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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阵痛·找生路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董泽

快递网点的“双十一”：
送货延迟被罚“哭”

“前天因为一个误会，快递
员被投诉，公司罚了他一千块
钱，他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济南申通快递山大-千佛山网
点负责人王忠广苦闷地说，春
节过后，原先有11人的网点，只
剩7个快递员了。

王忠广说，作为加盟网点，
总公司的一些管理制度逼走了
许多快递员。“昨天刚辞职的小
伙子也挺冤枉。他给客户送件
时，客户不在家，他就把快件给
了在家的七岁女孩。客户晚上
回家后，看到收到的香水破损
了，就直接投诉到消协，公司就
要罚他一千块钱。”王忠广之后
去了解情况时，客户的女儿才
承认是她打碎了香水，没敢告
诉妈妈。“但公司不会管这些，
被投诉了就要罚款。”

王忠广说，这样的情况数
不胜数。作为承包人，为了留住
快递员，王忠广会承担公司罚
款的80%，而在一些网点，这些
费用会全部落到快递员身上。

“去年一年的罚款能占到
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王忠广
说，他的情况还算好的，有的网
点罚款甚至会超过总收入。“去
年‘双十一’那个月挣了2万，被
罚了3万。”王忠广介绍，由于

“双十一”快件数量多，加之网
点招了不少新人，经常会延迟
送货，而一个件延迟送一天，就
要被公司罚款50元。

严苛的罚款制度在快递行
业内饱受诟病，是不少加盟网
点的沉重负担。天天快递泉城
广场网点的加盟点负责人邵永
恒说，自加盟后，公司对加盟网
点的管理就处于一个“散养状
态”，但是罚款却特别积极。

“客户投诉服务质量，延误
派件，误派违禁件，快递单上忘
写粗大字体，分拨时没穿工装，
甚至不参加公司聚餐，都会被
罚款。”邵永恒说，公司除了偶
尔给加盟网点开会外，很少给
优惠或者扶持政策。

加盟制是扩张利器
但也滋生不少问题

多数快递企业在发展初
期，为了迅速扩张、抢占市场，
同时减轻资金压力，会采取加
盟制的方式。而记者采访发现，
快递行业频频爆发问题，也多
与加盟制有关。

记者调查发现，每个快递
公司的加盟费根据品牌、地段
和片区大小各不相同。

五年前，王忠广一次性付
给申通快递公司30万元，其中
20万为加盟费用，剩余10万为
押金，承包了东至历山路、西到
青年东路、北至泺源大街、南到
经十路的区域，雇用快递员十
余人。除了加盟费用外，送快递
的三轮车、油费等也要自己承
担。另外，每天要给公司40元的
承包费，“总投资得四五十万。”

济南中通快递某片区网点

负责人梁先生透露，每个片区
的承包费是两万元，包括一万
元加盟费和一万元押金，每一
个片区大概一个快递员就能处
理好全部的收派工作。邵永恒
花了三万元加盟天天快递，而
全峰快递某网点负责人张扬志
则说，全峰快递的加盟费不过
一两万，这成为吸引他加盟的
重要原因。

虽然加盟费不尽相同，但
是在管理上，各快递公司的模
式如出一辙，除了借助快递公
司的名义、渠道、系统等从事快
递经营外，车辆、人员等的成本
投入由加盟商承担。在流程上，
加盟商要接受快递公司的指
导、监控，但实际管理等则由加
盟商全权负责。快递企业除了
通过快递本身的业务来取得经
营利润外，加盟商的加盟费、包
月费、面单利润、到付代收扣点
费等，都是其收入来源。

加盟网点的具体管理由加
盟商自己负责，这使得公司对
加盟点的控制力不够，加盟商
各自为政，管理难度很大。快递
行业不少弊端就由此产生，包
括因招不到快递员导致网点停

摆，快递员待遇不稳定且没有
保障等。

济南市历下区青龙桥顺丰
速递营业网点负责人李金鹏从
事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从2010
年的仓管，做到现在的网点经
理。“在这儿你能学到点东西，
要是想挣钱，肯定上哪里都
行。”李金鹏说，正是因为公司
是直营制，公司内部的竞聘流
程能让人感觉到自己有施展的
空间。

“公司总部会根据平台数
据做预测，根据这个预测板，我
们下面网点会提前一到两个月
把人员、车辆弄到位，以便高峰
期全部调动，所以一般不会出
现爆仓等现象。这可是加盟制
快递做不到的。”李金鹏说。

大鱼吃小鱼
小公司生存难度加大

山东省快递行业协会秘书
长马光华认为，加盟制度确实
存在一些漏洞，但这是中国快
递业快速发展的必然阶段，所
谓“萝卜快了不洗泥”。

“中国的快递量已经连续

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从全球
来讲，快递行业中的前二十名
企业中，没有中国企业。”马光
华说，现在中国快递发展需要
打造“快递业航母”，“比如美国
四大快递企业就占据了90%的
快递量，而中国主要快递企业
加起来能有五六家，总量却只
占70%左右。”

在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陈
学中看来，目前中国的快递行
业还处于初级的粗放式管理阶
段。快递企业通过以罚代管、快
速扩张取得一些效果，但这解
决不了快递行业发展中的管理
问题。未来，快递业需要走上精
细化管理的路子。

陈学中建议，对不同的快
递加盟点能否采用分级管理的
模式，“客户量大的点和小的
点，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让其
保证良好信誉的同时还可以盈
利，同时提升效率。”罚款固然
有效，但赏罚结合则更有利于
激励加盟点和快递员积极工
作。

王忠广说，干快递五年来，
头两年每年能有40万元收入，
前年30万，去年20万，收入是一

年不如一年，快递也是越来越
难干。

“近五年，快递量增长百分
之五十，行业收入增长百分之
四十左右。量增长多，收入增长
少，这就说明平均单价一直在
往下降，这就是企业恶性竞争
的结果。”马光华认为，近年来，
快递行业竞争加剧，快递企业
大打价格战，“一些大企业经过
暴利期的资本积累还能坚持，
一些小企业就是在硬扛。”

随着快递行业利润空间逐
渐变小，对于不少小的快递企
业而言，快递行业内最基本的
利益就难以保证，而这必然会
进行洗牌。业内人士预测，洗牌
后中国的快递业可能就会剩下
五六家主流快递公司，剩余的
可能转型为其他专业性快递，
如同城快递等。

马光华认为，随着行业内
不断洗牌，一些撑不下去的公
司被淘汰，市场会向优质的资
源倾斜，这样才可能出现中国
真正的“快递业航母”。“快递行
业未来会向集团化、集中化、专
业化发展，价格也会回到一个
合理的程度。”

一一个个月月挣挣两两万万却却被被罚罚了了三三万万
严苛条件加激烈竞争，小加盟网点只能硬扛

据统计，近五年来，快递量增长百分之五十，快递收入增长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低价竞争换取的量的增长，让不少快递递企业的日子变
得艰难。未来，快递业会迎来新一轮的行业“洗牌”，资源整合仍将持续。一方面，大企业“财大气粗”竞争优势强，，大大压缩了二三线企业的
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转型，也会让快递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行业格局还会发生新的变化。

葛延伸阅读

农农村村是是下下一一个个战战场场，，智智慧慧物物流流也也崭崭露露头头角角

北京邮政EMS副总经理
李宏彦表示，未来快递企业转
型将各有方向。“一线企业要向
综合物流企业转型，中等物流
企业应该向专业化转型，小企
业向个性化服务转型。”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姚建芳
则认为，快递企业将进一步渠
道下沉，角逐农村物流。

“随着电商物流农村化布
局加快，京东、菜鸟网络等电商
物流在农村市场布局站点，而
以‘三通一达’为代表的民营快
递也把体系铺设到农村，加快
农村市场电商化进程。”申通快
递董事长陈德军在讲述申通对
上市融资的主要用途时也表
示，从产业方向上申通会在包

括快递、快运、冷运、仓配一体
等领域实行多元化布局，另外，
国际业务、向农村领域扩展的
业务也在布局中。

另一个可见的方向则是智
慧物流，这也意味着中国快递
企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
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所
谓智慧物流就是利用信息技术
使得装备与控制智能化，代替人
又高于人的物流发展新模式，与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密切相关。

在顺丰、圆通与申通的募
集配套资金投入计划中，包括
顺丰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及
下一代物流信息化技术研发项
目”、圆通的“智能物流信息一体

化平台建设项目”和申通的“信
息一体化平台项目”都赫然在
列，涉及金额也都以亿元起计。

电子面单、智能信息存储
在行业里大范围普及，无人机、
智能分拨、机器人等也不断“试
水”，物流大数据服务商G7创
始人翟学魂说：“对于物流快递
企业来说，在运输、仓库、人力
上都有大量技术驱动提升效率
降低成本的机会，技术升级意
味着盈利能力的提高，一个简
单的例子是，仅智能管车一项
数据服务，就能带来两位数的
油耗下降。”

京东站在无人科技的前沿
研发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智
能快递柜、人工智能算法等新

兴技术也成为研发的核心。
京东物流规划发展部总监

章根云表示，“无人仓、无人飞
机，以及无人车，我们打造了近
10款的黑科技产品。我们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前瞻布局，是为
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物流效率和
用户体验。”

苏宁物流集团仓储运营中
心总经理张海峰说，“在物流的
行业里，无人仓已经被广泛运
用。当前的物流标准化和产品可
数据化，推动智慧物流的可实现
度。”他以苏宁云仓一号为例，通
过信息技术的升级，实现了物流
仓储、包装、装卸搬运、配送运
输、信息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智能
化、无人化操作。 据中国网等

20日，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园内，学生正在取快递。大学校园是各快递企业之间竞争的重要战场之一。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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