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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费上涨是有背景的。
2019 年以来，快递行

业经历了一场颇为激烈的
价格战。但随着时间推移，
快递价格战的弊端开始显
现，快递服务质量不尽人
意。比如在末端，不送货上
门、不打电话通知、签收人
显示“水表间”等已成为常
态，备受消费者吐槽。

解决价格战带来的负

面反应，一方面要管制快
递市场无序价格战。另
一方面，就是提高快递员
的待遇，保障他们的权
益。

不过，赵小敏表示，目
前来看派费上涨0.1元，力
度并不大，甚至无法有效解
决问题。“快递企业需要更
大力度提升网络竞争力，包
括重塑商业模式、健全快递

员保障机制、中转效率等
等，这样才有底气提高价
格。”赵小敏说。

拿不到派费，刘明有
些心灰意冷，也产生了转
行的念头。第三年了，他
有点忘记自己为什么当初
要做快递，只记得刚开始
时，9000元的工资活得比
较“体面”。

(中新经纬)

快递涨价快递涨价，，为何小哥降薪为何小哥降薪？？

“宁肯相信有鬼，
也不能相信涨派费。”
刘明是武汉一名百世
快递员，他向记者发
来这句话时，还配上
了三个“哭泣”的表
情。

派费就是每派送
一单，给到快递员手
里的钱。对于涨派
费，刘明确实是期待
过的。

9月中旬，刘明曾
听网点老板提过涨派
费的事，但不知道什
么原因，就再也没有
下文了。直到10月某
一天，刘明在社交平
台刷到一条快递员涨
薪的短视频，说每个
月可以多赚千元。他
立马在评论区发问，
“有哪个站点收到了
吗？至少我没有。”他
发现，在评论区，还有
很多快递员发出了同
样的疑问。

实际上，8月底，
中通、圆通、申通、百
世、韵达、极兔六家快
递公司宣布自 9月 1
日上涨末端派费，每
票0.1元。此外，快递
价格也进入了上升通
道。

自9月以来，包括
“三通一达”（中通、圆
通、申通、韵达）、百
世、极兔在内的多家
快递企业在浙江义乌
开启了“涨价模式”。
10月8日，中通、圆通
等四家快递公司开展
规范快递市场服务价
格的工作，对低于实
际运作成本的快递价
格进行规范。

快递价格涨了、
派费也涨了，刘明有
些纳闷，为何自己到
手工资没涨？像他一
样没领到派费上涨福
利的快递员还有多
少？

三年过去了，刘明到手
的工资比刚入行那会儿还
少。

忙活上一整天，刘明大
约能送400单，派费0.8元
一单。除去快递柜和驿站
的支出，他每天到手大概
200元。

“以前快递柜少，也没
有驿站，好的时候一天能送
上300来单，派费0.9元一
单。也因为驿站少，我们取
件也多，一个月下来差不多
能挣9000元。”刘明说。

但从2020年开始，刘
明所在网点派费“毫无征
兆”地下降了0.1元。更令
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平时派
送区域中其他快递公司的
同行，在那段时间都被陆续
降低了派费，“就像商量好
的一样”。

周心和丈夫在江西南
昌开了一家菜鸟驿站，他们
既是驿站老板，也是快递
员。据周心介绍，他们
2020年也被降了派费，每
单从0.75元降到了0.7元。

店租越来越贵，派费
却下降了，这让周心压力
很大。她还留意到，“因为
这个，身边做快递的人越
来越少。”

周心和丈夫基本全年
无休，每天连轴工作十几个
小时，一天能送上600单。
周心也是通过看新闻得知
派费上涨的消息，但在他们
驿站，没有一家快递公司通
知要上涨派费。

“本来说年前要再降
0.1元派费，现在没降是不
是就算涨了？”周心也不敢
问快递公司，怕一问，就让
他们“想起来要降费”，“不
降就不错了，更别谈涨了。”

云南的中通快递小哥
张奇也向记者反映，他所在

地区的派费从2020年开始
就一直在降。“最高的时候
每单能到1.2元，现在只有
0.7元。”

不过，也确实有领到派
费上涨福利的快递员。北
京望京一中通网点的快递
小哥告诉记者，由于派费每
单上涨0.1元，自己从今年
9月开始每个月能多拿800
元-900元。

问题是，如果快递公司
明确派费上涨，为什么有的
快递员没有收到钱？几名
受访的快递员均猜测是网
点环节出了问题。

记者注意到，在派费上
涨的通知中，中通、圆通等
明确提到，上涨的派费将直
接发到派件业务员手中，各
加盟网点不得随意截留，网
点现有支付业务员的派费
标准也不得下降。

但究竟加盟网点执行
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老板都赚不到钱，怎么会
给你涨派费？”周心不太相
信会涨钱，反而担心“羊毛
最终出在羊身上。”

上海交通委邮政快递
专委会副主任赵小敏2021
年国庆节期间曾调研了多
家快递公司网点，他告诉记
者，有一部分网点快递员派
费确实上涨了，但也有相当
一部分快递员工资不仅没
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最近几天我还收到一
些信息，不少快递员派费确
实没有上涨。”赵小敏28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可
能是网点扣住了这笔钱，也
有可能是这笔钱压根没有
发下来，但暴露出来的是快
递公司内部网络监管、反馈
机制出了问题。”

“终究是快递员扛下了
所有。”周心说。

针对快递员反映的派费
相关问题，记者向百世、中通
等快递公司发去采访请求，
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

派费上涨，快递小哥：哪呢？

涨派费：价格战后遗症的解药？

根据多地统计单位官网信息，为响应《国家统计
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多地在
今年下半年进行了农村青年群体的婚恋及生育调
研。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结婚率、生育率普遍较过
往下降。以浙江宁波为例，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
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5%，二孩的比例为
23.21%，三孩的比例为0.89%；有13.39%的受访者
未生育。

“和城市里的青年已经不太愿意生育不一样，农
村青年其实是愿意生孩子乃至生二孩三孩的，但是他
们不敢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杨华在数十年的乡村调研中发现，尽管仍有较为
强烈的生育意愿，农村地区的青年群体往往受制于高
成本的婚姻与生活模式，从而导致结婚难、少生育的
状态，乃至陷入“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的境地。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农村婚恋、生育方面
的调研的？是怎么调研的？

杨华：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
间，会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在村里的时
候，每天至少有两个访谈对象，上午下午各谈两三个
小时。谈的内容很全面，政治、经济、文化都谈，同时
也会听他们说很多自身家庭的情况。

记者：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杨华：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就听说他们被高

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那时候，要在村里说一个媳
妇，必须要在村里建成一套新房子，带院子的那种，
大门也要上档次，否则很难成功说媒。

记者：建房子这类成本通常都由男方家庭负担
吗？

杨华：是的，在农村地区，适婚女性数量低于适
婚男性数量，通常100个女性对应108到120个男性，
男性的求偶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婚姻的成本也基本
都由男性承担。

记者：不久前，某地民政局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
年的择偶难问题，“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你怎么看
待这个提议？

杨华：这是治标不治本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
农村、城市都有体现，男的多、女的少，不管女青年流向
哪儿，都注定会有条件相对差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

记者：在你的调研中，农村地区年轻人的结婚渠
道是什么样的，是婚姻自主，以“爱情”为主要导向还
是传统的媒妁之言？

杨华：现在的多数农村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北的
农村，主要是通过相亲结婚的。我观察到，农村的年
轻人，即使出去务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体系也要求
他回家过年时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最终进入与本
地人结合的婚姻。在北方的农村，我所见的与外乡
人结合的婚姻不到10%。这是一种传统婚姻观的延
续，觉得找本地人靠谱，怕外来的媳妇跑掉，婚姻不
稳定。

记者：在你后续的调研中，上述的结婚成本是否
发生了变化？

杨华：我前不久去驻马店调研，发现目前最常见
的现象是，男方要跟女方相亲的话，首先要有一辆10
多万的车，并且在县城有套房子。现在县城的房子
每平方米均价怎么也要六七千元，那么房子的首付、
购车款加上十几万彩礼，婚姻总成本低则五六十万，
高则七八十万。

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两个儿子就要一百
多万。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有些
村落传出一种说法，“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据新京报）

“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
武大教授指出问题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