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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9/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D_95_c32_539715.htm 包裹单为集邮者留下一份宝贵

的集邮素材，从专题集邮的角度来看，包裹单里面具有种种

丰富的信息，现对这些信息的特性进行评价： 适用性 包裹单

是反映包裹寄递过程的依据，记录了寄递包裹、领取包裹、

包裹中的物品、以及在寄递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费用、责任

要求等，是专题集邮的有效信息，在《FIP竞赛性邮展规则暨

邮集制作指南》中，也明确地提到邮政业务中的包裹邮件是

适用的素材。包裹单可以在专题邮集中使用，并不意味着包

裹单中所有的内容都是有效的信息。有效的信息只包括与包

裹单同时印刷的各种文字、图案或者后来邮政局加印的一些

文字图案及在寄递过程中邮政局使用的各种戳记。而私人在

包裹单上所盖的戳记、书写的内容或者加印的图案等都是无

效的信息。要区分信息是否有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是

邮政局使用的还是私人使用的。 广泛性 贴在包裹单上的邮票

：邮票永远是邮集里面最主要的素材，邮票不光可以单独展

示，也可以展示其应用，如在实寄封片中使用，但千万不要

忽视邮票也能在包裹寄递中使用。1958年前，国内交寄包件

不分城乡，一律在“国内包裹详情单”上贴邮票，寄件人将

邮票贴在“国内包裹详情单”存根（第二联）和通知单（第

三联）两联相连之处，贴好后，由邮局收寄人员核对资费并

盖销邮票，再从邮票当中剪开，然后将第三联和包件一起发

往寄达局，将收据存根留下备查。因此，1958年前的包裹单

存根、通知单上各有半枚邮票。1958年邮政总局改革，原来



“国内包裹详情单”由三联改为一联，但少数地方仍然沿用

到20世纪60年代初。1964年全国邮政会议作出决定：在城市

交寄包件，直接收取现金，加盖“国内包件邮资已付”戳；

在农村地区交寄包件时，在“国内包裹详情单”上贴邮票，

但邮票不剪开。收寄后“国内包裹详情单”送主管县市局稽

核检察。包件业务的这两种纳费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有的包

裹单上贴的邮票，并非是寄递包裹所交纳的费用，而是逾期

取包裹时向邮局交纳的保管费。了解了为什么在包一裹单上

贴邮票以后，我们应该清楚半枚邮票上的信息避免使用，因

为邮票不完整，不能很好地反应邮票的信息和主题。 印在包

裹单上的文字图案：中国历来很少利用邮政用品、邮政单式

来做广告，在包裹单上只看到注意事项、收件人、寄件人、

寄件人声明、领取包裹注意事项等。因此，国内的专题集邮

者也很少利用包裹单上的图文来作为专题集邮的素材。但是

，只要耐心地寻找，还是能发现包裹单上一些看似普通的文

字能在专题集邮中使用。如“寄件人声明：二本寄件人保证

本包裹内不装有1.爆炸性；2．易燃性；3.腐蚀性；4．现行法

令禁寄的物品”，在《火》的邮集中，就可以使用它，因为

假如炸药、汽油等爆炸性、易燃性的物品经过邮递，有引起

火灾的危险，所以这类物品被禁寄。“文化大革”时期，几

乎所有的物品都被深深地刻下了红色的烙印，连包裹单也不

例外。包裹单中各种各样的工农兵图等，有不少可以用在专

题集邮之中。附图是一枚印有工农兵图一的包裹单，可以用

在《农民》、《水稻》、《棉花》、《太阳》等邮集中。 盖

在包裹单上的邮戳：包裹单上记录了邮寄资费、邮路、包裹

寄递领取的规定等，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如邮政日戳，



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名就可以引述出一个有趣的故事。除了圆

形的邮政日戳，还有八角形的“国内邮资已付”戳，除了手

盖戳，还有电子戳。还有逾期收取保管费用的戳记，有的地

方逾期1天收费2角，有的3角，有的在7天后收7角等等。这些

邮戳，可以用在“时间”、“钱”、“保管”等专题之中。 

珍罕性 由于新中国的包裹单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在各

大型拍卖会上包裹单知名度不高，也很少有包裹单能拍出很

高的价钱，上千元的已经算得上凤毛麟角了，许多收集包裹

单的人都是从几角到几块钱的一大堆邮品中买来的，对比其

它的珍罕邮一品，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因此不少的集邮者认

为包裹单的价值不高。从邮品的使用年代来看，的确很现代

；从价格来看，的确是偏低，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包裹单的

珍罕程度低，年代和价格木是衡量邮品是否珍罕的标准，本

文所列举的一些邮品是从成千上万件一邮品中挑选出来的，

尽管不一定昂贵，却很难得，这也是集邮者的最大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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