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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关注快递行业之怪状

近来本报关于“快递六台电脑丢失，快递公司却只按规定至多赔偿千元”的报道

引起了众多读者关注。“双11”即将到来，快递业热闹不断。快递业高薪招兵买马、行业

巨头EMS自降身价参与竞争，在这些红红火火的发展背景中，传来了快递经理监守

自盗、快递十台电脑6台不翼而飞的杂音。左手繁华，右手乱象，快递业“双面人生”的

背后，隐含着诸多深层次的因素。

近日，青岛开发区的商户
纪丽娜通过全峰快递向北京中
关村的客户快递了10台电脑，两
天后客户签收时发现，其中有6

台电脑不翼而飞，除了一个电
脑箱子是空的外,另外五个箱中
放了石块。纪女士要求全峰快递
全额赔偿，而全峰快递则以纪女
士未对这些快件保价为由，表示
根据有关规定，最多只能赔偿运
费的10倍，也就是1000元。这让
纪女士无法接受。

本报对此报道后,有关部门
对于赔偿事宜进行了协调,但双
方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各坚持自
己的主张。纪丽娜无奈决定通过
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报
对此进行连续报道后，也引发众
多读者的评论，多批评当前快递
业存在的弊端。

9月13日，从事电子生意的
刘先生给广州的客户发了一批
价值十多万元的货物，运输这批
货物的货车发生车祸，货物损
坏。优速物流的负责人称车祸属
于不可抗力，不在公司赔偿范
围，而且刘先生没有保价，因此
最多赔偿300元。

9月14日，东莞杨先生的表
弟通过厚街邮局EMS，给他邮
寄了一款价值近4000元的手机，
至今下落不明。邮局告诉他，因
为当时未买保险，所以只能按照
邮费的三倍作出赔偿。

10月8日，路女士在兰州市
安宁区建宁路的某快递公司邮
寄了一块价值1280元的手表到
深圳，可过了两周对方还是没有
收到。对此，快递公司只愿赔75

元了事。
10月10日，杭州蒋先生的一

位客户从宁波象山寄了价值7万
元的衣服给他，包裹到达杭州后
丢失。快递公司称因没有保价，
赔款最高不会超过500元。

10月底，荆州区的林师傅快
递了12公斤白银，在快递中一根
1斤多的银条不翼而飞，但因为
没有保价，快递公司只答应赔偿
1500元。

近日，一条关于北京EMS快
递员月薪高达1 . 5万元的消息在
网络上疯传,快递员竟有这样的高
薪待遇，在意外之余，也让很多人
羡慕不已。不少外地快递员将其
与自己的工资进行了对比。随后，
网上又传出杭州地区申通、圆通、
汇通、中通、韵达、顺丰、EMS等多
家快递企业，11月份有些区域的
快递员月薪甚至将破3万元。但在
采访中有记者发现，无论是私营
快递公司还是EMS，快递员一直
有很大的缺口。业内分析，快递行
业业务量大、活太累，没有多少年
轻人愿意干。

本报济南11月3日讯（记者
刘红杰） 客户掏运费雇你运电
脑，把电脑给运丢了照价赔偿是
情理中的事情，然而在（邮）快递
业，一个保价的限制，却让许多客
户像青岛商户纪丽娜一样变得无
处讲理。业内专家认为，快递业的
这种“怪现状”是目前的法律法
规缺位所致。

《邮政法》中“未保价的给据
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
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
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
倍”这一条款，成了快件丢失后，
快递企业赔偿损失的挡箭牌。看
到本报的报道后，中国快递咨询

网首席顾问徐勇说，虽然国外快
递公司赔付也多是按照3至5倍
的运费赔偿，但国外快递公司的
安全措施相对完善，快件遗失概
率低。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关
于快递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仍
处于缺失状态，没有具体规定赔
偿多少。这导致同样的案子，在
北京朝阳区和海淀区的法院的
判决未必一致。

虽然快递服务的国家标准
中对损坏及丢失快件的赔偿问
题有所改进，不再按照以前的标
准只赔几倍运费，而要根据《合
同法》对消费者进行一比一赔
偿。但可惜这不是国家法律，没

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及具体的惩
罚措施，执行起来有难度。徐勇
建议，可以建立快递公司服务保
证金制度，对于服务质量不好的
快递公司，要建立黑名单制度，
使其五年、十年甚至永远不能从
事快递行业。除了起到警告和震
慑的作用，也能防范快递员“跳
槽流动作案”。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
会副秘书长、中国物流学会常务
理事刘建新对此深表赞同。“一
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对这样的
害群之马绝不能放任，不然是对
行业的打击，对消费者权益的剥
夺，也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失职。

要从严治理，上黑名单，吊销执
照，对社会公示，让大家知道做
坏事没有好下场。”

刘建新还建议，建立快递员
的诚信记录，与个人身份证系统
联系起来。即使他不做快递员转
做别的行业，也会因为有污点被
拒。“公共诚信系统不健全，不是
快递企业能独立解决的，这是政
府的责任。”

在刘建新看来，要促进快递
业健康发展，还要从法律、法规
和政策上做文章。在他看来，管
理缺乏“硬部门”、监管缺乏“硬
指标”、处罚缺乏“硬杠杆”，快递
业健康发展还需诸多法律完善。

用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邵钟林的
话说，商品经济的活跃，是快递业务出
现的最主要原因。特别是从21世纪初开
始，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快递业务急剧
增加。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从2007年至2011年，我国网购快递企业
营业收入规模从78 . 2亿元到780 . 6亿
元，短短4年增长了9倍之多，民营的四
通一达(中通、圆通、申通、汇通、韵达)就
在这个市场厮杀出一片天地。

但相比网络购物收入每年翻一番的
增长速度，快递业务收入的年增长率则
相差较大，其发展速度已跟不上网购快
件的要求。于是，“双11”、“双12”、元旦、
春节等网购“大考”前，快递业纷纷折
戟，频现爆仓，股市上的专业术语，倒成
了快递业的专用名词。

在这种快速发展手忙脚乱的应对
中，服务质量成了短板。又逢“双11”，快
递企业竞单将进入一个高峰，不少快递
企业希望用高薪留住员工。在招聘网站
上，5000元至8000元/月的快递员高工资
让人咋舌。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招不
到人的时候，有些快递公司老板同时兼
任快递员，只要有人来应聘，几乎来者
不拒，所以快递员的素质良莠不齐。

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认
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快递业还处
在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延伸的初级阶
段，人为因素对快递服务质量影响比较
大。

一方面要应对网购急剧发展的需
求，另一方面还要严防来自同行业的残
酷竞争，中国快递业在价格战和服务战
的抉择中，逐渐靠向了前者。

近日，有媒体报道，多年以来价格
“高高在上”的EMS,突然在部分区域市
场作出优惠让利，最高降价幅度达四成，

“首重20元”的价格神话被打破。更加引
人注目的是，在部分城市，EMS推出“1公
斤以内每票8元”的电商快件活动，这让
EMS的电商件价格与“四通一达”基本持
平。

在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看
来，价格战是目前快递业最有力的竞争武
器。原因是，目前我国快递业同质化竞争严
重，结果是引发价格战，重快件量、轻视服
务质量。

从1980年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开办国
际特快专递开始，截至今日，8000多家大
大小小的快递公司，构成了一幅竞争残
酷而又壮观恢弘的快递业图景，但产业
集中度比较低，中国前6名快递公司连一
半市场份额都达不到，即使国字头的邮
政速递，2011年的市场份额也只有28%。
这导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的快递网
络。与之相比，在美国经营全国范围的快
递企业只有四家，却占90%以上市场份
额。产业集中度越高，服务质量越高，产
业集中度越低，服务质量越低。

徐勇说，价格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快
递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形成低价竞
争、低成本、低服务模式。

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表示，
保守地说，两成以上的快件遗失案件是工
作人员内部盗窃，有的甚至达到40%，这些
监守自盗的案件多数发生在加盟制的快递
公司，总部对旗下各站点约束和监管不够，
造成其在管理上出现漏洞。

徐勇从不否认加盟制模式对中国快
递业发展的贡献，圆通、中通等民营快递
公司都依靠加盟制起家。但加盟商各自
为政，往往以自己为原点，以自身利益为
半径画半圆，为短期利益而牺牲质量和
品牌。

“对加盟制为主的民营快递公司而
言，最主要的难题是一体化管控和内部
利益协调。此外，加盟制民营快递企业还
容易陷入产品单一、同质化竞争、大打价
格战的恶性循环。在世界500强的快递企
业中，还没有一家是特许加盟模式快递
企业的案例。”徐勇认为，特许加盟模式
不能适应快递产业一体化、集约化、标准
化、机械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种模
式只能是一种发展中的过渡模式，终极
的模式是自营为主、代理为辅。

最近两年，圆通、中通等依靠加盟制
起家的民营快递公司，开始不约而同地
加大直营比例，而已经垄断国际快递市
场的四大跨国快递公司和邮政EMS及民
营顺丰速运，都采用了近乎100%的直营
体系。“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和执行力的落
实，快递业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将拥
有体制上的保障。”徐勇表示。

本报记者 刘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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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果：目前快递症状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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