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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快递公司迎来了学生市场的旺季。大学生利用便捷

的快递，将暂时不用的书籍、被褥以及电脑等运回家，毕业

生更要将行李运回。可随之而来的是快递纠纷的增加，集中

在未按时送达，包裹被拆，物品遗失、损坏，受损后赔偿不

合理等。 收快件如收“废品” 教授遭遇快递不规范 北京邮电

大学经管学院曾剑秋教授就遭遇过快递的“不快”。一个朋

友给他寄快递，曾教授住在北京邮电大学内，但快递员直接

把物品扔在北邮的图书馆门口，打电话让他自己取。他笑称

这样的快递服务让他感觉如同收废品一般，但比起物件被损

坏丢失的，他还算幸运。 曾教授说，由于市场需求，现在有

很多小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因其手续简单、价格低廉得

以生存，但低成本所限，这些公司的服务不规范，运送物品

往往出现很多疏漏。他建议，尽量选择口碑好的大公司，这

种公司在配送邮件、货物时，可以在网上查到运送状态，且

在货物送到后用短信通知，贵重物品配送前会签署正规合同

。 快递应引入“保险” 贵重物品尽量保价 快递的赔付是消费

者争议的热点。根据《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对赔偿标准

规定，信件类快件按照服务费用的两倍进行赔偿；包裹原则

上按照保价实价赔偿，没有进行保价的包裹，按照具体服务



资费的5倍赔偿。然而，不少消费者因为没对所寄物品进行保

价，在索赔时常常处于不利地位。 曾教授提示，在邮寄贵重

物品时，应根据物品的实际价值采取等额保价，以便出现问

题时可以获得合理赔偿。目前国家邮政部门规定的保价资费

为保价金额的1%，消费者千万别为了少花这个钱而遭受大损

失。 现在快递物品可谓五花八门。虽然黄金、首饰等不允许

快递，但为了竞争，很多业务员不审核就接受了客户的物品

。对此，一直从事民商法研究的唐梅律师认为，只要业务员

接受了客户填写的快递单，就应视为保管合同已经签订，承

认了不受禁止性约束，应该保证货物安全送达。一旦快递过

程中发生了问题，快递公司应该承担责任。 快递可以运送的

物品中包括电脑。可由于电脑价格高，且显示器属于易碎品

，所以电脑是快递物品中投诉较多的商品。唐律师提示消费

者，最好不要通过快递运输电脑。 她建议，快递公司应全面

引入“保险制度”，就像坐飞机一定要买份保险、坐长途客

车票价里就含有1元保险费一样，所有的快递业务里也都有这

样一份保险份额。 慎读快递“声明” 详细填写快递单据 很多

人填写快递单时，很少仔细阅读快递单背面的“声明”。唐

律师建议，消费者应看清委托单背面的合同约定，对不合理

的格式条款要坚决抵制，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很多托运

人为图省事，把托运物品写的非常简单笼统，一旦出了问题

，往往不利于维权。在实际工作中，唐律师曾代理一个案件

，对方当事人律师表示，曾向她快递一张发票，这张发票是

案件中的一份证据。可唐律师并未收到这张发票。对方律师

拿出了一张快递单作为证据，但唐律师当庭指出，快递单上

既没写明货物是发票，也没有写上发票号。最后法庭采纳了



唐律师的意见，对方的证据被视为无效。 因此，唐律师建议

在填写快运单据时，托运货品名称应该尽量明确详细，如快

递手机，要标注是哪个牌子的、什么型号，如果是新手机最

好能写上发票号。在民商法中，要求“谁主张，谁举证”，

所以只要证据链完整，打官司时一般都能获得支持。 国际惯

例当场验货 改变快递法规滞后 曾教授说，在国际惯例中，消

费者接受货物时应当面验货，在物品无丢失和损坏的情况下

再签字接收。但是在国内，一般人都将货品拿回家后再打开

。这样一旦发现货品损伤或出现差错，很难索赔。尤其是易

碎物品，他建议收货人当场验货后再签收，以免纠纷出现分

不清责任。 曾教授认为，现在关于快递的法律还是比较滞后

的。目前，快递方面的纠纷一般按《邮政法》相关规定处理

。但邮政属于专营行业，不允许随便经营。现在快递行业发

展迅速，尤其是很多小公司也推出了快递业务，再按照《邮

政法》体系管理，已经不适应了。曾教授建议，快递业应纳

入《物流法》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