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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后，于快递行业而言，这可能是一次
变革，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次服务
升级。

在当前人们习以为常的“快递不
上门”的服务模式下，智能快件箱、快
递驿站发展势头最为迅猛。从消费
者使用最为普遍的智能快件箱来看，
记者了解到，仅拉萨市就有4个品牌
的智能快件箱分布在主城区的 189
个场所，其中，仅丰巢智能快件箱在
拉萨市一天的存件量就已达到了
7000件。消费者需求量大，市场就
大，所以大多经营者认为，新规不会
影响智能快件箱和驿站的使用量。

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对于新规
心存担忧，因为快递员的主要收入
是寄件量而非派件量，但目前西藏
群众的快递是以购入为主，所以快
递员通常会在派件上争取效率，从
而增加收入。

“我们快递企业肯定会遵守新
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基本上
是一个快递员负责两三个小区，拉
萨主城区的部分小区又没有安装电
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结合西藏快
递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实施政
策。”高中林告诉记者，如果在类似
第十一安居苑这样的大型小区内，
有许多客户要求送货上门，快递员

的派件量可能会出现下降，从而影
响快递员的收入，导致快递员减少。

“无论是从消费者、快递员还是
快递公司的角度出发，新规的实施
确实有望推动快递行业进行变革。”
西藏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运营主
管任宇坦言。

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新
规的诸多要求，都是围绕保护消费
者权益而展开，确保快递服务更加
符合个人的需求和意愿。无论送货
上门，还是代收点自取，其实可以根
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
择。那么，你更希望送货上门还是
代收点自取呢？

新规将推动快递行业服务升级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引热议

你希望送货上门
还是代收呢？

3月1日起，《快递市场管理办
法》正式实施，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经
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擅
自使用智能快件箱以及快递服务站
等方式投递快件的行为属于违规，最
高将处以3万元罚款。这一规定涵
盖了两层含义：首先，快递员将快递
放至代收点需要征求收件人的意见；
其次，收件人可选择送货上门或存放
驿站、智能快件箱两种方式。

对于全新规定，消费者、快递公司、
快递员有何看法？新规将产生哪些影
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拉萨市内进
行了实地走访。 文/图记者德吉央宗

“你平时网购的包裹会送货上
门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
的第一反应是“不会”。但仔细想
想，快递与外卖一样，都是节省时
间、打破时空限制的“神器”，为什么
快递不能像外卖一样，提供送货上
门服务呢？这是记者在走访中听到
最多的疑问。

2 月 28 日，记者走访拉萨市城
关区多个住宅小区发现，大部分小
区都配置有智能快件箱，而几乎所
有小区都有商超或门卫作为快递代
收点，很少有快递送货上门。城关
花园C区的西南门口更是有一家规
模不小的快递超市，里面的快递按
照编码排序，收件人凭编码找到自
己的快件，而后打开购物软件上的

取件二维码，将快递与二维码同时
摆放在取件仪器上即可取件。现场
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为不会操作的群
众提供手动扫码服务，一辆辆三轮
快递车停放在快递超市门口“卸
货”，人们对此情景习以为常。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
活节奏越来越快，于是省时省力的

“网购”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环。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
局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淘宝、拼
多多等电商的快速兴起，西藏快递
业务量持续增长，2023年，西藏自治
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
分别完成1.91亿件和10.14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7.9%和36.33%。

海量的快递包裹增长，在促进

物流快递行业快速发展、推动“京
东”“顺丰”等众多快递行业崛起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派件方面的问
题。于是智能快件箱、快递驿站、快
递超市等便捷式快递代收点也如雨
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为了提高配送
效率，我们通常会选择将包裹送到
驿站、代收点，或者经过收件人同意
放到智能快件箱。这样既保证了快
递及时送达，也大大减少了快件丢
失、损坏现象的发生。”邮政快递小
哥李昌说。如今，许多单位、小区出
于安全考虑，禁止快递、外卖入内派
送。所以无论快递员还是收件人，
使用“代收存放”服务的频次越来越
高，久而久之，不送货上门已成消费
者与快递员的“默认准则”。

不送货上门成了“默认准则”

上门还是自取？听听大家怎么说
随后，记者就快递新规在拉萨

市内进行了走访，大家对此看法不
一。有些消费者家楼层较高，有些
消费者家中大部分时候只有老人，
每每出门到智能快件箱、驿站取件
非常不方便。同时，偶尔会有粗心
的人在代收点、驿站拿错快递，大件
快递不方便搬运等情况也时有发
生。根据新规，“送货上门”就能解
决这些问题。

“快递跟外卖没什么不同，美团
上也能买日用品，快递与外卖相比配
送距离是远了点，但我也付了相应的
快递费，为什么不能提供上门服务？”
家住城关花园H区的强曲先生说，有
时快件投放到智能快递柜，可能还会
因为家中老人不会操作，导致快递存

放超时而产生额外的费用。
但也有消费者表示，工作忙碌

时电话不方便接、漏接是常有的事，
而且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快递员
将包裹放进智能快件箱是一个完美
的选择。只需一条取件短信，既节
省了快递员精力，也方便消费者规
划取件时间。

镖局集团（韵达，申通）操作运输
经理赵宝告诉记者，部分消费者网购
货物较多，不同商家会派发不同快递
公司，导致消费者一天之内能接到好
几个快递取件电话，有时就会被投诉
扰民。“新规出来后，是打电话确认还
是按照订单上的备注执行，我们心里
也没底，还是看具体的实施情况吧。”

“虽然我们顺丰一直提供送货

上门服务，但有些小区、单位不允许
快递员入内，只能投放到代收点和
智能快件箱，所以新规实施后，政府
要求、公司要求、消费者要求和小区
要求还是存在具体差异，快递员很
难做到面面俱全。”西藏顺丰速运主
管高中林说。

多个住宅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
表示，出于对业主安全保卫方面的考
虑，他们还是希望快递能存放在快递
柜或代收点。“外卖员不是固定的，但
一个社区的快递员总是固定的，如果
他们也长期在小区中自由进出，还是
有一点安全隐患的。”西农小区物业
负责人次卓玛说。但她也表示，如果
收件人要求送到家门口，且的确是有
特殊情况，物业也会通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