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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关于支持广西打造

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局，国家邮政局直属各单位、机

关各司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支持广西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更高水

平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邮政快递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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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依托广西区位优势，聚焦中

越，面向东盟，加快邮政快递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畅通跨境寄递

通道，充分发挥邮政快递业在现代物流中的先进性先导性作用，

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壮美广西贡献力量。

到 2027 年，基本建成联通东盟、智能高效的邮政快递服务

网络，面向东盟的跨境寄递通道更加顺畅。建成 3 个以上高效运

作、产业融合的跨境电商邮政快递集聚区。培育 1—2 家业务覆

盖东盟的骨干企业，基本实现广西—东盟主要城市 48 小时寄达。

到 2035 年，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广西邮

政快递业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产业辐射

带动能力提档扩面，实现与跨境电商、制造业、内外贸易等多业

态的融合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扩大跨境寄递市场规模。支持广西加强与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

联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助力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引导邮政、快递企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电子商务产

业联动发展，丰富寄递产品，提升货源组织能力，吸引全国发往

东盟的跨境包裹到广西集散、中转，促进广西跨境寄递市场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加快建设跨境寄递基础设施。引导邮政、快递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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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国际总部或国际功能区域总部。支持邮政、

快递企业以广西为支点拓展国际邮件快件中转集拼业务，建设面

向东盟的跨境电商集散分拨中心和前置仓、边境仓、海外仓。支

持南宁建设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在南宁国际空港、国际铁

路港、综合保税区等规划配套建设邮件快件处理设施，提升面向

东盟的寄递服务能力。

（三）加快畅通跨境寄递通道。因地制宜扩大陆运专线覆盖

范围，提升中越间仓到仓 24—48 小时快捷物流服务能力。推动

南宁国际铁路港试点安检前置、城市货站，提升邮件快件上车时

效。依托南宁国际空港，开通至东盟国家主要城市的全货机航线

和包机航线。推进车站、港口、机场与邮政快递运输车辆及处理

场地设施的衔接配套。优化邮件快件仓储、集散、中转、集拼、

安检、报关、清关等流程，加强与海关等部门的信息交互，实现

通关便利化。鼓励引导邮政、快递企业积极申请 “经认证的经营

者” (AEO）认证，与境外货代、关务公司合作，多措并举提高

境外清关能力。

（四）加快创新跨境寄递服务模式。鼓励邮政、快递企业通

过投资并购、战略联盟、业务合作等方式整合国内外资源，探索

面向东盟地区的跨境寄递服务模式。创新发展跨境寄递一单制业

务。支持打造 “国际联运+保税清关+集中分拣+国内快递”服务

模式。探索 “邮政快递+金融”，拓展代收货款、通关服务、回单

返回、资金垫付等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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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优化跨境寄递发展环境。建立跨境寄递服务企业

信用体系，推进邮政、商务、海关等部门之间信用信息共享和联

合奖惩机制建设。鼓励支持外商在广西经营国际快递业务，提供

跨境包裹、商业快件等寄递服务。依法对跨境寄递业务开展事中

事后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实名收寄、收

寄验视、过机安检 “三项制度”，确保跨境寄递安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支持广西打造

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工作全过程，健全完善快递

行业党建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快递行业党建工作。引导激励广西

邮政快递业党员干部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开放发展、向海图

强，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本领。

（二）加强政策支持。国家邮政局支持广西申请纳入国际快

递业务经营许可试点范围，在中国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内将国际快递业务 (代理 )经营许可审批事项下放至广西壮族自治

区邮政管理局。有关各方加强东盟国家国别政策法规研究，服务

跨境寄递发展。

（三）加强人才支撑。推动将跨境寄递相关人才纳入广西重

点人才引进目录。支持利用广西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资源，加

强面向东盟的国际寄递人才培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组织职业

技能培训，深入开展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四）加强组织实施。国家邮政局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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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各主要快递企业。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