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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组织推进

1.制定各省级邮区中心规范化

改革整体方案和各个省际中心

的实施方案。

2.成立专项工作组，明确改革工作

目标、主要任务、时间进度、责任部

门、责任分工、责任人。

3.建立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和

定期例会制度，集中解决改革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建立专项对接人制度，与集

团公司工作组和各地市工作组

协调沟通。

5.建立过程管控机制以及可衡

量、可量化的达标成效考评机

制。

6.各省（区、市）组织开展宣贯

及培训。

改革是破解问题、推动发

展的关键一招，没有改

革，就没有寄递跟上时代发展的可

能。今年以来，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董事长刘爱力多次强调，邮区

中心改革要在标准化管理上取得

突破，完善并落实处理中心的管理

标准、流程标准、操作标准。为让

集团公司“管理提升年”和寄递“六

大改革”部署要求落实落地，刘爱

力提出，今年邮区中心改革的目标

要求是：全环节人员定额100%达

标，分拣车间劳动效率在去年达到

1088 件人·日的基础上，再提高

22.6%，达到 1334件人·日，进一

步实现双效提升。

为配合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

工作的推进，本期对邮区中心规范

化改革相关内容进行专题解读，随

后还将对各地邮政开展邮区中心

规范化改革的典型经验做法进行

系列报道。

以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报道为

开篇，《寄递》版从6月起将推出“聚

焦关键 深化改革 打造行业‘国家

队’”寄递“六大改革”专题报道，刊

发频次为每周一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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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力董事长指出：“寄递业务要

通过优流程、定标准、明定额、建制度，

对各项生产管理行为进行界定，建立和

完善规范化管理体系。其中，流程是标

准、定额和制度的前提。没有串起来的

流程，就没有各环节行为的界定，就不

可能有行为的标准；没有界定的标准，

就没有产出的要求，就不可能有效率效

益的要求；没有科学的定额，就没有明

确的制度，就不会有精准的考核。实际

上，没有流程的任何工作都是没有管理

的工作。”

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是在 2021 年

邮区中心机构改革基础上，进一步通过

对标行业先进，基于生产写实，按照“两

集中”管控思路，通过端到端、全流程、各

环节、全要素梳理优化，通过制定落实

《处理中心规范化管理手册 2.0版》，包括

生产管理标准、生产流程标准、生产操作

标准三个分册内容，实现“生产管理标准

化 、生 产 流 程 标 准 化 、生 产 操 作 标 准

化”。旨在以标准化管理、标准化流程、

标准化操作推动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

确保处理环节时限可控、成本可控、质量

可控，从而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就是要深入推

进生产管理标准化、生产流程标准化、生

产操作标准化，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

题、加快发展，统一生产流程、要素、定额、

操作，实现邮区中心在标准化管理上取得

突破。2022 年，集团公司重点深化解决

收容率高、卸车效率低、人工处理量占比

大、小件处理能力不足、进口接收扫描率

低、总包识读率低等问题，一局一策、分类

开展工艺流程优化改造，提升自动化水

平。

（一）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是大势所

趋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正处于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

为中国邮政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广阔舞台，

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带来了无限

可能的美好前景。2022年更是“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中国邮政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一年。百年邮政要焕发生

机，要实现“以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满足

无处不在的美好用邮需求”这个目标，必

须由竞争力充足的寄递业务作为强有力

支撑。竞争力强劲、充足的根源在于统揽

全局、高瞻远瞩的领导力，在于敏锐洞悉、

抢抓机遇的市场洞察力，更在于运行高

效、行动统一的全网执行力。

时代的进步正在颠覆中国邮政传统

作业模式。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

平、信息化程度、运营管理水平显著提

升。物流业核心环节自动化、少人化、无

人化新技术、新科技层出不穷，中国邮政

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传统作业模式被

颠覆的双重压力，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体系

建设、打造竞争力充足的寄递业务、推动

全环节降本、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效率变

革显得更加迫切。其中，以邮区中心自动

化、智能化来实现高效化、低成本化运行，

将邮区中心打造成中国邮政寄递的核心

优势的需求更加凸显。邮区中心改革就

是要改变我们现有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关

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是大势所

趋，势在必行。

（二）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是形势所

需

2021年，围绕“冗员多、层级多、断点

多，标准化程度低、定额化水平低、作业效

率低，处理成本高”等问题，集团公司启动

全国邮区中心机构改革，围绕机构设置去

行政化、管理架构扁平化、资源配置市场

化、岗位定员标准化、运营管控实体化，通

过改造工艺设备、优化作业组织、精简内

设机构、盘活自有人员、清理冗余人员等

方式，共压缩内设部门 254个，精简全口

径用工 1.1万人，改革初见成效。但邮区

中心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仍然

存在，效率有待持续提高。要彻底改变这

一问题，持续改革、深化改革是必由之路，

正所谓改革永远在路上。

（三）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是人心所

向

邮区中心改革是以机构改革为先行，

作业流程和工艺设备优化为配套的系统

工作。通过邮区中心改革，要实现机构设

置更加科学合理、机构职能体系更加优化

完善、机构效率更加务实高效，实施扁平

化、市场化生产管控。邮区中心规范化改

革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升级，是通过标准

化管理、标准化流程、标准化操作在邮区

中心的应用，提升邮区中心的科学化、规

范化管理程度，使管理、流程、操作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

2022年，在实现简层级、精机构、缩人

员的基础上，业务部门通过生产写实、问

题梳理、方案制定、实施落地，继续对标行

业先进，强化写实成果应用，补断点、疏堵

点，通过技术升级和流程优化，以技术替

代人工，推进作业流程和工艺设备优化改

造，进一步提升生产作业标准和工艺设备

自动化、流水化水平，提升劳动效率。邮

区中心规范化改革是企业发展急需的内

驱动力，改革将使我们的企业在更加具有

竞争力的同时，员工更加有活力、有动力。

2022年，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将以三本手册推广落地为

抓手，在标准化管理上取得突破，持续推动处理中心生产管

理、生产流程和生产操作标准化，努力向标准化要效率、向规

范化要效益，最终实现定额达标、降本增效的目标。为此，集

团公司拟定需要各省级邮政分公司落实的8大举措、35项措

施、85项具体任务。

什么是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

为什么开展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

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要怎么做

组织各处理中心设备技术巡检，做

好设备修理、整治工作

80.组织处理中心设备技术巡检。

81.完成巡检发现的问题整修工作，

确保设备性能达标。

开展关键设备问题整治

82.定期组织小件分拣机全自动供

件台、摆轮矩阵 OBR 六面扫描设

备、卸车粗分二汇一、自动理货机、

摆轮等关键设备技术性能测试，针

对设备问题督促厂家及时整改，确

保设备性能达标。

建设设备集中维保体系

83.建立掌握机械、电控、信息等分拣设

备核心技术维护能力的专业技术团

队、现场维保团队和专业管理团队。

84.积极推进设备集中维保模式。

建立设备集中监控制度

85.依托SCADA系统对设备进行7×

24 小时远程集中监控，对设备运行

过程中出现的异常问题，主动发现并

及时预告预警，及时解决设备故障。

技术设备

按时完成顶扫设备配备到位，并尽快

投入使用

71.制定顶扫设备配置方案。

72.处理中心顶扫设备配备到位并投

入使用。

提出工艺优化提升方案，并持续优化

改造工艺流程，打通堵点、连通断点

73.做好处理中心生产流程标准化的

对照自查工作，梳理流程堵点和断

点，提出工艺设备优化方案。

74.工艺流程优化按期改造实施到位。

加快推进 2021年在建项目工程进

度，尽快建成投产

75.上海桃浦、杭州、安庆、厦门、济南

航空、烟台、成都天府等在建项目按

期完成建设并投产。

加快2022年计划投产和已列入2022

年投资计划项目建设并按期投产

76.加快义乌、太原等 2022 年计划投

产的新建处理中心建设并按期投产。

77.加快徐州、重庆等已列入 2022 年

投资计划项目建设并按期投产。

加快推进本地中心能力建设

78.分档配置处理设备，确保本地中

心能力建设到位。

79.优化完善本地中心到揽投部、所

辖县的网络组织，切实承担本地中心

功能。

能力建设

持续推进集包工作

58.制定各省级处理中心集包工作

方案，明确各地市集包工作目标。

59.加强前端封装规范，确保小件集

包封发或盛装进入省际中心。

60.建立集包通报机制，对各省级处

理中心集包比例不达标的单位进行

通报，并限期整改提升。

61.组织实施集包工作方案，确保按

期达标。

加强收寄质量管控

62.严禁无收寄邮件入网。

63.严格管控批量导入、批量封发、

批量配发，确保信实相符。

强化“劣三类”邮件管控

64.把好收寄关，源头严控“劣三类”

邮件收寄。

65.出 口 省 把 好 入 网 关 ，严 格 执 行

“劣三类”邮件退回制度。

66.进口省强化“劣三类”邮件举报

责任，保障内部生产秩序。

编制生产作业计划，科学设置分拣

方案，实现集中均衡作业

67.以“时限第一、量能匹配、环节联

动、分类施策、持续优化”为原则，全

省范围内集中编制生产作业计划，

实现集中均衡作业。

68.科学设置分拣方案，提升作业效率。

优化网络组织，提升设备效能

69.优化调整进出邮路到开时刻，提

高邮件处理集中度。

70.压缩处理中心作业时长。

流程优化

推进各处理中心合理设置生产管控

及作业人员角色

40.制定处理中心生产管控及作业人

员角色配置方案。

41.进 行 角 色 配 置 ，生 产 主 管 等 生 产

管控角色配备自有人员。

加强处理中心现场管理，强化数字化

看板应用和色彩化管理

42.落 实 看 板 化 管 理 ：生 产 现 场 按 统

一标准和生产需要布置看板、标识、

标牌。

43.推 进 色 彩 化 管 理 ：生 产 现 场 人 员

着 装（含 袖 标 等）色 彩 化 ，用 于 区 分

不同环节或岗位作业人员及生产管

控人员等；生产现场通道进行色彩化

标识。

44.生 产 现 场 布 置 数 字 化 看 板 ，用 于

动态展示生产数据。

做好班中清理、班结清场和信息系统

班结等工作

45.建 立 班 结 清 场 制 度 ，严 格 执 行 按

车间进行班中清理和班结清场的要

求，明确落实班中清理和班结清场的

责任人。

46.落实信息系统按时班结要求。

推进处理中心网格化管理和现场巡

查等工作

47.编制并实施现场网格划分及网格

管理人员配置方案。

48.制 定 并 落 实 现 场 巡 查 制 度 ，明 确

现场巡查的人员、频次、表单化内容

等，保留现场巡查记录，确保落实。

强化处理中心现场封闭管理，封闭管

理设备按时配备到位，尽快投入使用

49.建 立 封 闭 管 理 制 度 ，明 确 人 工 值

守和人员、车辆等出入检查要求。

50.采用物理封闭以及人工值守等手

段，确保处理场地 100%封闭作业。

51.制定封闭管理设备配置方案。

52.处理中心封闭管理设备配备到位

并投入使用，封闭管理设备包括安检

门 、金 属 探 测 器 、人 脸 识 别 打 卡 设

备、存包柜等设备。

加强处理中心进出口快包和特快邮

件内部处理及时率指标管控

53.严 格 执 行 内 部 处 理 时 限 标 准 ，加

强内部处理环节过程管控，确保内部

处理及时率达标。

54.针 对 存 在 的 时 限 不 达 标 情 况 ，查

找 问 题 ，制 定 整 改 措 施 ，并 整 改 到

位。

强化生产异常管控，对生产中出现的

各类异常情况进行过程管控

55.分类制定内部处理环节异常响应

机制和应急预案。

56.明 确 异 常 判 定 标 准 、原 因 分 析 及

解决措施。

57.加强生产事中管控，发现异常，及

时干预，并采取挽救措施。

制定处理中心设备效能提升方案

30.细化各省级处理中心设备效能提

升方案，分场地、分设备制定设备效能

提升目标。

建立设备效能定期通报和督导机制

31.建立效能和收容率等指标定期通

报、督导机制。

32.对 标 先 进 单 位 ，形 成“ 比 学 赶 帮

超”的氛围，提升设备效能，压降收容

率。

33.对效能低的处理中心加大督导和

专项攻关力度。

组织开展设备效能专项提升活动

34.组织设备效能提升方案专项培训，定

期开展先进经验及典型案例分析活动。

35.对照自身问题优化提升，确保效能

目标按期达标。

制定处理中心设备收容率压降方案

36.细化各省级处理中心设备收容压

降目标及具体压降方案。

37.成立专项小组，就影响收容率的重

点问题进行专项攻关。

组织开展设备收容率压降专项活动

38.组织设备收容率压降方案专项培

训，定期开展先进经验及典型案例分

析活动。

39.加 强 生 产 操 作 管 控 、异 常 及 时 干

预，推进设备收容率压降。

效能达标

基础管理

确定定额目标并推进落地实施

7.逐中心确定整体定额目标。

8.逐中心确定卸车、开拆、供件、

封发、装车等各环节定额目标。

9.逐中心推进定额目标落地实施。

合理压降外包费用并准确列支

10.通过流程优化、转变招标方

式等合理压降外包费用。

11.制定外包费用与定额标准

挂钩管理办法。

12.准确列支包件处理环节外

包费用。

按照人岗匹配的原则，关键岗

位配置自有人员，并对提效后

富余自有人员合理安置

13.各邮区中心根据人岗匹配

及 自 有 人 员 岗 位 角 色 配 置 要

求，将自有人员配置到必要岗

位及齐格、质检等相对轻松的

岗位。

14.统计必要岗位、相对轻松岗

位所需自有人员数量；统计富余

自有人员及劳务承揽人员数量。

15.做好邮区中心富余自有人

员及劳务承揽人员的分流安置

工作。

组织推进

定额达标

确定人均处理效率目标并推进

落地实施

16.逐中心确定整体人均处理

效率目标。

17.逐中心确定卸车、开拆、供

件、封发、装车等各环节人均处

理效率目标。

18.逐中心推进人均处理效率

目标落地实施。

加强外包管理

19.严 格 执 行 外 包 合 同 ，将 效

率、时限和质量等指标纳入外

包合同。

20.强化外包作业效率、时限和

质量考核。

21.将外包作业人员签到率和

熟练度管控纳入合同范围。

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签到制度

22.采用人脸识别打卡等设备

落实入场登记制度。

23.严格执行签到打卡制度，确

保处理中心作业人员签到率达

到 100%。

持续强化作业人员熟练度管控

24.细化制定不同岗位作业人

员熟练度管控指标。

25.对外包公司实施作业人员

熟练度考核。

26.保持关键岗位使用熟练工，

确保各处理中心作业人员熟练

度达到 60%。

提升作业人员作业效率

27.加强作业人员培训，提升作

业人员操作熟练度。

28.强化作业人员管理，根据作

业人员熟练度优化岗位配置。

29.组织对作业人员的作业质

量检查。

人均处理效率达标

11

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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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关键 深化改革 打造行业“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