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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权发生了缺位？到底
是哪一方的过错？在这场争论中，
各个链条中的角色各有说辞。

对于快递员而言，每天上百件
的派送任务如果挨个打电话通
知，工作量陡增，而派费收入在价
格战环境下不断压缩， 从而难保
服务质量的匹配。 一份来自中国
邮政快递报社《2019年全国快递
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 显示，
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
元以下，月收入超1万元的占比为
0.73%。而在工作时长方面，工作
10-12小时 /天的快递员占比达
33.9%。近两成从业人员工作12小

时以上。
部分快递柜企业则认为，小区

物业以租金高低为准入原则增加
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一位从业人士
曾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行业中缴
纳的物业租金大概在5000-8000元
/年/组柜（约100个格口）。此外企业
还需支出快递柜技术运维、 研发、
人工、电费等费用。在顺丰控股发
布的一份丰巢收购速递易的公告
显示，2019年， 丰巢亏损为7.81亿
元，速递易亏损为5.17亿元。

在走访时，尽管部分物业相关
负责人对入驻租金数额并未对北
京商报记者回应， 但其提及小区

摆放柜机的合适位置较为有限。
在北京部分小区，记者发现，虽然
一些社区内摆放了5个快递柜，人
们仍主要前往3个代收点取快递。
柜机位置摆放若较为分散， 消费
者取件的负担便会增加。

此外，快递柜企业与快递企业
若是在利益分配上无法达成一
致，最终受损的也是消费者。9月，
据相关媒体报道， 武汉大学校内
由于快递柜企业近邻宝和圆通、
韵达、 百世三家公司的片区承包
商在合作期间产生合同纠纷，合
作终止造成了大量师生快递派件
延误和堆积。

一场快递柜的收费风波牵扯
出末端快递市场的诸多矛盾，除了
触发公众、业内人士等进行探讨与
反思，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完善末
端快递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
方案。

4月17日，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与商务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
深入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
同发展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
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
文件指出， 各地要明确智能快件
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的公共
属性，将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
合服务场所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
关规划，提供用地保障、财政补贴
等配套措施。

一方面，部分地方邮政管理局
发布声明，例如河南邮政管理局要
求， 未通知放快递柜所产生的费
用，不应该向收件人收取。而浙江
邮政管理局提出，快递企业征得收
件人同意后， 才能放在快递柜中，
对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放置快递柜、
二次收费等涉嫌违法行为，要及时
处理。

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也将
智能柜建设纳入民生基础设施范
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
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进
一步拓展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投放
范围，在已试点投放“无接触配送”
智能取物柜组件的基础上， 新增
1.5万台以上智能取物柜， 加大对

医院、学校、办公楼宇、大型社区等
区域的覆盖力度。据国家邮政局数
据统计，2019年全国智能快递柜数
量为40.6万组。

而在企业端，快递柜市场仍是
争相布局的焦点。丰巢收购速递易
后快递柜市场份额近70%；菜鸟裹
裹提出计划未来一年内投放10万
个寄件柜；申通低调布局智能柜品
牌喵柜；中通收购日日顺乐家在全
国铺设的部分智能柜。

与此同时 ， 在一些电商平
台 ， 消费者不仅能选择配送时
间，还能选择是否同意投放快递
柜。据了解 ，部分快递企业已经
推出人工智能语音系统，消费者
在接听电话时可选择上门、投柜
等派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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