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将于 10 月 1
日起施行——

放不放快件箱 收件人说了算
一方面， 智能快件箱寄递

服务可以有效应对 “门难进 ”
“楼难上 ” 的现代工作居住环
境， 将有助于解决 “最后一公
里”难题；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
快递业实现服务标准化。

针对部分快递员不按名址

投递、 直接使用智能快件箱的
“懒人快递”现象，新规明确，从
今年 10 月 1 日起，企业使用智
能快件箱投递快件， 应当征得
收件人同意。

智能快件箱是我国城市快

递末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能提高快递派送效率。 不过，在
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
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懒人快递”
之类的纠纷。 如何进一步规范
快件箱使用？

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的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
法》规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
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

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收件
人不同意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

快件的，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
应当按照快递服务合同约定的

名址提供投递服务。
“新规将对快递行业高质

量发展产生很大推动作用。 ”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

授郑佳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一方面智能快件箱寄递服
务可以有效应对 “门难进”“楼
难上”的现代工作居住环境，缓
解企业投递压力、 减少爆仓现
象， 将有助于解决 “最后一公
里”难题；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
快递业实现服务标准化。

同时，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进了用户权益。 智能快件箱
赋予了用户在寄递时空上的充

分自由， 能够有效避免交寄取
件的时空与用户工作、 生活安
排上的冲突； 通过扫码寄递方
式，取代了快递员直接入户，可
有效降低用户信息泄露的隐

患， 同时也能有效降低暴力犯
罪等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 新规能彻
底消除“懒人快递”现象吗？ 所
谓“懒人快递 ”，是指快递员未
按照快递服务合同上约定的名

址投递。 事实上，未按名址投递
的原因有很多， 除了快递员自
身不够勤勉外， 还有收件人名
址错误、收件人不在名址、联系
不上收件人等情形。 但是，如果
快递员单方面选择将快递直接

投入快件箱， 则损害了用户权
益，属于违规。

当前 ，用户对 “懒人快递 ”
不满还有一个原因， 即智能快
件箱存在乱收费问题。 快递服
务价格一般以重量、 距离等作
为计价基准， 并未因寄递模式
不同有所区别。 换句话说，用户
如果选择使用智能快件箱服

务， 快递费并没有增加。 实践
中， 需要用户付费的情形主要
是逾期保管费。

对此，新规明确，智能快件
箱运营企业应当合理设置快件

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内不得向收
件人收费。 “按照新规，运营企业
有收取逾期保管费的合法理

由。 ”郑佳宁认为，无论是因为收
件人原因未能按时取件，还是因
为寄件人原因拒绝取件，此时在
运营企业与用户之间对逾期快

件均形成了新的保管关系；按照
合同法相关规定， 可以无偿保
管，也可以有偿保管。

近年来， 随着我国快递业
服务网络不断健全， 快递业务
量逐年提高。 国家邮政局数据
显示，2018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完 成 505 亿 件 ， 同 比 增 长
25.8%； 新增社会就业 20 万人
以上，支撑网上零售额 6.9 万亿
元， 支撑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超
过 3500 亿元； 预计 2019 年快
递业务量将达 600 亿件。 随着
消费者对“最后一公里”的服务
需求不断扩大， 快递末端配送
形式必然越来越多元化， 智能
快件箱很可能成为主流末端寄

递模式之一。
“与传统模式相比，智能快

件箱寄递服务存在人、 物分离
的空当期， 即寄件人将物品放
置快件箱至使用企业将物品取

回网点收寄的区间。 ”郑佳宁介
绍，为消除该区间的隐患，新规
创设了 “交寄———收寄 ” “物
品———快件”的制度安排。

此外， 智能快件箱的数据
安全管理也不容忽视。 “作为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经营者， 运营
企业必须维护数据采集、存储、
处理、传输等正常运行，邮政管
理部门亦应在 《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 指引下尽快出
台对快递数据的监管指导文

件， 以保障数据流通与用户信
息安全， 从而充分维护用户的
合法权益。 ”郑佳宁说。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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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宝发布首份《90后攒钱报告》，92%的人每个月
有结余，80%的人会将结余进行理财

90 后比父母辈更会理财

能薅羊毛的绝不错过

省下的钱买余额宝、投资

“存款吗？ 一点点。 ”被
问到存款，李耀不好意思地
笑了。 这个 1990 年出生的
小伙子， 研究生毕业后，转
眼工作近四年了。你猜他存
下多少？ 18 万，另外还投资
开了一家吉他店。

“工作第一年收入 12
万，我省下 4 万。 “李耀说，
当时的开支 ， 除了每月
1500 元房租， 还要养一辆
小车，以及跟女朋友吃饭看
电影买衣服。 “过年还给了
我爸妈一万块钱。 ”问他怎
么省下来的，他说，能薅羊
毛的绝不错过。

“比如吃饭先看看大众
点评， 有没有折扣和团购；
看电影买张电影卡，优惠价
基础上还能再享受会员折

扣。 ”李耀也跟同龄人一样
喜欢追潮流 ， 椰子鞋 、AJ
鞋，统统都有。“只不过买得
少，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
一年买上一双。 ”省下的钱
就存余额宝。

后来 ， 随着收入的上
涨，李耀开始把余钱投向其
它投资渠道。他投资的这家
吉他店，已经开业两年。 他
乐呵地告诉记者，“今年就
要开始盈利了，加上每年再
存一些工资，就可以去做其
他的投资了。 ”

支付宝表示，观察这些
同时使用余额宝和花呗的

“宝呗青年”发现，他们攒的
确实比花的多。他们的消费
也比外界想象中更为理性，
九成 “90 后” 在调研中说
“买生活必需品外的东西 ，
会充分考虑经济状况”。 不
过， 在自我增值这件事上，
他们还是很舍得花钱的。过
去一年，“90 后” 用花呗购
买教育类产品和服务的金

额增加了 87%。
“90 后”们还颇为精打

细算。 调研显示，90%的“90
后”使用花呗并非因为想要
提前消费，而是因为希望“省
钱” 和 “占便宜”。 大量“90
后”在调研中表示“自己先用
花呗额度消费，把钱先存起
来，这样可以多赚一个月的
收益”。有网友笑称，难怪“90
后”会因为“心疼 8块钱的邮
费、15块钱的会员”上热搜，
看来账算得很精明。

习惯有钱就随时理财

一万不到买 5 个理财
产品

“90 后 ”不仅会省钱 ，
还很懂得怎么“钱生钱”。小
郭，就是传说中能把“钱生
钱”做到极致的妹子。 这个
1996 年出生的姑娘， 毕业
工作才一年，虽然存款数目
不大，但是她却把这笔钱打
理得头头是道。

“买了三只基金，两个
定期理财。”小郭把自己的理
财截图给记者看，三只基金，
每只只买了几百元；两个定

期理财，都是 1000 元起投，
她各买了几千元。 虽然加起
来一万都不到， 却不得不让
人佩服她的理财意识。

小郭谦虚地说，买理财
产品是为了把钱放起来，没
有现金可以花， 也就不会花
了。她告诉记者，自己花钱都
用花呗或者信用卡， 然后第
二个月用工资去还。 能把钱
放起来理财的， 就绝不会轻
易动它。而自己身边的朋友，
几乎每个人都在做理财。

数据也显示 ，在 “钱生
钱”这件事上，“90 后”比自
己的父母更为积极 。 “90
后”首次开始理财的平均年
龄是 23 岁， 绝大部分人会
在上大学至毕业后的两年

内就接触理财，比父母辈第
一次接触理财早了整整 10
年。余额宝数据还显示，“90
后”人均月转入余额宝高达
8 次，平均比自己的父母辈
高 2 次，月均存钱也比父母
平均多 1000 元。 有钱随时
理财是他们的习惯。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
研究员何健华表示 ， “90
后” 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也
是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

一代，因此他们对消费和理
财的接触都比父母辈要超

前。 再加上社会压力大，这
代年轻人也有强烈的独立

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精打
细算、早早理财都是在为未
来过好生活做足准备。

（据《钱江晚报》）

“‘90 后 ’啊 ，花钱大手大
脚，月光族。 ”在很多父母甚至
“70 后”“80 后”眼里，“90 后”花
钱的手法，可谓是典型的“少年
不知愁滋味”。

真是这样吗？近期，中国新经
济研究院， 联合支付宝共同调查
后发现，调研结果令人大呼意外，
“90后” 似乎远比其父母想象的
靠谱。

昨天，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
合支付宝发布首份 《90 后攒钱
报告 》， 报告显示 ，92%的 “90
后” 每个月都会有结余，80%的
人会将结余进行理财；对比他们
的余额宝和花呗则发现 ， “90
后”每月在余额宝攒的钱，平均
是其花呗账单的 4.5 倍。 此外，
“90 后”初次理财时间比父母早
了 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