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支持“快递下乡”重点任务分工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部门

１

将快递服务业发展纳入 “十三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将快递园区作为城
乡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纳入城乡规划。按照企业集中布
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的原
则，在长春、吉林、延边等地规划建设一批具备集中仓
储、分拣处理、快速集散、统一配送、商品展示等服务
功能的现代化快递园区。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 邮 政 管
理局

２

鼓励利用在实施城乡规划和旧城改造中收购储备的存量
土地发展快递服务业。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租
赁的，按规定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经批准可采取协
议方式出让或租赁。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省邮政管理局

３

对快递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产业园区符合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鼓励支持条件的，经审核可给予补助或贴
息扶持。落实国家鼓励类服务业价格政策，快递企业用
水、用气、用热实行与工业企业同价。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省财政厅、省物
价局、省邮政管
理局

４

按照依法、高效、环保的原则，制定非机动快递车辆配
送管理办法，支持非机动快递车辆从事城乡末端配送。
在统一规范快递车辆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规定，对快递
车辆运输快件在通行、停靠、作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便
利，杜绝乱收费、乱罚款及额外附加义务。

省公安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邮
政管理局

５

在快递终端投递环节试点推广新能源电动专用车。在国
家现有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我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
点城市快递企业购置使用新能源汽车享受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省市财政补贴政策。

省 工 业 信 息 化
厅、省 财 政 厅、
省邮政管理局

６

各级政府应将智能快件箱作为共同配送体系的一部分纳
入规划，统一建设，每年投入一定资金，重点在政府机
关、高校、住宅小区，以及重点乡 （镇）或村屯设置智
能快件箱。同时，利用多种形式鼓励、吸引快递企业或
第三方投资设置智能快件箱。同时，建立统一的投递服
务平台，着力解决好快递终端投递存在的问题，满足群
众用邮需求。

省商务厅、各市
（州）政 府、省
邮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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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部门

７

各级政府要将快递服务纳入城乡配送体系，加快与城乡
配送体系建设的融合发展。支持专业第三方或快递企业
在业务量较小的乡镇和村屯建立或合作建立快递服务网
点。引导 快 递 企 业 与 农 产 品 网 代 办 站、农 村 综 合 服 务
社、农家 店 等，共 建 快 递 服 务 中 心。支 持 乡 镇 邮 政 局
（所）向快递企业开放平台，为快递终端投递和揽收提
供服务和便利，提升快递终端服务质量，节省终端服务
成本，不断提升快递服务水平。鼓励和支持在未建立快
递网点的乡镇建立快递服务网点或共建快递服务中心，
对达到建设标准 的，市 （州）、县 （市）政 府 要 给 予 一
定支持，省级相关部门视情况给予适当支持。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省财政厅、省商
务 厅、省 民 政
厅、各 市 （州）
政府

８

鼓励引导快递企业不断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积极运用
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对业务受理、仓储管理、分拣配
送、客户管理、安全监控、信息跟踪查询等生产管理环
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分析，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服务
质量。

省邮政管理局

９

对快递 企 业 用 地、车 辆 通 行、终 端 建 设 等 方 面 给 予 扶
持，促进快递服务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鼓励快递企业
与电子商 务 企 业 合 建 电 商 快 递 园 区，形 成 协 同 发 展 效
应。发展冷链快递，拓展农产品冷藏及低温仓储配送等
服务功能。支持符合条件的电商快递园区申报示范基地
（园区），支持快递企业申报电子商务服务示范企业。

省商务厅、省邮
政管理局、省农
委、各 市 （州）
政府

１０

支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出口有关 政 策 意 见 的 通 知》 （国 办 发 〔２０１３〕８９号），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扩大我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的实
施意见，鼓励和支持企业投资我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支持企业开展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物流通道建设以及国
际市场开拓等。继续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新兴业态发展，
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推动出口模式下业
务量稳定增长。

省商务厅、省邮
政管理局、省农
委、吉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长
春海关

１１

积极支持 快 递 服 务 业 与 交 通 运 输 业 融 合 发 展、协 同 壮
大。支持快递企业与符合条件的农村公路客运站加强合
作，鼓励市到县和县到乡的客运班车代运快件，健全小
件快运服务体系，降低运输成本。鼓励民航、铁路、公
路等 运 输 部 门 为 快 件 运 输 开 设 绿 色 通 道，提 供 优 先
服务。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民 航 吉 林 监 管
局、沈阳铁路局
长春办事处、省
邮政管理局

１２

加强快递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引导高等院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加强与快递服务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建设，
加快培养快递服务业紧缺人才。支持有条件的快递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实训基地，支持各类教育培
训机构开展服务业技能型人才再培训、再教育。

省教育厅、省邮
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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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部门

１３

利用邮政行业队伍培育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加快推进快递业职业培训项目实施，将农村快递人员培
训纳入职业农民培训计划，做好对农村劳动者入选快递
行业的岗前培训、入职后资格培训、专业培训和就业指
导，为快递企业定向培训专业快递人员。鼓励支持快递
企业推进用工本地化。

省农委、省邮政
管理局、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

１４

鼓励快递行业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提高快递从业人
员持证比例。邮政管理部门负责资格认定，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参与督导，各级政府对邮政管理部门开展职
业技能鉴定可按就业扶持政策有关规定给予支持。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 障 厅、各 市
（州）政府

１５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快递服务业的发展，将快递服务业
列为重点扶持发展行业，给予政策支持。要结合本地区
经济特点，推动相关产业与快递服务业协同发展，共同
服务地方经济。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各市 （州）政府

１６

结合我省区域特色和农产品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建立农
村快递下乡重点货源带，为电子商务和快递企业提供各
具特点 的 货 源 供 应。东 部 地 区 建 立 以 长 白 山 人 参、木
耳、山野菜为重点的特色产品货源带，西部地区建立以
杂粮杂豆为重点的生态产品货源带，中部地区建立以大
米、特色玉米为重点的粮食产品货源带。为农村电子商
务和快递企业提供吉林省农特产品地域目录、重点农产
品加工企业目录和产品目录，鼓励、帮助农村电子商务
和快递企业外销吉林省地域特色农产品。选择发展潜力
大、基础条件好、特色鲜明的乡镇开展试点示范。

省农委、省邮政
管理局

１７

较大规模的快递企业设立分公司、营业部等分支机构，
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可依据省邮政管理部门的快递业务
经营许可分支机构名录，向市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集中统一办理。

省工商局

１８

对快递企业投资购置使用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
产等专用设备，按国家有关规定落实税收抵免政策。采
取总分机构形式在省内跨地区经营的快递企业，可按相
关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促进快递企
业合理划分运输收入，按照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营改增
改革，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推动快递企业
产生的各类费用逐步列入可抵扣范围。鼓励快递企业推
广使用手持税控终端开具普通发票，对购置手持税控终
端成本可按规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省国税局、省地
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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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负责部门

１９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符合快递服务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方式，积极探索、推广仓储设施和运输车辆抵押贷款
业务，建立完善适应快递服务业特点的信用评估和授信
制度，引导保险公司大力发展快递保险业务，进一步提
高对快递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快递
服务领域。

省金融办、吉林
银监局、吉林保
监局

２０

引导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完善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培育企业文化，打造
服务品 牌，提 高 服 务 质 量，不 断 增 强 企 业 的 市 场 竞
争力。

省邮政管理局

２１

指导企业建立严格的收寄验视制度和应急保障制度，探
索建立实 名 登 记 制 度，充 分 运 用 现 代 信 息 及 物 联 网 技
术，建立安全信息监管系统，严厉打击利用寄递渠道传
递、贩运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管制刀具
和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邮路寄递渠道安全。各级
人民政府对邮政管理部门安全信息监管系统建设给予相
应支持。

省公安厅、省国
家安全厅、长春
海关、吉林出入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省邮政管理局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纪委办公厅，吉林日报社、新华社吉林分社，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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