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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物贵重物品品
如何寄快递如何寄快递

寄丢万元手机仅赔一千
法院判例给消费者索赔底气

寄丢万元手机，仅赔一千；保价1.8万元的
物品破损，只赔500元……最近，快递理赔纠纷
备受关注。有消费者称被企业的保价条款“绑
架”。企业制定的保价规则是否作数？快递贵
重物品应该如何保价？ 北晚

近日，某快递公司“寄丢11000元手机，仅赔1000”的话
题冲上社交媒体热搜。深圳的夏女士花了11000元买了一
部全新未拆封的苹果手机，寄给在江苏的家人，对方却迟迟
未收到货。夏女士一再追问才被告知：快递丢了。由于夏
女士寄送快递时勾选了2元保价，快递公司表示，根据保价
规则，可以赔偿1000元。但夏女士坚决不接受，称在小程
序下单时，没看到界面中还有一行“价值声明”的小字。

有网友认为这是寄件人的过错：明知寄的是贵重物品
为何不全额保价？也有网友认为，保价的存在本身就不合
理，快递公司已经收取了快递费，“还要再花钱才能保证东
西的安全，收的是保护费吗？”

手机事件过后没多久，又有两起快递保价纠纷出现。9
月10日，杭州萧山的小刘，同城寄送了20克黄金，并购买了
价值8000元的保价服务。随后小刘被告知快件丢失。客
服称只能赔付2000元。虽然最终黄金找到了，事情也圆满
解决，但这一事件进一步加重了网友对于保价规则的疑
虑。9月19日微博曝光，一男子快递一件手办时进行了1.8
万元的保价。邮寄过程中手办破损，理赔时快递公司却表
示，手办并未完全损坏可以修，只能根据实际损失和投保金
额比例进行赔偿，因此只同意赔偿500元。

接二连三的快递保价纠纷使得很多人担心：以后是不
是没有保价或未全额保价的贵重物品，快递员都可以跟客
户说丢了，然后只给予最基本的赔偿？

●留意快递公司的保价规则

从上述判决看，消费者在邮寄快递时，快

递公司是否对保价规则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很关键。

北京朝阳法院茅台酒案的主审法官高世

华表示，提示、说明义务既要求快递公司通过

文字加粗加黑、弹出提醒等明显的方式对保

价条款进行提醒，也要看快递员上门时是否

对条款的含义进行了正确的说明。

发生理赔纠纷时，消费者可以仔细回想

一下寄送快递时下单的流程以及快递员上门

取件时是否对保价规则进行了明显提示和讲

解，如果快递公司未尽到义务，消费者可以据

理力争，积极争取权益。

●贵重物品建议足额保价

根据大多数快递公司的保价规则，如果

寄件人选择了保价，却未进行足额保价，快递

物品发生损坏的，将根据保价金额和物品实

际价值的比例赔付损失。例如，寄件人给实

际价值一万元的商品只按 1000 元进行了保

价，一旦商品在运送过程中发生了损坏，哪怕

实际损失未达1000元，快递公司也不会足额

赔付，只会按照实际损失的十分之一进行赔

偿，这与消费者以为的不同。

法官提醒，寄送贵重物品时，最好进行足

额保价，否则实际损失的赔偿会依据当初的

保价比例打折扣。同时，消费者在寄送贵重

物品时，要注意留存证据，包括物品寄送时的

样子和状态的照片、能够证明物品价值的消

费凭证等。

●超额保价不会获得超额赔偿

还有人为了引起快递员的重视，不但对

贵重物品进行保价，还会超额保价，比如价值

3000元的商品按5000元保价。

法官提醒，并非保价越多获赔越多。快

递公司通常规定，保价快件，按照实际价值损

失赔偿。也就是说，价值3000元的物品最多

赔偿3000元，即便按5000元保价，多花的保

价费也只能是浪费钱。

争议焦点>>>>>

只给基本赔偿合理吗？

因快递物品损毁、丢失发生的纠纷如何处理？《快递市
场管理办法》中有规定：在快递服务过程中，快件发生延
误、丢失、损毁和内件不符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
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偿。企业与用户之间未对赔
偿事项进行约定的，对于购买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保价
金额赔偿。对于未购买保价的快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
偿。

记者梳理多家快递企业相关规定发现，“保价”规则已
成为各家快递公司的标配服务。不少快递公司在用户下
单前均要求用户勾选《快递协议》。在这类协议中，对于快
递保价、赔偿的规则，快递公司均有自己的规定。用户如果
不同意《快递协议》就不能寄送快递。对于未保价的物品，
快递公司承诺的最高赔付有3倍运费、7倍运费、9倍运费和
300元不等。在保价费用上，收费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声
明价值同为8000元的普通商品，有的快递公司收取保价费
用21.6元，有的则收取40元。相比普通商品，酒水、电脑、
玻璃制品等特殊商品的收费标准还会更高一些。但对于古
玩、字画、玉石、雕塑等一些高运输风险的物品，很多快递公
司规定不提供保价服务。

既然快递公司都制定了保价赔偿规则，且消费者必须
同意才提供服务，是不是意味着发生纠纷后，只能按快递公
司的规则来，公司想赔多少就赔多少？答案是否定的。记
者查阅相关判例发现，法院判决往往更有利于消费者，快递
公司对保价规则是否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直接决定着快
递公司被视作格式条款的保价规则是否作数。

记者追问>>>>>

保价规则到底谁说了算？

不久前，北京朝阳法院宣判了一起“万元茅台酒邮寄中漏光”
的快递纠纷。桂先生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预约某快递公司取件，
将三瓶53度的1680典藏茅台酒自北京运送至湖南省长沙市，每瓶
酒价值12999元。

茅台酒在到达长沙市总转运场时已发生破损，快递公司自行
更换了破损包装，但一直未告知收件人或桂先生。后来还是桂先
生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才得知货物破损。收件人拆开包装后发现，
其中一瓶茅台酒瓶颈处断裂，酒已漏光。

申请理赔时，快递公司表示，桂先生邮寄货物时仅支付了1元
保价费，对应托运货物的声明价值为300元，因此公司仅在保价
300元的范围内按照破损比例赔偿损失，或者按照合同约定赔偿3
倍运费。

法院认为，快递公司负有告知保价规则的义务。根据在案证
据及双方陈述，法院难以认定快递公司尽到了主动说明义务，因此
保价条款不成立。在运送茅台酒的过程中，快递公司在处置上也
有重大过失。但鉴于桂先生交寄贵重货物并未事先声明，致使快
递公司对此无法形成充分认识，桂先生对最终损失的发生也存在
一定过错，于是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快递公司赔偿桂先生6500元。

典型判例>>>>>

茅台漏完快递公司被判存重大过失

在另外两起寄件人未保价的快递理赔纠纷中，法院作出了不
同的判决。

一位北京的消费者网购价值5000元的玉镯后不满意，选择退
货寄件时未进行保价。快递丢失后，快递公司表示，由于是未保价
货物，赔偿标准仅为运费的5倍以内，最多几十块钱。法院审理认
为，在网络操作或快递员取件过程中，快递公司均未告知寄件人相
关保价规则，且在寄件人告知快递员邮寄物品为玉镯时，快递员也
没提醒贵重物品可以保价。鉴于快递公司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
务，北京三中院终审判决快递公司照价赔偿玉镯损失5000元。

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家律师事务所给客户单位邮寄了40张增
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40万元。由于快递员擅自代为签收，
导致邮件遗失。律所对遗失的发票进行了挂失，被税务部门罚款
1.6万元。

快递公司称，律所运单上填写的邮寄物为文件，且未保价，根
据双方约定的保价规则，应按运费7倍赔偿。法院审理认为，从快
递运单上记载的内容来看，仅能认定律所托寄的物品为文件。鉴
于寄件人下单时，必须勾选已阅读并同意《电子运单契约条款》，否
则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快递公司在契约条款中不仅用黑色加粗
字体明显提示客户保价与不保价的差别，还在后续的下单页面通
过“说明”的方式再次提示了不保价的后果，法院据此认为，律所勾
选已阅读并同意《电子运单契约条款》的行为，视为同意并自愿接
受相关条款及说明内容的约束。由于本单运费为13元，最终法院
判决快递公司按7倍运费赔偿律所91元。

40万面额发票遗失只赔7倍运费

给您支招>>>>>

贵重物品
这样寄快递更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