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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洁

“农村取快递为何这么难”去年
就登上过微博热搜。

如果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
物流干线是“大动脉”，全国上千的县
区、数万个乡村镇则构成了物流的

“毛细血管”。
血液在“大动脉”中贯通、流动，

但只有在“毛细血管”中循环往复，躯
体才能康健。相比主动脉的规整、集
中，毛细血管零散、复杂，需要投入大
量的资源来确保它可以高效消化来
自主动脉的任务压力。

处在毛细血管中的细胞--村镇
快递员们却有说不完的苦恼：路途遥

远，一天送不出几个快递，收件更是
少得可怜，快递站点随时面临被裁撤
的风险。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收入
增长速度正在逐渐超越城市。来自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位数40378元，增长2.9%；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204 元，增
长5.7%。

与收入增长呼应的是，农村消费
者通过手机“买买买”已无障碍，但只
要是物流网络没有延伸到的地方，他
们就只能被阻隔在移动互联网之
外。这些没被触达的村镇，就像是一

座座孤岛，电商血液想要流通到末端
毛细血管，障碍重重。

今年初，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表示：“我们要把毛细血管打通，特别
是‘最后一公里’，重要的是下沉，到
2025年，每个县城都要有连锁商超和
物流配送中心，乡镇要有商贸中心，
村村要通快递。”

物流在乡镇和农村下沉较难的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这些区域业务量
小、距离远，产生的费用却很高，向这
些地区派送利润很可能为负，所以商
业快递公司大多不会将农村地区列
入派送范围。

在中国包裹量排名前五的企业
分别是中通、圆通、顺丰、申通、韵达，

他们的市场份额总计在70%以上。基
于成本的考虑，不啃“快递进村”这根
硬骨头似乎无可厚非，但绝非无法实
现。

可以尝试“邮快合作”“快快合
作”以及“快商合作”。比如邮政公司
可以向其他快递公司开放农村的快
递代投业务，快递公司之间也可以共
享站点，电商和快递公司可以合作开
展共同配送投递业务。如果能打破
各家的割裂关系，共建完善的共配体
系，加速商品的流转，那么将会对中
国农村市场的消费形成极大的促进。

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新企业的
入场，为抢占市场份额，快递企业争
相压价，引发了激烈竞争。2010 年，

快递平均单价是24.6元。现在，这个
数字降到了 10.2 元。快递公司的价
格战，落在“最后一公里”的网点和基
层快递员身上，就显得压力格外大。
因此，可以适当采用价格调节的方
式，让快递收费实现差异化，降低商
业快递公司在成本上的压力。

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资源配
套、财税减免、规范消费、净化市场
等方面要给予一定的支持。让更多
快递企业和电商平台能以更加积
极的态度参与“快递进村”的推动
和落实。

打通农村物流“毛细血管”亟须多措并举

本报记者 李春莲 李 勇 吴奕萱

临近618年中大促，本应是快递
企业最为繁忙的时候，但进入6月份，
中通、圆通和韵达部分乡镇网点却被
曝倒闭，快递只运输到市区，想要在
乡镇代收点取件，消费者需要交2元
至5元的取件费用。

对此，韵达股份有关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此类网点关停的情况
仅存在部分地区，且均为加盟网点。”

有不愿具名的快递企业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乡镇网点基本
都是加盟制，快递企业总部会有部分
补贴，但即便是跟其他企业一起采用
共建共配的模式，对于这些网点来说
仍旧运输成本太高，多收费又不合
规，尤其中西部的部分乡镇网点，一
直处于亏钱状态。

“乡镇快递网点出现的问题是发
展初期的必经阶段。”快递100CEO雷
中南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客
观来讲，乡镇地区居住密集度不均匀，
业务量也不均匀，导致运营成本较高。

圆通速递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快
递行业价格竞争较为激烈，末端网点
的压力比较大，乡村网点上个别会有
变动，对公司来说，加盟网络和末端
网点整体稳定，公司在乡村还是做了
很多布局的。”

快递业再掀价格战
乡镇快递网点难盈利

当低价模式搅动下沉市场，部分
乡镇快递网点“撑不住了”。

对此，有快递企业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受激烈市场竞争的
影响，部分地区的快递网点确实承受
着比较大的压力。本身很多乡镇网
点没有发件量，派件数量也不多，运
输成本太高。

事实上，激烈的价格战给末端网
点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快递员不稳定
和加盟商不赚钱。

经营着多家门店的网点老板小
玮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了支付
人员成本，网点还需要持续投入车
辆、场地、甚至客户的垫款等各项开
支，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不堪一击的末端网点成为快递
行业价格战的“牺牲品”。

“目前偏远乡镇快递网点普遍存
在业务结构单一、收派件比例失衡、
派件收入少，以致于盈利空间小。”韵
达股份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部分网点为了增加个人利润空间，
可能会采取擅自增加快递派送费等
额外费用，而地方监管部门为维护市

场秩序会介入整改甚至勒令关停。”
雷中南还提到，从主观上来说，

快递末端管理粗放，信息化程度低，
站点老板缺乏多元化经营意识。而
快递公司近年来的低价竞争，对快递
派、寄价格的一降再降，也导致乡镇
网点运营成本入不敷出的情况。

多元化经营或缓解网点压力
共享共配模式成快递进村关键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了辽
宁、浙江等多地的乡镇快递网点，并
未发现网点取消现象，乡亲们还在享
受着“买买买”的快乐。

辽宁省朝阳县瓦房子镇位于辽宁
西部的丘陵地带，位居朝阳市与葫芦
岛市交界处，北距朝阳市约80公里，大
约需要近二个小时车程。辖区内共有
8个行政村，人口总数约两万余人。

据当地的一位居民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镇子上共有四家、五家
快递服务网点，目前均正常营业，每
天收发快递的人都很多。

现居朝阳市的李先生五一前刚在
网上为居住在瓦房子镇杨树沟村的父
母购置过两个净水器替换滤芯，其中
一个从北京由顺丰发货，一个从沈阳
由京东快递送出，从网上下定单算起，
只用了两三天，家里的父母就陆续收
到了货品。李先生的母亲王女士告诉
记者，“快递到达后，‘富强车行’就会
打电话过来，直接过去取就行。”

据王女士介绍，“富强车行”是镇上
的一个快递收发点，这里无论是取快递，
还是发快递，都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

《证券日报》记者走访了宁波市奉
化区莼湖镇同山村，尚未发现网点关
停情况出现，各乡镇网点均正常经营。

有村民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现在快递配送十分便捷，申通、韵达
等营业网点每天下午会安排统一配
送，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尽管部分乡镇快递网点出现问
题，但这并不阻碍快递企业加速探索
末端网点建设和快递进村。

“以前在网上买东西，只能和卖家
商量能不能发邮政小包，或者要多加运
费，让对方发EMS，其他的快递在乡下
没有网点，都送不下来。”李先生称：“现
在方便多了，近些年圆通、韵达、中通的
快递网点都铺设到了乡下，给家里网购
的物品，通过哪一家快递发货的都有，
现在都可以直接快递到镇里。”

对于乡镇网点建设，圆通速递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行业之间也在做
很多驿站的建设、拓展多元的配送方
式等，解决乡镇网点等单家快递公司
量小的生存压力问题。

“末端配送网络是实现快递进村

的关键。”第三方快递物流业智库平
台ExpressHub首席分析师陈武强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落
实国家邮政局“两进一出”工程，助力

“快递下乡”，解决乡镇地区民众快递
寄递问题，乡镇末端快递网点也在加
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其中共享共
配是一种很好的降本增效、提升协同
效率的方式。共配模式即快递公司
通过物流将快递运输到末端后，在同
一个片区由一家集中经营的网点进
行最后一公里配送。这就需要快递
行业一起打造通用的末端网点收派
系统，对各快递公司数据进行打通，
从而帮助提升管理效能。

如果乡镇网点有其他业务，成本
就可以降下来。北方乡镇网点的最
大成本就是城里到乡下的运输成本，
但网点本身有其他业务，仓储成本不
大，如果揽件价格稳定、货量有保证，
则生存压力较小。有快递企业人士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乡镇网点
与社区团购、水果店、便利店、干洗店
等居民必需的门店类型结合，多元化
经营将线下流量转至线上，可以拓宽
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快递企业混战下沉市场
乡镇网点助力新兴业态落地

曾经的乡村有句口号是“要致富，
先修路”。现在不仅路通了，网通了，
电商业务越来越发达，快递也正成为
乡村与外面世界的一个连接器。

“自从有了这些快递网点，有些脑

子灵光的年轻人，开起了线上网店，朝
阳县特产的小米，秋季里的大枣，通过
便捷的快递网络，发往了全国各地。”
上述辽宁省朝阳县瓦房子镇杨树沟村
的王女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当地相关邮政管理部门人员也向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以前，北票（朝阳
市下辖的县级市）的大枣主要以本地水
果店销售为主，2016年以来，随着快递
网络的进一步遍及和淘宝、微商等线上
平台的兴起，2020年，“北票金丝王大
枣”的年寄递量已经超过180万斤。

在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同山村
的网点，记者看到一片繁忙的景象，
这里除了基本的收发业务外，莼湖镇
当地的快递网点还推出了具有针对
性的农产品运输服务。当地特产水
蜜桃丰收季节即将到来，各大快递网
点均推出了包含从打包、发货运输到
售后的水蜜桃专项运输服务，保证产
品能第一时间发出，有效解决了水蜜
桃不耐压、保存时间短等问题。

与村民交流的过程中，记者感触
颇深，下沉到乡镇的快递网点，不仅拉
近了乡村与外面广阔世界的物理距
离，也是乡村居民与外地民众交流沟
通的重要通道和纽带。大山里的村民
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到来五湖四海的
好货。也不需远足，就可以把乡下的
特产送达全国。这些快递网点里每天
出出进进的货物，并不是简单的货物，
是在外打拼的农民工寄回的思念和乡
愁，也是拼搏的新农民寄出的希望。

这也正是国家不断推进“快递进
村”的意义所在，快递企业也认为，这

是行业的增量所在，但这个过程还需
要政策层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配套
措施以及当地产业化的持续进步。

雷中南表示，乡镇快递关联着消
费下沉、农货上行等诸多新兴业态，
下沉市场已经成为互联网电商行业
的增长池，农民直播、村长带货等让
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上行为“最初一
公里”，也正是乡镇快递让新兴业态
落地，而新兴业态才是盘活乡村基础
建设、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

“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农村电商
覆盖面，着力解决农村网购“最后一公
里”问题，力争用3年至5年时间，做到
快递网点在所有行政村全覆盖。

快递进村是大势所趋，2020年被
称为电商下沉的元年，快递企业也开始
在下沉市场厮杀，这是最难啃的一块骨
头，但未来或许更是“真香”的一块肉。

对于乡镇快递促进乡村振兴，雷
中南认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给予更
多的扶持和重视，尤其是对乡镇快递网
点予以减免及补贴，而这在不久后很快
便能反哺地方新兴业态；另一方面，利
用城乡差异，环绕城市发展农产品输出
等，除了解决新增就业问题，还能够利
用低成本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仓
储+快递、尤其是保鲜仓储，加大农副产
品的销售周期和销售通道。快递100也
在大力推广乡镇网点管理系统、农货生
鲜寄快速通道等，也在积极与各大特色
产区合作，以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来帮
助乡镇寄递业务健康运行。

快递企业低价混战下沉市场：

部分乡镇网点举步维艰 助力新兴业态仍需多方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