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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公斤的快递收3公斤的
钱还相对可以接受，如果2.1公斤
也按3公斤计价就不太合理了。”
北京市民陈女士说。

记者查询不同快递公司的收
费标准发现，多家快递公司在寄
件下单选项中，仅能按1公斤、2
公斤等整数单位进行选择。实际
寄件过程中，记者也分别遇到了

“不足1公斤按1公斤计算”和“不
足0.5公斤按0.5公斤计算”的计
价方式。

“‘向上取整’的计价方式已
经成为行业惯例。”一家快递企业
的负责人说，各家公司取整方式
不同，有的是1公斤，有的是0.5
公斤。

不过，记者发现，并非所有快
递公司都“向上取整”。邮政
EMS计重保留小数点后至少 1
位，也就是2.1公斤快递按2.1公
斤收费；顺丰采取“10千克以下续
重以0.1千克为计重单位，10至
100千克续重以0.5千克为计重
单位，100千克及以上四舍五入
取整数”。

某快递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以商务件和个人件业务为主
的顺丰、EMS等企业，或因客户
反馈较多，其计价精准度相对更
加细致完善。而一些以电商件为
主的快递企业，由于电商包邮、退
货运费险等普遍存在，消费者对
费用感知不明显，企业缺乏对散

单用户精确计重的动力。
与快递费相似，停车、使用共

享单车、使用共享充电宝……当
前，不少领域都存在“向上取整”
计量行为。

记者观察多地停车收费标价
牌，其中不乏“不足1小时按1小
时计费”“超时1分钟按10分钟计
费”“超出30分钟按1小时收费”
等计价要求。共享单车等服务也
多以15分钟、30分钟等为“向上
取整”标准。

“金额再小，背后承载的消费
者权益并不小。”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表示，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和方式不会
因为金额多少而有所区分。

67类“示范文本”
推广使用

对你我打官司有什么好处？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13日就示
范文本如何更加便利群众行使诉讼权利
作了介绍。该负责人表示，示范文本总
结当事人在同类纠纷中常见的诉讼请求
及争议问题，有利于当事人准确、全面提
出诉讼请求、陈述事实和理由，有效降低
解纷成本。

2024年3月，最高法联合多部门印
发通知，针对金融借款、民间借贷、劳动
争议等11类常见多发的民事案件，制定
表格化、要素式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
文本。示范文本试行一年多以来，广大
律师、当事人通过实际使用，对起诉状、
答辩状示范文本的积极作用有了深入了
解，同时也对增强示范文本应用实效等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次推广使用的
示范文本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作了进
一步完善：

增加可供选择的空白栏，方便当事
人在起诉状、答辩状中陈述事情来龙去
脉等；删除能够通过数据共享获得的栏
目，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诉累；增加填写实
例、填写说明、证据清单等内容，便于当
事人理解、把握相关用语，准确表达诉
求；增加“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意愿”栏目，
提供多元可选的纠纷解决方案；提升示
范文本的易用性，如电子版填写时相关
栏目可复制粘贴、可扩容，当事人填写更
便利。

目前，最高法正在推进全国法院“一
张网”建设，人民法院通过科技赋能，让
示范文本便利当事人在线参与诉讼。

示范文本填写“掌上办”，便利当事
人“线上”参与诉讼——

据介绍，人民法院将示范文本全部
要素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嵌入“人民法院
在线服务”，支持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直
接在线填写制作要素式示范文本。对于
案情复杂，涉及填写内容多、诉讼参与人
多，需要调整示范文本表格大小、增加当
事人数量的，可以一键快速调整。

优化辅助填写功能，信息“高效
填”——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具备回填当事
人基本信息能力，支持当事人存储个人
常用材料、立案常用信息，在线立案时可
将常用身份材料、委托手续、送达地址确
认书、当事人信息、代理人信息等快速导
入，方便“一次填写、多次复用”。

对接人民法院案例库，方便“精准
推”——

目前，已实现当事人申请立案时可
一键搜索人民法院案例库、多元解纷案
例库入库案例，提供多元解纷指引。后
续将实现填写要素式文本后，自动推送
类似调解或者裁判案例，提升当事人应
用体验感。

据悉，最高法下一步将持续优化示
范文本内容，拓展示范文本应用的广度
深度，提升应用辅导能力，强化监督指
导，切实把示范文本这件便民实事办好，
把促推案件提质增效这件好事办实。

据新华社

2.1公斤快递按3公斤计价、停车不满1小时按1小时收费

快递计重、停车计时等“向上取整”，合理吗？
2.1公斤快递按3公斤计价、停车不满1小时按1小时收费……近日，快递等
行业“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引发公众关注。

当“向上取整”成行业惯例，是否合规却值得讨论。几块钱、几毛钱的差价背后，
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不容忽视。

计重“向上取整”成行业惯例？

在快递计重、停车计时等领
域，不乏相应的行业标准与规定。

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快递业
务操作指导规范》提出，快递企
业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的秤、卷尺等计量用具，确定正
确的计费重量，并根据计费重
量、服务种类等确定服务费用。
快递企业应当在提供服务前告
知寄件人收费依据、标准或服务
费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4
年4月起实施的国家标准《快递
服务 第3部分：服务环节》规定，
计费重量以千克（kg）为单位，保
留小数点后至少1位。其中，续
重费用为计费重量扣除首重后的
实际值与续重计费标准的乘积。

快递服务主体应在提供服务前告
知用户计费依据、计费标准或服
务费用。

各地关于停车计费的规定则
不尽相同。例如，《北京市机动车
停车场明码标价规定》等明确“计
时收费的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收
取费用”，有些城市要求“不足一
个计费单位的按一个计费单位计
费”，还有不少城市并未对此细节
作出明确规定。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邓佩律师表示，价格法要
求经营者应明码标价且不得收取
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向上取
整”若未在收费公示中明确说明，
属于变相加价；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明确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
的交易条件，快递续重等按整数

计算，超出了实际服务成本，构成
对消费者的强制交易，违反了公
平交易原则。

“企业以行业惯例为借口推
卸责任同样站不住脚。”浙江京衡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晶晶说，根
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若行业惯例
与法律规定冲突，法律效力显然
高于行业惯例。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
一些新模式新业态在创新发展
初期，消费者容忍度可能较高，
有关部门也可能采取相对“审慎
包容”的监管态度。但当行业形
成规模之后，企业应自觉走向规
范化发展。

“向上取整”侵犯消费者权益

从企业自律角度，陈音江认
为，相关企业要依法制定公平
合理的收费标准，同时落实明码
标价与收费规则公示制度，充分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
易权。

专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企
业需持续优化自身技术手段，如
快递行业提高称重精准度、停车
场逐步推广能精确计时的智能化
计时器、共享充电宝配置按分钟
计费能力。

“由于计量场景运用不同，要
求具体到小数点后的几位，应该
结合不同的行业实际有更进一步
的规定。”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

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
员会主任芦云表示，这在技术上
是可以实现的，比如黄金在交易
结算时通常以克为计量单位，但
在大宗物品交易结算时可能就不
需要以克为计量单位。

“有关部门也应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督促企业制定公平合
理的收费标准，落实明码标价与
收费规则公示，让每一克重量、
每一分钟时长都公平计价。”郑
晶晶说，若企业涉嫌违法，可对
违法企业采取责令整改、罚款、
停业整顿等措施，提高企业违
法成本，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

“精确计重需要快递企业进
一步细化费用核算，提升快递按
照单位重量计算成本的精准度。”
一家快递企业的负责人表示，精
确计重对公司整体运营流程及收
益的影响暂无法测算，快递企业
应不断优化自身管理能力，为客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立足消费者自身维权，陈音
江建议，若消费者发现收费不合
理问题，可要求相关企业退还多
收费用，如果协商不成，也可以
向中国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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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
受害人对于具体赔偿项目通常不清
楚，示范文本将常见的12项赔偿项目
作清晰列举，原告逐一填写即可，简
便高效。”

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全国
律协发布的67类起诉状答辩状示范
文本将于7月14日起在全国法院全面
推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