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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达卿认为，在所谓高收入的薪水背
后，更应该关注快递人员的“职业疲劳”现
象和行业人才培养。“相比拿1万甚至两万，
如果企业通过合法而稳定的雇佣关系，也
许 8000或者 7000的薪水，配合必要的职业
教育、再培训，其实对员工而言，价值更
大”。

他认为，整体来看，快递行业属于透支
性经营。去年网购高峰，曾有快递员累死
的一例个案发生，杨达卿介绍，又一季网购
高峰在即，已有快递企业曝出员工出现为
此离职的苗头，“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迹
象”。杨达卿认为，对此，行业应当给予高
度关注，“职业疲劳，看上去对行业和企业
伤害并不明显，但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它会带来人才的不稳定性，人才培养的不
可持续性。”杨达卿表示，包括美国、德国等
国家快递员很多都有长期的雇佣关系，这
种稳定的雇佣关系会影响到快递服务的服
务能力、态度和品质。

(据北京青年报）

快递员到底挣多少钱？
业内人士认为，快递员高收入背后暗藏不可持续性

离双11不到一周的时间，天猫、京东、苏宁等各大电商都争先展开预售活动。面对即将到来的“送货高峰”，多家快递
公司开始“招兵买马”，并打出了月薪万元的招聘口号。而为了“抢”到腿脚麻利的快递员，他们甚至争相标价--这边喊到
一万，那边就敢喊一万二，更牛的快递公司甚至给出了一万五。对此，办公室的白领们各种“羡慕嫉妒恨”。快递员的工资
真的有这么高？他们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李泽生，90后，高中毕业，
是京东花园路配送站的一名年
轻快递员。“别看我只做了一年
快递员，咱也是经历过双 11和
6.18大战，经得起考验，大战面
前从不畏惧”。小李对即将到
来的双 11非常期待，“双 11是
累点，但挣得也多呀，当月工资
能轻松过万的。”

今年双 11，天猫和京东都
投入了大量资源来争夺“剁手
族”，各种商品的预售活动已经
开动，快递员们也是马不停蹄，
小李好不容易“挤”出半个小时
接受记者的见面采访，回答问
题简单利索。

月薪构成：底薪+送件提成

离双 11还有一周的时间，
小李已经迫不及待，他告诉记
者：“快递员的工资，是底薪+送
件提成，也就是说送的件数越
多，工资越高。双 11 期间，京

东也会搞大规模的促销活动，
订单一般都会翻倍，我们的工
资也最高，能轻松过万，所以大
家都很期待。”

做快递员这行，年轻体力
好很占优势，小李也算“快枪
手”，如果是普通居民楼，每个
小时可以送出 15-20 个件；如
果是写字楼，因为收件人相对
集中，同样的时间里送的快件
多一些，每小时可以送到20-30
个。“这些都是平时的送件量，
要是到了双11，可以多送30%，
这样当月工资自然也高不少。”

“除此之外，京东在双 11
和 6.18 期间，送件数量排在前
几名的快递员还可以得到额外
的奖金，比如今年 6.18，奖金就
有 618元”，小李说：“所以双 11
期间，很多剁手族买得开心，我
们送得也十分开心。”

不过，小李也坦陈，双 11
期间确实很辛苦。平时 7点打

卡，如果早点送完货晚 7 点差
不多就能回家了，而双 11 期
间，早上 6点就要打卡，紧接着
要马上分拣货物，开始一天的
忙碌，除了中午吃饭之外，一直
要干到夜里11点。

京东快递月薪平均七八千

尽管双 11 期间月收入能
过万，但每天将近十多个小时
的“飞奔”和一堆堆等待派送的
快件，都让快递员的工作显得
有些“沉重”。意外的是，采访
中，小李谈到自己的快递员经
历却非常开心，他说：“这是毕
业后最为正确的职业选择”。

小李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每
天工作时间很长，也非常累，每
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块钱。没干
多久，老乡建议他做快递员，

“京东快递员工资高，月平均工
资都在 7000 元-8000 元，还有

五险一金，比你现在强多了。
你在这小餐馆挣得少不说，谁
给你上保险？你老了怎么办？”
经过老乡这么一“鼓动”，小李
果断去应聘京东快递员。

年节工资高快递员抢着加班

快递员的工作虽然挣得不
少，但也非常辛苦，一年到头，
都会在街上或楼道门口见到他
们飞奔的身影。很多人都奇怪
他们会有假期吗？

“说心里话，过年过节的，
我们这行都不愿意休，因为遇
到年节，京东给三倍的工资，所
以大家都抢着加班。”小李告诉
记者，“不过，你别以为我们是
铁人，一年到头连个假都没有，
我们都有正常的休假，只不过
不像其他行业会有正常假期，
我们一般都是倒休，这样不影
响送货，大家也都能休息一
下。”

今年 29 岁的陈建平已经
加入苏宁的快递队伍整三个年
头了，他现在是苏宁金融大街
配送网点的一名快递员，他所
在的这个网点担负着金融街周
边 5公里范围内的小件商品配
送和自提服务，像他这样的快
递员目前这里一共有8名。

平时月入4500到7000元

说到收入，陈建平和他的
同事们都感到比较满意，“虽然
付出很多但也确实能得到很
多，比社会上很多工薪族的收
入都不低，甚至超过了很多白
领。”

据了解，苏宁的快递员工
资是底薪加提成，快递员每送
一件快递可以获得一定金额的
提成，如果是货到付款的话提
成还会增加。陈建平告诉记
者，他们平时的薪资水平基本
上在 4500 元至 7000 元之间，

“但如果赶上像今年苏宁易购

‘818大促’时，靠近中关村这种
业务繁忙地区的不少快递员月
薪都能过万，而一些业务熟练
的老快递员甚至能达到 15000
元以上！”

每天送单接近百单

不过在这种不低的收入背
后则是快递员们超乎其他工作
的额外辛劳。陈建平和他的同
事们每天早上 7点之前就要到
达快递点了，这显然就要比做
其他工作“早起很多”。

他告诉记者，在苏宁干快
递三年来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淡
旺季区分不再是那么明显了，
似乎天天工作都安排的满满当
当。陈建平告诉记者，他平时
每天的工作量都是接近百单，
如果苏宁易购有大活动的话，
每人每天的工作量都要涨 2倍
以上，他和同事们早上 6 点就
得赶到快递点拣货。

这样一天下来，陈建平和

他的同事们通常都得晚上七八
点才能下班。从早上领取工单
到晚上结束工作，工作时间一
般都要 12个小时左右，货物多
的时候他们就在店里找个地方
将就一宿。目前他们一般一周
只能休息一天，赶到大忙的时
候，甚至一个月都不能休息。
这些多出来的加班时间就都只
能等到淡季时再补休了。

快递不只是体力活

据了解，现在苏宁执行的
是“一日三送”和“次日达”，一
般来说，每天的早上 7点、11点
和 15 点中心仓的调拨车都会
送一批货过来，而中午这个时
间段的货物比早上和下午要
多。而且中午的时间比较特
殊，有人会外出吃饭或者午休，
他们就只能在楼下等着。“如果
不是这些问题，中午这拨两小
时就能送完，但往往因为等候
时间较长还会影响下一家的配

送，甚至连午饭都耽误了。
据陈建平介绍，他们干这

一行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要对自
己负责区域内的每条街道、每
个大厦都很熟悉，每个快递员
都要根据路程远近和配单量来
规划自己的配送路线，越是熟
练的员工路线就越合理、配送
效率就越快。

陈建平告诉记者，快递不
仅是体力活，也要求快递员细
心、有耐心。顾客的支付方式
一般为直接网上支付或者货到
付款。而选择货到付款的顾客
有可能刷卡，也有可能直接支
付现金。这时，他们就需要仔
细清点货款，回到快递点完成
销单之后再统一清点上交门店
财务。所以，他们的工作其实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不仅要
确保配送效率，在商品保护、开
箱验机、货款收取等方面也不
能马虎大意，只有顾客确认无
误之后才可以完成这单配送。

90后快递员：双11月薪能轻松过万

苏宁快递员：熟练老手最高月入15000

“你在找工作吗？会不会考虑当快递
员呢？月薪万元不是梦。”尽管快递行业这
样的揽人广告很吸引人，但调查显示，很多
人在找工作时还是会在快递门槛前犹豫，
辛苦是一方面，人员的流动性以及收入的
不稳定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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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招聘网站的统计显示，快递从业
人员尤其是一线快递员的收入，自 2007年
以来上涨幅度平均超过20%，一度成为国内
除月嫂之外加薪频率最高、幅度最大的行
业之一。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快递基层操
作人员的流动性一直不小。“我们看到的很
多统计数据是 70%-80%，但是实际的情况
可能比这还要严重，有快递企业老板就亲
口说过，自己公司的快递员流失率在100%，
一年内有些站点的快递员几乎换了一个
遍。”一位资深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国际上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蓝领收
入超过白领不是梦想而是可能的现实。数
据显示，在英国，拥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三
级的技术工人，平均年薪可以达到 2万 4千
英镑到 2万 6千英镑，而英国大学本科毕业
生平均不到 2万 5千英镑的起薪；在澳大利
亚，一些蓝领工人平均周薪达到1229澳元，
而一些行业白领平均周薪只有 1085澳元。
有专家表示，蓝领之所以能够取得高收入，
有些甚至超过白领，正是基于他们聚焦专
业的服务技能和经验。

对比之下，目前国内快递业仍面临着
诸如暴饮暴食式的市场波动、员工漂流式
的职业变动等现象。资深物流业观察家杨
达卿认为，这对行业的发展其实影响很大，
非常值得关注。

杨达卿表示，快递从业者都是采用计
件取酬，多劳多得的收入模式，收入差异较
大，好的商务区或者高峰时段业务量大收
入就高；相反，相对边缘的区域业务量低收
入就低。他认为，尽管有些快递员看起来
收入不少，甚至能拿到 1万，但从整体行业
看这样的“高收入”中较大一部分有着不可
持续性和不稳定性。

杨达卿认为，电商造节，吸引来的是
“暴饮暴食”式的消费高峰。近年来的网购
盛宴，中国创下单日网购最高量的世界纪
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会流通体
系不够健全，才带来大家到网上找便宜的
现象。电商的商业模式迎合了消费者的‘暴
饮暴食式’消费。但这样的销售方式最终要
转嫁给快递服务企业”。根据近年的经验，
双11带来的快递压力有时需要快递企业半
个月甚至更长的周期才能完全化解，需要
快递员连续数周的加班加点。而阶段性的
高峰之后，行业整体来看并不景气。

杨达卿认为，从发展来看，这样的消费
模式和行业应急机制并不理性，应当呼吁
从上游消费到渠道建设再到下游的联动共
生协同发展，不再延续不可持续的模式。

热点1

快递员漂流式
职业变动值得关注

热点2

快递员高收入背后
暗藏不可持续

合理薪酬加职业培养
才是“职业收入”最大价值

财
经
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