递企业总部下

达行政指导书，并对 6 家加盟制快递
企业进行了“一对一”行政约谈，提出
制定实施方案、提高末端派费、减少
服务类罚款项目等具体要求，并采取
有效措施督促落实。

据悉，目前已有重庆、黑龙江、河
北、辽宁、陕西、江西、江苏、山西 8省
市出台了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
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或实施意见，快
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稳步推进。

边作栋指出，下一步，国家邮政

局将着力完善合理劳动报酬机制，
不断提升快递员社保权益，继续压
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强化政府监管
与服务。目前，国家邮政局正在修
订《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和《快递服
务》国家标准，通过法规标准体系的
完善，进一步明确企业总部的管理
责任，指导快递企业拓宽快递员困
难救济渠道。

（本文综合自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网、中国水运网等媒体报道）

全民包邮，打响“价格战”的始作俑者？
□ 陈云广

业务量破千亿大关

12 月 8 日，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
据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
国快递业务量已达 1000 亿件，这是
我 国 快 递 年 业 务 量 首 次 超 1000 亿
件，也意味着连续 8 年稳居世界第
一。近年来，邮政快递业持续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产业融合日趋
紧密，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行业发展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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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了 解 ，今 年 第
1000亿件快件是一箱从
四川省眉山市多悦镇正
山口村寄出的爱媛橙，
由中通快递承运，于 12
月 8 日发出，12 月 9 日
上午送达位于陕西西安
的收件人手中。

国 家 邮 政 局 副 局
长陈凯表示，千亿件的
到来，标志着我国邮政
快递业发展又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为“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推动邮政快递业务高
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
格 局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快递支撑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
销售额、制造业产值和
跨境电商销售额再创
新高。

近年来，我国快递
年业务量不断刷新纪
录 ，从 2018 年 的 507.1
亿件到 2019 年的 635.2 亿件，
从 2020 年的 830 亿件到今年突
破千亿件大关。快递业迅速
发展，年均增长明显。这既缘
于我国电商产业快速发展所
产生的带动作用，也缘于快递
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服务效率，
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对快递业
的大力支持。

快递业为网上消费、农民
增收、制造业发展等方面提供
重要支撑作用的同时，还带动
了就业、税收、经济增长。如，
快递业年新增就业保持在 20
万人以上；服务业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节节高，就有快递业的

贡献。我国快递包
裹 快 递 量 超 过 美
国、日本和欧洲等
发达经济体总和，
对世界增长贡献率
超 50%。互联网的
发展也对快递行业
的发展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实现
了快递行业快速增
长。据国家邮政局
数据显示，中国快
递 业 务 量 从 2012
年 到 2020 年 净 增
了 14 倍，年均增长
40% 。 2021 年 ，中
国快递业务量预计
超 1200 亿件。

据 陈 凯 介 绍 ，
近 年 来 有 8 家 快
递企业成功上市，
形 成 3 家 年 业 务
量 超 100 亿 件 、收
入 规 模 超 1000 亿
元 的 品 牌 快 递 集

团 。 同 时 ，快 递 网 点 基 本 实
现 乡 镇 全 覆 盖 ，日 均 服 务 用
户 近 7 亿 人 次 。 其 次 ，重 点
地区间快递服务全程时限缩
短到 58 小时左右，有效申诉
率不断下降。

陈凯强调，下一步，国家邮
政局将健全供给体系。鼓励市
场主体建立差异化的产品体系
和定价机制，完善中高端服务
供给。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推广供应链、医药、冷
链、快 运 等 专 业 化 服 务 。 此
外，提升供给质量。加强事中
和事后监管，不断强化监管执
法。

价格有望趋向平稳

此前，快递业的价格恶性竞争也
给整个行业带来不少影响。有业内
人士表示，近些年，行业发展迅速，包
裹量明显增加，但快递单票收入由于
快递公司之间相互竞争，不升反降，
并且一降再降，对加盟商和快递员的
收入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同时也会拖
累快递行业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
从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价格战”已
经步入趋缓阶段，下半年来，申通、韵
达、圆通的单票价格都曾在单月出现
正向增长。国家邮政局在关于 2021

年前三季度邮政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的通报中指出，三季度以来，受末端
派费上涨和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快
递单价呈现环比上升，浙江、广东、河
北、福建、河南均出现上涨，其中浙江
快递价格连续三个月上涨。

价格战的有所平缓，一定程度上是
由于行业集中度正在进一步加强。中
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在第三季度电话
会议上曾指出，目前二三流快递公司都
基本已退出，头部企业分化愈加，行业
竞争正局部回归理性，走向有序。快递

价格有望在 2022年趋向平稳。
从行业当前的格局来看，据统

计，国内主流的六家快递公司市场占
有率为 80.9%。其中市场占有率前三
的 为 中 通 、韵 达 、圆 通 ，分 别 为
20.82%、17.19%、15.45%。今年 10 月
29 日，百世集团以约 68 亿元人民币
的价格将其国内快递业务转让给极
兔速递，进一步加剧行业的分化。赖
梅松也表示，极兔收购百世，对快递
全行业的企业来讲是利好消息，两家
合并等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同时也

标志着市场份额越来越集中。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分析称，政策

驱动电商快递价格战拐点较为确定，
快递龙头放弃以利润换取短期市场
份额增长的做法，争取有效快递增
量，4 月以来单票收入降幅逐月收
窄，未来服务体验或将成为快递公司
最重要的竞争手段，预计派费单票提
升不会是本轮监管政策升级的终点，
龙头快递网络基础设施扩展等为提
升服务体验、实现最优成本奠定基
础，竞争优势持续扩大构筑护城河。

升级保障提升服务

快递业把好质量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