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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

广东邮政：多措并举推进流程优化

江西邮政：以流程优化实现效能提升

最佳实践

本版资料由集团公司

寄递事业部提供

案例点评

案例点评

流程 优 化 工 作

是 邮 区 中 心

规范化改革中提升设备

效能、促进人均处理效

率达标的重要基础。具

体从以下5方面入手。

流程优化路径

广东邮政按照“流程写实、顶层设

计、试点与样板打造、分类复制推广”

总体思路，推进邮区中心流程优化工

作。通过到生产现场调研写实，针对

操作流程不规范、科技赋能不足、处理

能力跟不上业务发展等问题，对症下

药、多管齐下，取得较好成效。

一是通过现场写实找准问题。组

成工作组对全省 15 个生产场地进行

现场调研、跟班写实，重点查找工艺设

备、人员配置、作业计划、场地布局、岗

位动作、岗位效率等6方面的问题。

二是充分借鉴行业先进做法。在

处理中心设备升级上，借鉴竞品做法，

设立新旧外包商切换过渡期，加强劳

务外包“事前—事中—事后”闭环管

理。推广“内部团队承包制”“外包商

自带设备全环节计件”运营机制，激发

全员活力，实现动力变革。

三是深化流程优化、效能提升成

果。加强顶层设计，按照邮件不落地、

大小件分模块处理、总包自动汇流分

拨的思路，为处理中心工艺配置和升

级提供科学指引。河源和梅州两个试

点邮区中心效率效能大幅提升。河源

中心人工效率提升 27％，自动化分拣

占比提升 30％；梅州中心处理速度提

升 43％，自动化分拣占比提升 34％。

积极开展集中均衡作业，在缩短开机

时长、降本增效、稳定时限方面成效显

著。华陆中心实现单小时峰值邮件到

达量减少 25.6％，矩阵效能提升 9.3个

百分点，全省快包省际出口时限达成

率 提 升 6.1 个 百 分 点 ，持 续 稳 定 在

92％以上。

江西邮政在邮区中心规范化改

革推进中，工作思路清晰、效果显著，

以“工艺优化、人机结合、集中均衡作

业”三大组合拳，加快实现邮区中心

效能提升，对全国邮政具有较高的推

广价值。

一是在工艺优化方面，他们不等

不靠，在省际中心老场地工艺改造、本

地中心新场地工艺设置上双管齐下。

省际中心工艺改造疏堵点、补断点，实

现处理能力、处理效率大幅提升，收容

压降成果显著。本地中心能力建设以

出口处理“混合收寄＋集包封发”、进

口处理“县市一体化、直分直投直配”

的方式，实现总体流程优化、效能提

升。

二是在人机结合方面，从细处着

手，强化规范管理，“人、机、物”有机结

合，最大限度发挥设备效能。通过合

理调配车辆卸车垛口、控制传输皮带

机速率，规范粗分矩阵分剔、理包人员

操作动作，改进轻薄邮件分拣方式等

措施，实现关键环节效率提升。南昌

邮区中心卸车环节效率达到 1550件/

小时·人，赣州邮区中心强力提升“三

个标准化”，人均效率由改革前的 820

件/日提升至 1460件/日，实现改革目

标。

三是集中均衡作业方面，以“时限

第一、量能匹配、环节联动、分类施策、

持续优化”为原则，全力推进。南昌邮

区中心通过设置多套分拣方案动态切

换，充分发挥分拣机处理优势，单小时

处理峰值达到 7.65万袋件，单班处理

峰值达到 79.88 万件，从而实现单班

次处理量、单台分拣效率峰值全面提

升。赣州邮区中心也通过压缩作业时

长，促进有效作业时段设备高效运行。

针对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作业流程进行优

化，提高生产效率，加快邮件传递，对全网高效

运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广东省邮政分公司

按照“流程写实、顶层设计、试点与样板打造、分

类复制推广”的总体思路，选取河源市和梅州市

两个邮件处理中心作为流程优化试点，着力解

决当前存在的定员定额标准落后、科技赋能不

足、处理能力跟不上业务发展需求等问题。通

过实行定岗定编定流程、统一操作规范、强化外

包管理和“6S 现场管理”等措施，按照邮件全程

不落地、大小件分模块处理、总包自动汇流分拨

的思路，分三个量级完成工艺升级，加快实现内

部处理环节质量、效率和效益的全面提升。

写实分析找病因

广东省分公司安排流程优化工作组赴省内

15 个邮政内部处理场地进行现场调研，并在河

源、梅州处理中心派驻专家和骨干进行现场跟

班写实。写实内容涵盖工艺设备、人员配置、作

业计划等方面，注重对处理中心各环节操作动

作和流程的合理性及效率进行记录、分析。

通过现场写实分析，发现河源和梅州处理

中心存在三方面共性问题：工艺设备方面，主要

表现为设备替代和科技赋能不足，没有形成与

作业模式以及业务量相匹配的工艺配置标准，

处理效率低下。业务流程方面，主要表现为处

理中心定员定额标准落后，作业人员安排无科

学指引，操作流程不规范，作业效率低下。现场

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人员定岗分工不清晰，作

业存在临时性和随意性，生产现场标识不明确，

定置定位不清晰，对生产作业过程管控不足。

对症下药开良方

广东省分公司安排流程优化工作组赴民营

快递处理场地进行实地学习调研，借鉴其好的

经验和做法。如在处理中心设备升级上，借鉴

大小件分剔机方案；在处理中心外包管理上，参

照外包切换做法，加强劳务外包“事前—事中—

事后”闭环管理，设立新外包商切换过渡期。经

过调研，确定了“劳务采购+工艺规划+网运管

理”模式，以达到降本、增效、提质的效果。

广东省分公司按照处理中心邮件全程不落

地、大小件分模块处理、总包自动汇流分拨的建

设思路升级处理中心工艺设备，并根据业务量

与市场规模，形成不同业务规模处理中心的工

艺配置标准，为处理中心工艺配置和升级提供

科学指引。其中，梅州处理中心进行 6 处工艺

设备新增改造和 4 处微小改造；河源处理中心

进行 7 处工艺设备新增改造，从而保证生产质

量的高效稳定。同时，加强可视化管理，通过监

控大屏、对讲机等对场内关键环节与易堵点进

行监控处理，提高沟通协调效率。

广东省分公司细分编制全岗位作业规范，

并结合生产与岗位需求，测定岗位标准，推进处

理中心定岗、定编、定流程。新旧外包商切换设

立过渡期，由邮政骨干驻场培训监管，按岗位严

格测评外包人员的上岗实操，细分岗位达标一

个切换一个。过渡期实行折扣保底结算单价，

在全部岗位达标上岗前，按洽谈折扣率结算；全

部达标上岗后，按合同单价结算。该分公司充

分应用岗位标准指标，精细实施经济挂钩考核，

严格执行合同考核条款，按月兑现，双方提前约

定精益改善条款，对于生产过程中外包商持续

改良工艺产生的效益，明确双方按资源投入比

例分成共享。

广东省分公司加强处理中心现场的清理、

整顿、清扫、安全、规范、素养“6S 现场管理”，制

定具体的操作指引，并完善定置定位等方法规

范流程标准，提升操作与管理效能。该分公司

推广“内部团队承包制”“外包商自带设备全环

节计件”运营机制，激发全员活力，实现动力变

革，从而实现企业利益、外包商利益及员工利益

相一致。

多管齐下显成效

流程优化后，河源和梅州两个处理中心效

率效能得到大幅提升。河源处理中心共简化 4

个环节（大小件分剔、面单朝上理包、市趟卸车

倒手、小件人工集包），人工效率提升 27％，自

动化分拣占比提升 30％，能力规模预计满足 3

年业务需求。梅州处理中心共简化 5 个环节

（大小件分剔、贴签标号、面单朝上理包、邮件拉

开间距、大件分拨），人工效率提升 43％，自动

化分拣占比提升 34％，能力规模预计满足 3 年

业务需求。

在降本增效方面，流程优化后的两个处理

场地成本得到降低。河源处理中心新增投入

109 万元，预计每天可节省 24 人。同时，经过优

化升级，机器处理邮件比例提升，促进外包采购

单价下降。目前，最新合同期一年可节省人工

成本 196 万元，投资后 7 个月收回成本，折合件

均成本下降 15％。梅州处理中心新增投入 198

万元，预计每天可节省 31 人，年均节省人工成

本 186万元，年均节省标签耗材成本 35万元，投

资后 12个月收回成本，折合件均成本下降 8％。

广东省分公司加强网业联动，积极开展集

中均衡作业等优化工作。以广州华陆处理中

心为例，华陆一期从全天作业调整为半天作

业，矩阵等设备开机时间减少 10 小时以上；同

时，加强与收寄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到早收早

发。通过优化，华陆处理中心晚上单小时峰值

邮件到达量减少 25.6％，矩阵效能提升 9.3 个

百分点，全省快包省际出口时限达成率提升

6.1 个百分点，持续稳定在 92％以上。

□何金校

“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新

技术新模式新工艺助推企业转型、能力提升、流

程优化。”今年以来，江西省邮政分公司深入贯

彻落实集团公司关于邮区中心规范化改革的有

关要求，以规范管理为抓手，谋篇布局，推行三

大优化举措，加快邮区中心效能提升：以工艺优

化提升基础能力，以人机结合促进效率提升，以

均衡作业实现效能达标。

工艺优化增能力

今年以来，江西省分公司通过做好长远规

划布局，推进基础能力建设，提高三大节点省际

中心和本地中心处理能力，全省邮政设计能力

新增 220万件/日。

优化“三大节点”能力。南昌、鹰潭、赣州三

大省际邮区中心在新场地建设未投产前，通过

老设备技术改造优化流程，提升核心节点省际

中心能力，设计处理能力可新增 60 万件/日。

南昌邮区中心新增两套生产模块间互传胶带

线，减少邮件落地盘驳，处理能力提升 9.8％；同

时，将矩阵细分线改造为四段式单件分离设备，

提升了邮件分离效果，压降设备收容率 6.3个百

分点。鹰潭邮区中心将双层人工胶带线改造为

自动矩阵设备，处理效率较优化前提升 32％。

赣州邮区中心通过新增小件机供包滑槽线体，

设备效能较优化前提升 37％。

加快本地中心能力建设。江西省分公司以

出口处理“混合收寄＋集包封发”、进口处理“县

市一体化、直分直投直配”的方式规划建设本地

处理中心，设计处理能力可新增 160 万件/日。

九江市、上饶市、景德镇市、吉安市邮政分公司

采取带设备业务外包的方式，提升企业资源利

用率。其中，上饶市分公司争取当地政府三年

补贴 340.2万元，支持上饶邮政租用综合物流园

2.1 万平方米的场地，建设集邮件处理、共配中

心、中邮云仓、农村电商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处

理中心；景德镇市分公司争取到浮梁县政府三

级物流建设 340 万元资金支持，其中 270 万元纳

入处理设备投入，其余资金为车辆及办公配套

使用。新余市、萍乡市邮政分公司则采取租赁

的方式，新增小件自动分拣机和自动摆轮细分

线等自动化、智能化设备。能力建设完成后，使

得本地中心具备“混合收寄＋集包封发”以及进

口直分直投直配功能。

新余市分公司整合邮件处理中心，增设一

套小件分拣设备，优化处理中心功能，推行市县

一体化成效明显。人均处理效率提升至 1030

件/日 ，较 原 来 提 升 了 59％ ；集 包 深 度 提 升

116％，快包结算成本下降 8％，全年可降本 226

万元；市趟下行减少揽投部二次分拣环节，邮件

提速 40分钟。

人机结合增效率

江西省分公司根据不同工艺设备现状，按

照“一局一策、一设备一目标”的原则，从细处着

手，通过强化规范管理，实现生产环节与重点要

素的有效串联；将“人、机、物”有机结合，最大限

度发挥设备效能，提高处理效率。

南昌邮区中心通过合理调配卸车垛口停靠

车辆，做到总包、大件和小件的匹配，保障矩阵

和小件机供件量均衡。同时，加强对卸车人员

的作业管控，控制卸车皮带机传输速度，保障卸

车效率稳定在 1000 袋件/小时·人以上，南昌邮

区中心卸车环节效率达到 1550 件/小时·人；此

外，规范粗分矩阵剔分、理包人员操作动作，邮

件间距保持 20 厘米左右，保障邮件有序、快速、

高效进入粗分矩阵“六面扫”，减少收容邮件产

生，矩阵收容率较改革前压降 9.57 个百分点。

南昌邮区中心打破固化思维，优化作业流程，针

对轻薄邮件使用智能搁架进行分拣，有效地将

手工分拣与新型设备相结合，人均分拣效率达

到 3000件/日，分拣效率与准确率大幅度提升。

赣州邮区中心规范环节操作，对照管理手

册中的作业规范、动作要点等要求抠细节、找差

距，向标准化要效率、向规范化要效益。通过制

定供件动作时间标准，要求分拣机摆件人员每

件供件时长不得超过 3 秒钟，并且明确每个供

件台必须安排 1 名外包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实

时督导摆件人员；利用“淡季练兵”和“集团三个

标准手册”落地的契机，对作业人员规范操作进

行培训。通过反复培训“7 步封袋法”，保障分

拣机落格效率有效提升。赣州邮区中心人均效

率由改革前 820 件/日提升至 1460 件/日，已达

到改革目标要求。此外，赣州邮区中心通过强

化卸车环节轻小件剔分以及加强省内邮件分拣

封发关系的维护等有效举措，使小件机收容率

由改革前的 6.4％压降至 0.99％。

均衡作业增效能

江西省分公司以“时限第一、量能匹配、环

节联动、分类施策、持续优化”为原则，推行集中

均衡作业。南昌邮区中心动态调整设备作业方

案，压降双层分拣机开机时长 2.15小时、矩阵分

拣设备开机时长 2.28 小时、小件分拣机开机时

长 1.59 小时。鹰潭邮区中心、赣州邮区中心分

别压缩作业时长 1小时和 2.5小时。

南昌邮区中心按照“进出口分开处理”的思

路，设置 5 套分拣机处理方案，根据现场作业情

况随时动态切换。方案切换主要安排在班次交

接或业务量出现增减时段，单次方案切换时长

不超过 1 小时。其中，效率较高的方案为双层

机处理省际进口邮件，矩阵+小件机处理省际

出口邮件，单小时处理峰值达 7.65万袋件，单班

处理峰值达到 79.88万件。同时，南昌邮区中心

优化小件机出口作业方案，实施均衡作业，针对

日均邮件量排名前 20 位的路向设置双向落格

格口，小件机分拣效率峰值从 10000 件/小时提

升至 15000件/小时。

赣州邮区中心根据邮件集中到达时间，动

态调整小件分拣机开机时间，压缩开机时长，确

保有效作业时段设备高效运行；同时，加强邮件

信息预处理工作，确保正确计算逻辑格口、供件

顺畅。赣州邮区中心设备效能较改革前提升

37.32个百分点。 □杨婷

●持续推进集包
工作

（一）制定本省（区、市）邮

政集包工作方案，明确各

市邮政集包工作目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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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立集包通报机制，

对本省（区、市）邮政集包

比例不达标的地市进行通

报，并限期整改提升。

（四）组织实施集包工作方

案，确保按期达标。

●加强收寄质量
管控

（一）严禁无收寄邮件入

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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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好收寄关，源头严

控“劣三类”邮件收寄。

（二）出口省（区、市）邮政

把好入网关，严格执行“劣

三类”邮件退回制度。

（三）进口省（区、市）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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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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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市）范围内集中编制

生产作业计划，实现集中

均衡作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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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优化调整进出邮路到

开时刻，提高邮件处理集

中度、均衡度。

（二）规范各环节动作及效

率匹配，提升设备效能，提

升处理中心整体处理能

力。

（三）压缩处理中心作业时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