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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提出并归口，经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0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13272-T-469。项目名

称为《快递服务资产配置与管理要求》。 

2、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快递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

导性产业。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发展迅速，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在降低流通成本、支撑电子商务、服务生产生活、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据公开数据显示，截止 2019年，快递业资产规模约 1000亿，大约占全国第三产业投资

总额的 0.3%，约占公路水路交通行业的 5%，资产规模相对较大。我国快递行业区分加盟制及

直营制并行，快递服务网点数量超过 20万处(2018 年底数据)，覆盖乡镇超过 3万个，覆盖率

超过 95%，55万个建制村实现不出村收发包裹。但与此同时，快递业基础设施滞后，管理模式

粗放，由于资产配置不合理导致的利用率低、回报率低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快递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时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资产管理在快递业服务链条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资产配置管理作为快递业服

务链条的基础保障，对于优化快递业的服务模式，提升快递业的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近

年来，我国对于资产管理领域日益重视，2013年，国家邮政局印发的《国家邮政局国有资产管

理实施办法》（国邮发〔2013〕48号）中就明确提出，“凡有配备标准的资产，应当按照标准

进行配备；没有规定配备标准的资产，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从严控制，合理配备”。快递行

业具有较强的重资产行业属性，资产种类多，规模大，但在资产管理方面还缺少统一标准进行

指导，导致目前快递服务的资产管理效率不高、运维管理效果不理想、服务提质升级受到影响

等问题。本标准基于智慧化智能化发展理念，对快递服务业资产配置的内涵及范围进行界定，

并针对快递服务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提供具体的资产管理配置要求，为快递服务网

络建设中的资产配置提供规范化的指导。本标准对于有效降低快递服务网络建设成本、优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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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配置以及提升资产利用率，优化快递服务网络布局，推动服务模式变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3、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 

2020年 1 月，标准起草组开展了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标准草案稿编写，并形成了标准草

案稿，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立项申

请。 

2020 年 6 月 4 日，由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对国家标准立项申请项目进行统一评估，本

标准顺利通过专家评审。2021年 8月 27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本标准的立项计划，

计划号为 20213272-T-469。 

2）起草阶段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起草组经过多次讨论，针对标准文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修

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快递服务行业发展情况和趋

势等方面应用的可行性和需求，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2 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2.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快递服务资产配置的基本原则，资产配置要求以及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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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快递服务组织实物资产的配置和管理工作。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本部分给出了本标准中用到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本部分给出了快递服务资产配置与管理的基本原则。 

5) 资产配置。本部分给出了快递服务资产配置的总体要求，以及收寄/投递、分拣、运输、

售前/售后环节的配置模板、配置内容和配置要求； 

6) 管理要求。本部分给出了快递服务资产管理的总体要求、管理职责、策划、支持、实

施、检查评价、改进等方面内容； 

7) 附录。本部分给出了快递服务资产配置的清单。 

8) 参考文献。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本标准有助于落实《关

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发改经贸〔2019〕352 号）、国务院《关

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1 号）以及《国家邮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

法》（国邮发〔2013〕48号）等政策文件的落实。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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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针对的国家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率先在参与标准制定、研讨的企业中

依据本标准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进行应用实施，再逐渐推广到行业内进行广泛应用,并将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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