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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快递网点全面复工 配送何时进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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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湖北地区外，四通一达等中国主要快递公司全国快递网点100%复工”“邮政快递行业复工率达92.5%”“日均处理快递量超去年同期”……一系列数据表明，

中国快递行业正逐渐复苏。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个社区发现，北京快递网点已全面恢复，正常收寄功能完善，不过末端配送问题、人员复工等问题仍待解决。有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仍有部分员工无法返回工作岗位，返岗员工按要求也有一定时间的隔离期不能及时上岗。此外，快递员无法进小区等规定降低了配送效率，使快

递员收入减少。

收寄功能恢复疫前水平

根据菜鸟网络公布的数据显示，四通一

达等中国主要快递公司快递网点运行情况，

除疫情集中的湖北地区以外，全国快递网点

已100%复工，且每天处理的快递量超过去年

同期。这既保障了网购等日常运输需求，也推

动了商家复工复产。

菜鸟方面介绍，截至3月8日，全国复工的

快递物流人员接近300万人。全国300多座城

市的菜鸟裹裹寄件、数万个菜鸟驿站社区生

活服务也与快递公司一起复工。

3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也对北京部分社

区快递站点进行了走访调查和电话调查，结

果显示，北京快递网点已全面恢复，收寄功能

完善，已基本接近疫情前水平。

一通达系快递小哥对记者表示：“其实，3

月初北京各网点就已经基本恢复常态，只不

过目前的快递时效仍然无法很好地保障。”此

外，记者也尝试发起北京寄往天津的快件，快

递小哥表示，北京至天津目前可能需要3天，

而往常只需要1天左右。

在3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

侯延波透露，目前，邮政快递行业复工人数近

300万人，复工率达到92.5%，日处理邮件快件

稳定在1.6亿件以上，复产率超过80%，顺利完

成了前两个阶段的阶段性目标。

据介绍，自2月7日起，邮政快递行业启动

了复工复产工作，目标是到3月中旬除湖北地

区外，行业的产能基本恢复到正常。为实现目

标，国家邮政局按日调度，分区、分业、分企、

分时，细化和实化各项措施，出台了暂缓消费

者申诉考核、延长许可办理及年度报告时限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优化政策环境，减轻基层

负担，以推动行业加快复工复产。

末端配送难进小区

不过，在快递复工复产的同时，末端配送

问题也逐渐凸显。由于疫情还未结束，不少小

区为了防控需求禁止快递员进入，这给快递

末端配送带来一些问题。

朝阳区某通达系快递小哥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目前末端配送以“等待”为主。他表示：

“现阶段，由于小区的管控，快递人员均无法

正常出入小区，因此每天只能将货品摆放至

小区门口的空白区域，虽然部分小区规划了

快递架等便民设施，但设施数量相比整个小

区的快递量，不足以满足存放需求。”此外，该

快递员还表示：“我每天的送货次数在5次左

右，只能等大部分居民拿完货物才能进行更

新，降低了配送时效。”

在3月9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中通快递员李杰也表示，从

年初开始，小区的防疫措施开始加码，快递、

外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住宅区，配送人员只

能把包裹放入快递柜或者在小区门口打电

话，让客户出来取。此外，李杰表示，疫情期间

的最大困难就是一些小区不让进入。去年，他

每天可以送300单；现在只能送100单，送件量

明显减少。

聚集扎堆风险更大

实际上，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快件递送安

全的问题，侯延波曾表示，病毒通过邮件、快

件传播的风险极低。侯延波在发布会上强调，

专家介绍，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与病人直接

接触传播，通过邮件、快件传播的风险极低，

可以正常接收邮件快件。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也表

示，目前快递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末端矛

盾。他认为，快递员与消费者双方应消除“恐

慌”心理，在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身防护的

同时，做到相互理解，才能加速推动快递小哥

进社区。目前，通达系承担了全国70%的市场

运送能力，通达系恢复是中国快递业的真正

恢复，这对经济恢复是巨大的动力，在此基础

上，恢复末端配送也至关重要。

快递专家赵小敏也表示，企业应推出不

同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目前，

快递企业对末端配送的处理能力应该有所提

升。实际上，快递员无法进入小区，对快递员、

社区居民都带来一定困扰。若快递频繁堆放

在小区门口，反而增加了聚集效应，使平日不

常出门的居民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频繁接

触，增加风险。同理，部分小区内设置的快递

架也存在聚集现象。

对于快递员而言，他认为，从表面来看，

快递员不用挨家挨户配送节省了时间。但实

际上，快递员在等待居民取件过程中反而浪

费时间，减少配送时效和配送数量，这会导致

快递员收入降低。

北京商报记者 陈韵哲

拼多多2019年订单包裹量达197亿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3月11
日，拼多多发布2019年四季度财报以及

全年财报。财报显示，2019年全年，拼多

多实现营收301.4亿元，较上一年同期的

131.2亿元同比增长130%。四季度，拼多

多营收107.9亿元，较上一年同期的56.5

亿元同比增长91%。拼多多董事长兼

CEO黄峥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披露：2019

年平台共计产生197亿个订单包裹，较上

一年的111亿个订单包裹同比增长77%。

此次拼多多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来

源于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在营收构

成上，拼多多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同

比增长133%，至268.136亿元，占全年营

收的88.96%；交易服务费同比增长

107%，至33.282亿元。

营收大涨的同时，拼多多依旧维持

亏 损 状 态 。 非 通 用 会 计 准 则

（NON-GAAP）下，平台2019年四季度

归属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8.2亿元，

全年净亏损42.7亿元。财报显示，亏损

主要源自销售与市场费用的增长。

2019年四季度，拼多多销售与市场推

广费用达92.7亿元，全年累计费用达

271.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拼多多的百亿补贴

仍在继续。三季度与四季度，拼多多销

售与市场推广费用达161.8亿元，“百亿

补贴”的实际补贴费用超过百亿元。

2020年2月，拼多多进一步推出“百亿补

贴节”，补贴力度从此前的20%最高增

长至50%。

整体来看，拼多多亏损有所缩窄。

四季度，拼多多经营亏损为21.35亿元，

上一年同期为26.41亿元，三季度为

27.92亿元。非通用会计准则下，平台经

营亏损为13.37亿元，上一年同期为

21.13亿元，三季度为21.24亿元，同比、

环比均大幅缩窄。

持续性的补贴与投入仍在为拼多多

带来新增用户。财报显示，2019年四季

度，拼多多活跃用户规模和用户黏性继

续保持增长态势。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

年活跃买家数达5.852亿，单季度净增

4890万，较上一年同期净增1.67亿。

从历次财报数据可见，年活跃买家

数的增速有所回升，四季度年活跃买家

同比增长39.83%，比上季度高出0.71个

百分点，增速下滑的情况得以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忠于拼多多的年活

跃买家仍在不断提高下单金额。财报数

据显示，拼多多活跃买家的年平均消费

额进一步增长至1720.1元，较上一年同

期的1126.9元增长53%，比上季度的

1556.7元增加163.4元。拼多多将此归功

于平台不断完善的商家效率模式和更具

结构性成本优势的商业生态体系。

在活跃买家数和年平均消费额的双

重推动下，2019年，拼多多实现GMV达

到10066亿元，较上一年的4716亿元同

比增长113%。这也是拼多多商品交易总

额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梳理财报可见，拼

多多GMV增速日趋平缓，2019年二季度

与三季度GMV同比增速分别为171%和

144%。

当用户基数不断扩大，扩品类是摆

在拼多多面前的头等大事。黄峥在财报

电话会议上表示：“拼多多未来会增加产

品的多样性，增加用户的购物频率，也希

望增加客单价。”

在财报电话会议最开始，黄峥谈及

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公司的影响。

他表示，疫情引发的干扰，将对公司2020

年一季度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公司

对长期的预期保持不变。

“我们的商家运营和物流已经运转

了起来，并逐渐恢复正常。我们将持续维

持对商家和物流的补贴扶持。”黄峥强

调。“疫情期间，更多消费者开始广泛地

采用线上服务，拼多多对中国电商的发

展持乐观态度。计划2020年继续在用户

参与度方面进行投资，并且对新一年的

快速增长和创新保持乐观。”

黄峥表示，困难时期，对于拼多多

而言，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因此，

公司决定提高绝大多数团队成员的薪

资，来嘉奖这些同行者对于公司价值

观的坚持。

从餐厅到超市 共享员工跨界支援记

适应新岗

王玲在旺顺阁的岗位是奥体店的经理，

平时不仅要做好店内基本的服务工作，还要

承担部分门店员工的培训和管理工作。这次

支援物美，王玲担任了物美支援组的组长，

被分配到物美惠新店的服务台工作，和她之

前在门店的岗位相似，同样是负责服务岗

位，但王玲的工作内容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

变化，这也是王玲参与跨界支援以来第一个

需要解决并适应的难题。

王玲在谈到支援物美前后自己工作内

容的变化时颇有感慨，她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起初，她觉得自己在门店的日常工作就

是为消费者提供体贴、周到的服务，并且她

也十分善于与消费者沟通，到物美服务台应

该也不会有太大差别。但实际上，同为服务

岗位，餐厅和超市这一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和

工作强度差别却非常大，出乎王玲的预料。

“在旺顺阁餐厅工作，日常的顾客咨询

其实并不多，即便出现一些顾客表达不满的

情况，也比较好解决。”王玲笑道，在物美服

务台的工作和之前的想象有些不同，一些年

纪偏大的消费者不熟悉线上下单后来店提

货的流程，要非常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教他

们使用，帮他们处理。

双重防护

从盒马与云海肴及青年餐厅达成“共享

员工”的合作开始，疫情之下的餐饮行业与

零售行业的人员互补成为此次疫情期间双

方共赢的新模式。但正是因为模式新，因此

有很多餐饮企业负责人对自己的员工外出

支援其他企业有担忧。北京商报记者曾联系

多位连锁餐饮企业负责人，大家对员工跨界

支援的担忧主要包括三点：员工的防护、工

资发放以及人员流失。

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企业负责人直言，

疫情之下餐饮企业确实存在部分员工闲置，

餐饮企业收入大幅下滑以及须承担人力成

本的难题。外派员工也的确能帮助支援人员

紧缺的商超，并减轻餐饮企业的人力成本压

力，但员工的防护却成为这一合作模式的最

大隐患，餐饮企业及用人单位该如何做好员

工的防护，双方该如何订立人员的薪酬发放

标准，以及如果疫情拐点出现，餐饮企业需

要快速恢复经营，但员工出现流失情况该如

何应对，这些都是让餐饮企业犹豫要不要选

择外派员工的因素。

对此，王玲表示，起初接到公司通知说

可以报名支援物美的时候，她也有这方面的

担忧，但是旺顺阁和物美都同时制定好了员

工的防护计划，于是就报名了。“报名后，参

加支援物美的员工与旺顺阁其他的员工分

为两类，两类员工的宿舍进行区分，支援物

美的员工住在一起，负责门店日常业务的员

工住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两类员工交叉感

染。旺顺阁以及物美也为支援员工准备了防

护用品，口罩、手套、护目镜、消毒液等用品

都有配备，并且上班、下班回宿舍都需要测

量体温，在物美店内也会有双方负责监督的

负责人定期监督员工佩戴好口罩、手套和护

目镜，这样的双重防护还是很让人放心的。”

另外，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旺顺阁与

物美的合作，主要还是由旺顺阁负责管理前

往支援的员工，工资的发放也是由旺顺阁负

责，双方分工明确，这样能够有效解决员工

流失以及薪资发放等问题，最大化二者合作

的优势和效果。

体验跨界

这次疫情的突然来袭让王玲这样的餐

饮基层工作人员深刻体会到疫情给餐饮行

业带来的影响，让他们在本该忙碌的春节

假期以及返京旺季突然闲了下来，这让王

玲也十分感慨，“疫情来得太突然，我们本

来一直在为春节做准备，春节假期前夕，店

里其实已经开始变得更忙碌，所有的工作

人员也都保持着很高的工作强度和热情，

但从大年二十八开始，餐厅突然就没有生

意了，为春节准备的食材也都派不上用场

了，本来忙碌的工作人员也因为堂食突然

停滞而闲了下来”。

此次支援物美对于王玲来说既是一次

新鲜的体验，也是一次接受培训的机会。王

玲表示，之前一直在餐饮行业工作，对于商

超零售行业的工作也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但

是在物美支援两周多以来，她觉得这种模式

不仅对企业而言能够在特殊时期互补短板，

对她个人也是一次难得的培训机会。

“在新的岗位上，我觉得还是能学到很

多东西，比如物美在处理客户咨询方面的高

效，以及在疫情期间物美利用多点快速转战

线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王玲说

道，“我们这些参与支援的员工其实晚上回

去的时候也会聊天，希望这次疫情能快点过

去，餐厅也能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员工也都

健康地重返自己的岗位。”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于桂桂

扫码观看现场视频

扫码观看现场视频

>>�截至3月9日邮政、快递企业最新战“疫”情况 <<

8.75万吨

承运、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

1.76亿件

包裹

2.5万辆次

发运车辆

357架次

货运航班

一边是餐饮企业因疫情影响不能正常经营而出现人力冗余，一边是商超因员

工不能及时返岗而出现人力短缺的情况，疫情期间餐饮和零售行业人力跨界支援

成为可能。“共享员工”成为此次疫情期间行业跨界互助的新模式，其中，正餐品牌

旺顺阁组建300人团队支援物美的案例最为引人关注， 旺顺阁和物美究竟是如何

做好员工防护的？旺顺阁前往支援物美的员工目前工作情况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