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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购成为大学生一个

重要的消费渠道，由于校园的特殊性，为了校园治安与安

全，快递无法像居民社区进行精准单一配送，只能在快递

超市、菜鸟驿站等地进行统一管理，再由学生前往快件所

在代收点取回。以河北科技大学（后简称为科大）为例，

校园周边不同公司的快递分别投放在不同代收点，而且快

递数量巨大，加之上课时间限制，集中取件使驿站代收点

承担着巨大的人流压力与工作压力，取件效率较低。本文

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创新

模式和商业服务平台。

一、大学校园快递服务基本情况

中国教育校园委员会、菜鸟网络和阿里巴巴研究院

共同发布的《校园快递行业发展报告》指出，截止目前，

菜鸟校园驿站覆盖全国 1500 余所高校，共建 2000 多个

站点，平均每所高校只有一个快递收发站点，全国大学生

人均收快递 16 个，年均包裹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6%，直

接就业 7 万人，而校园物流面积大，成本高，地理位置偏

僻，按时收派服务难度大，如果学生自提则需要更多时间，

若学生无法当日取件则只能次日再取， 这样不仅提高了

存储成本，而且大型快递企业和高校师生之间也很难直接

完成快递需求和服务的直接交换，“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日益凸显。

就河北科技大学而言，目前共有五个快递服务站点，

每天最多可达近四万多件快递流量，每日平均取出包裹达

8000 件，学生排长队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仅浪费学生

时间，也是服务店增大运营压力。在科大，快递代取是一

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 5 个快递服务站点，每天最多可

达近万多件快递流量，学生排长队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不

仅浪费学生时间，也是服务店增大运营压力。在科大，快

递代取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大学校园内快递服务存在的问题与
用户痛点

根据客户调查与市场分析，科大目前在校学生两万

余人，78.7% 的学生表示愿意花费 3 元内成本享受快递代

取服务。

（一）快递点过于分散，且彼此距离较远

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创新模式研究与平台
搭建

——以河北科技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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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河北科技大学为例，首先分析了大学校园快递末端配送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潜在的市场，然
后提出创新方式解决和改进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并根据研究搭建符合本校市场，但同时具
有大范围可推广性的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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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科大为例，五家快递代收点分别位于学习的

西门和南门，由于校园面积比较大，如果同一个人同时在

位于南门和西门的不同快递点都有快件到达，那么取件路

程会非常远并且话费较长时间，一般从生活区去某一快递

点自提快件的往返时间大概 15~20 分钟左右，如果遇到以

上情况，可能花费时间会多于 30 分钟。

（二）取件时间局限性

驿站和代收点一般在上午 9:30-11:00 集中为学生

发送取件短信息，学生下课时间集中取件，排队也将增

加时间成本。中午南门有特别多学生吃饭打包，经常在商

城门口造成极大拥堵，加之科大作息时间特殊，全年下午

13:40 分开始上课，中午就餐与休息时间较为紧张，快递

因此也对学生造成困扰。

（三）目前现存快递代取业务现状

根据调查，科大现存的为解决以上问题而成立的大

小服务平台共三个，分别是一个基于 QQ 群的代取平台，

一个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代取平台，和一个校外社会人员组

织的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代取平台。由于以上平台存在管理

不规范，价格较贵，信息不安全的等问题，用户量较少，

且在研究后期已经逐渐解散。

三、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创新模式

根据本次研究，团队提出创新方式解决和改进校园

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主要解决学生取件时间问题、

学生取件效率问题、驿站工作压力问题。

（一）预约取件与代收点预约分拣

预约取件，即学生在收到到件短信息后，可以在平

台填写订单，上传收件人信息与快递取货码，并填写预约

配送时间，提交订单后，平台快递员与指定代收点同时收

到由后台整理的订单信息，快递员根据客户预约时间，前

往指定代收点。同时代收点根据订单信息，提前分拣客户

包裹并集中放置在平台独有货架。快递员前往代收点途中，

客户快递已被安置在指定货架，快递员到达后，无需排队，

可直接凭双方密钥直接在指定货架提取包裹并配送。而传

统的快递代取平台则是代取代排队，并没有节省时间成本，

因此价格较贵，效率较低。这样节省了排队时间，客户可

以在心仪的时间及时收到包裹，快递代收点也可以在人流

量较少的上午和下午时间接收订单并提前分拣，也提高了

驿站的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压力。

（二）签约取件

为了降低用户成本，团队提出通过开发其他盈利方

式，减少客户付费成本，因此，团队与各大代收点建立合

作关系，由驿站协助团队推广，并且签约成为独家代取代

发团队。建立合作后，平台将得到初期预估 5000 客户量，

由于平台基于互联网，平台搭建后可设置广告位，为大学

商城周边商户、驾校。考研培训班等进行广告宣传，以此

为主要盈利方式，同时可以把客户付出成本压缩在每单 3

元以内（其中鞋盒大小及以下包裹 1 元，大包裹对多不高

3 元）。

四、互联网+全客户端服务平台

根据前期市场调查与客户分析，建立起一个以微信

公众号、手机 APP、官方网站、手机微站、QQ 群为一体

的全方位服务平台。各个平台均有不同职能，客户通过各

平台均可填写订单，通过 CRM 系统，接收客户订单并智

能分析分类，发放至快递员。

平台最初为“ZK校园快递全服务平台”，后更名为“筋

斗微校”。

通过试运营，该平台数据处理效率高，工作效率高，

客户信息安全有保障，客户反馈体验好。客户积累迅速，

日均活跃人数达 2500 人，日均订单达 2000 多单，广告

需求较多，投放效果好。驿站压力有所减少。通过调查，

该模式适用于石家庄市大部分高校，并且在河北师范大学

开始试点，反馈良好。

五、结语

高校快递有偿代取代寄市场巨大，普遍性强，创新

模式与服务平台可推广性强，拥有巨大商业前景，可以有

效解决大学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学生时间效率

问题和驿站工作压力问题，甚至助力校园整体商业环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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