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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6_A1_88_E4_c31_249431.htm 《邮政法》的修改工

作始于2002年4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信息产业部和国家

邮政局主要参与，至今已推出了多个修改稿。 在5月24日稿中

，民营和外资快递公司代表发现，他们最为关心的邮政专营

范围核心条款被留白，作为“待研究”处理。在相关条款中

，还规定“外资企业不得从事国内信件递送”。 8月6日，包

括东方万邦、全成、申通在内的40余家上海快递公司通

过EMS和挂号信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发改

委、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局等13个部门集体上书，呼吁应

尽早向社会公布最新的《邮政法》修改稿，不要匆忙将未经

公布和尚未成熟的5月24日稿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8月7

日，在由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主办的"快递物流业法制建设

座谈会"上，非邮政快递企业对有关部门正在修改的《邮政法

》再次展开激辩。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等官员悉数到场。国家邮政局官员和邮政EMS的代表则没有

出席该座谈会。 快递行业监管难题 除了对合理界定邮政专营

范围提出建议外，民营快递公司还首次提出：将《邮政法》

的调整范围缩小至只规范邮政事务，把有关规范快递业务的

条款剔除，日后另行制定快递行业专门的管理规范或管理办

法。 上海民营快递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上海彭旨平律师事

务所主任彭旨平认为，不宜在同一部法律中规范两个性质不

同的行业。邮政和快递是两个本质属性不同的行业，邮政属



于社会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快递是市场竞

争的业务，提供的是个性化、增值性的服务。但国家邮政局

政策法规司司长达瓦表示，快递的本质属性是邮政通信业，

快递也是邮政的服务宗旨，邮政的核心价值就是快递，二者

是统一的，都应由《邮政法》进行调整和规范。 基于不同理

解，民营快递公司和邮政方面对于谁来监管快递行业，也存

有迥异的看法。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大田集团高级顾问李力谋指出，快递是新型的商务运输方式

，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应由商务主管部门进行行业监管。邮

政方面则认为，快递应由邮政部门监管，这一点是国家规定

的。国务院在2005年8月引发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和2006

年2月引发的国家邮政局"三定"方案中，都赋予了国家邮政局

对普遍服务和快递服务在内的邮政市场实行统一监管的法定

职责。对此，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建议，《

邮政法》修改不但应该听取各利益主体的意见，而且应该以

修改《邮政法》为契机，纠正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来一

个立法思想和立法程序的大转变。 银联信分析： 金融风险分

析 我国快运快递业的发展至今，面临诸多问题和威胁，银联

信分析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民营小公司绕乱市场

秩序。目前，一些小型或私人快递公司一方面在抢夺快递市

场份额，另一方面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这些小公司有相当一

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非法快递公司。据估计，目前仅北京

、上海、天津、广州四地就有非法快递公司3000多家。这些

非法的快递公司仅有三五个人，几辆自行车，到处揽活。他

们以价格便宜、送件灵活而穿梭于城市中的楼宇间，他们在

给人们送去方便的同时，也给消费者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隐



患。 其次，快运快递人才匮乏。由于快运快递企业涉及到仓

储、运输、批发、商业和外贸等行业，同时由于它的综合性

趋势，它必然要求快运快递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有经

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心理学等基本知识，更要

具备较高的综合性素质，是种高级专业化管理人才。我国快

运快递业还处在起步阶段，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尚未跟上，

人才缺乏，素质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快运快递

业的发展。 第三，快运快递渠道不畅。在流通产业增值链上

下游企业之间，彼此信息共享，特别是共享动态变化的最终

消费信息。在我国，一方面，经营网络不合理，有点无网，

第三方快运快递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缺乏合作，货源

不足，传统仓储业、运输业能力过剩，造成浪费；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落后，因特网、条形码、EDI等信息技术未能广泛

应用，快运快递企业和客户不能充分共享信息资源，没有结

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 第四，条块分割严重，企业规模偏

小。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快运快递企

业形成多元化的快运快递格局，除了新兴的外资和民营企业

外，大多数第三方快运快递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物资

、粮食、运输等部门储运企业转型而来。条块分割严重，企

业缺乏整合，集约化经营优势不明显，规模效益难以实现。 

第五，服务功能不全。大多数快运快递企业只能提供单项或

分段的快运快递服务，快运快递功能主要停留在储存、运输

和城市配送上，相关的包装、加工、配货等增值服务不多，

不能形成完整的快运快递供应链。据中国仓储协会2001年初

的调查，在采用第三方快运快递的需求企业中，有23%的生

产企业和7%的商业企业对第三方的快运快递服务不满意。 银



行信贷提示 从信贷目标的选择上，建议银行在相关法律法规

未尘埃落定之前持谨慎态度，尽量缩小快递企业的相关信贷

投融资规模。因为无论国营、民营的快递企业在表现上都不

尽如人意。尽管从国内市场份额看，EMS、民航快递和中铁

快运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国际市场上却差强人意。国

际快递市场业务，基本被联邦快递、UPS、TNT、DHL四大

快递公司占据。至于民营快递企业，面对外资快递巨头，更

有些力不从心。顺丰、宅急送、申通等民营快递公司，在网

点布置上数量不多。 当然，快递业也不乏信贷机会，如果国

家可以尽快落实相关政策。国家邮政局达瓦司长曾表示，国

家邮政局将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建立公平、公正、公

开、透明、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快递

服务。特别是大力发展民营快递企业，培育民族快递品牌，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服务业

。对此，商业银行可以持续关注，例如中国EMS、民航快递

及中铁快运。与“洋快递”相比，它们虽然暂时无法在远程

快运市场上立足，却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做好国内快件运输

及递送。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在同城快递项目上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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