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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顺丰
寄丢11000元手机仅赔1000”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从报道来看，当事人
夏女士称11000元iPhone手机被寄丢，但下单时未注意到保价金额，因而不接受顺
丰快递根据保价只赔偿1000元。对此，顺丰回应称，事情还在处理，责任人员还没
核查到。目前顺丰表示可赔偿2500元，但夏女士仍称不能接受。

根据国家邮政局
公布的数据，2022年1至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608.6亿件，同比
增长4.3%。在这一庞大数据量下，因快递邮件丢失、损毁而引发的纠纷也在增加。
那么，保价条款该如何在快递业务中更好地运用？

保价条款指的是，托运人在托运货物时向承运人声明货物价值，并交纳相应的费用
，当货物出现毁损灭失时，在所保价值范围内获得赔偿，缴纳的费用越多，获得的
赔偿越多。因此，保价条款实际上是当事人对寄送物品出现毁损灭失时的损害赔偿
数额的约定。

按照保价条款，寄件人可以选择是否保价。如果未支付保价费用，在物品毁损灭失
时，承运人一般只需承担数倍于运费的赔偿责任，比如按照顺丰的普通寄件标准，
未保价物品最高赔偿7倍运费。在保价情况下，则根据寄件人所选的金额费用来确
定赔偿数额。以顺丰现行标准为例，支付1元保费，保价500元，支付2元保费，保
价1000元。声明货物价值超过1000元的，按照声明价值的千分之五计算，比如本
案中iPhone价格为11000元，如果想获得完全保价，寄件人应支付保费55元。从新
闻报道来看，顺丰主张保价赔偿1000元，那么寄件人当初选择的保价费用应为2元
。

物流业是高风险行业，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物毁损灭失。保价条款能降低快递
企业的风险，让物流风险由全社会共同分担，以保障物流企业的经营动力。所以，
保价
条款虽然
看来不起眼，却有
非常重要的经济功能，应当获得法律
的保护。快递暂行条例
规定：“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
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
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因此，在有保价约定时，应当按照合同中的保价
约定确定赔偿责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价条款就是物流企业的免责金牌。法律对保价条款有严格
规制，当事人也可据此寻求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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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快递经营者应当对保价条款加以合理地提示说明。保价条款一般以格式条款
的形式出现，以减轻格式条款使用方责任为目的。快递服务条例规定：“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在寄件人填写快递运单前，应当提醒其阅读快递服务合同条款、遵守禁
止寄递和限制寄递物品的有关规定，告知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目。”

问题在于，做到何种程度，才算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笔者认为，按照原合同法司法
解释二的规定，快递公司在纸质或者电子化的单据上以“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
、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提示寄件人保价条款的存在，然后在寄件人主动询问时
加以说明即可。

如果快递经营者未尽到上述义务，法律上的后果是保价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通
常来说，快递经营者应当赔偿物品的市场价值，另外还应当返还快递费和保价费。
当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过错，酌定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
分担。

其次，保价条款只针对通常的运输风险，不包括快递方窃取或者其他严重故意违规
行为的情况。具体到本案，如果寄件人能够证明快递企业工作人员窃取了物品，则
不受保价条款的限制，可以要求完全赔偿。

值得强调的是两项建议。一方面是对消费者而言，在寄送重要物品时，不可心存侥
幸，应当准确声明物品价值，支付保价，像本案物品价值达11000元，按千分之五
的费率计算保价费用只有55元，对寄件人并不构成过大负担。另一方面是对快递业
监督管理机关（邮政管理部门）而言，保价条款应当成为监管重点。监管机关应当
定期进行检查并且根据形势研判是否需要干预保价费率，以实现快递业发展和消费
者保护两者之间的妥善平衡。

（作者：王琦，来源：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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