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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邮政是一个传统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

邮政行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邮政的管理体制向多元化发展，邮政现代经营理念和经营
方式正在形成，邮政新技术的应用层出不穷，邮政向社会提供的服务———邮政业务，正处
在调整和探索期，花样繁多的业务种类使人们对邮政“刮目相看”。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从 1984 年开设“邮政业务与管理”课程，2003 年，该课程
被评为河北省高职院校精品课程，2007 年，又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在 20 多年的教
学实践中，该课程教学内容不断丰富，教材也在不断更新。该教材本着如实反映邮政
行业最新发展动态的宗旨，根据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以“应用”为主旨构建内
容体系，主要涉及邮政业务运营与管理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近些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以就业为导向，

重视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石家
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在邮政类专业教学改革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计算机与
邮政通信”、“邮政通信管理”等专业被确定为国家或省级试点专业。“邮政业务与管
理”作为这些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进行了较大改革。在教学改革
实践中该课程形成了适应本课程特点的“理论内容重学生研讨创新，实践教学重技能
培养，理论与实践重紧密衔接”的教学模式，教学中注重邮政企业营业、投递等岗位所
需的能力培养，强调学生实践技能，同时与邮政相关岗位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要求相
结合;教学方法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在考核上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综合评定，要
求有一定实践项目的考核。

本次编写的《邮政业务与管理》教材希望把近年来该课程在教学改革中的成果反
映出来，使这本教材成为该课程教学过程的指导书。一方面，教材要包括最新的邮政
业务与管理的理论和我国邮政业务发展的实践，强调内容新颖;另一方面，要提供教学
的设计方案和学生学习的指南。基于以上思路，本教材的编写内容突出了在掌握一定
理论基础上的职业能力的培养，采用如下编写体系:在介绍具体的业务处理和管理之
前，首先介绍相关的背景和基础知识，再介绍具体的业务处理过程和运营管理，每一章
视情况分别安排了思考题、案例分析、阅读材料、实践项目等相关内容，为教学活动的
组织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每章的思考题学生可用于理解和复习教材中重要的知识
点，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阅读材料的，则用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为
课堂讨论提供参考，学生也可自己选择学习材料; 各章都有的实践项目是为教师设计



实践教学提供参考，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或重新设计实践项目。
由于本教材的内容较为丰富，授课对象较广，针对邮政类专业和非邮政专业，教师

在使用本教材时，内容上可按难易程度酌情取舍。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本书
的意图，同时要结合专业特点和学年情况以及学生考取邮政通信类职业资格证书的需
求，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帮助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和技能，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本教材是以赵栓亮、邢迎春编著的《邮政业务与管理》(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为基础进行修改的。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近年来邮政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邮政规
章制度和经营政策的调整等方面，同时增加了案例。本次修改，第一章由赵栓亮负责，
第三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由陈军须负责，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二
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由张瑞凤负责，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由周
晓燕负责。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领导和教务处、邮政通
信管理系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邮政业务与管理”课程组的其他主讲教师对教材
的编写也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和建议，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的编写是教学改革实践的一种尝试，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会发现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我们真诚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进行修改。

编 者
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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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什么是邮政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走进邮政领域。你将了解邮政的起源、邮政的历史沿革，认识

邮政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理解邮政的特点，在了解当前邮政改革与发展现
状的基础上，思考邮政的发展趋势。总之，要了解邮政是什么?

第一节 从邮政的沿革认识邮政

什么是邮政? 什么是邮电? 什么是电信? 这些在生活中常用的词汇，我们可能还

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为搞清楚这些概念，有必要了解邮政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邮政源于人们通信的需要，是起源最早、历史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通信方式。随
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邮政在通信领域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同时，在其他领
域邮政的内涵也在发生很大变化。

在距今 6 000 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就出现了原始的通信方式，在出土的母系氏
族社会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品等生产用具上，绘有形状规则的符号。这些符号
是原始人传递信息和记事用的符号。原始人们采用了“以物示意”的联络方式，即人们
通过传递一些能表示一定含义的物品起到交流思想感情和信息的作用。这种联络方
式在我国云南某些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景颇、载瓦等少数民族部落一直保留到解放
前夕。如送辣椒表示遇到困难，而送穿了孔的结晶盐块则表示困难已解决; 在青年男
女之间则通过传递各种树叶，谈情说爱。

原始公社后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逐渐产生
了阶级和国家。原始公社群体之间及奴隶主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奴隶而不断发
生争斗和战争，因而产生了对远距离通信联络的需要。原始的声、光联络便逐渐出现
了，人们开始利用鼓声和火光传递战争信息和命令，这就是早期的“击鼓报警”和“烽火
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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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的通信方法和手段主要是“形”与“声”两类。如“以物示意”、“大声喊
叫”和“打手势”等。在这一阶段的通信特点是方式简单、速度慢、内容不完整、范围
小等。

随着人类的进步、国家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有组织的通信逐步形成。世界各国
的邮政发展历程不一，但总体上可划分为 3 个阶段，即古代邮驿阶段、传统邮政阶段和
现代邮政阶段。

一、古代邮驿

( 一) 邮驿的发展历程
世界各国古代都有邮驿组织，其中埃及、希腊、亚述、波斯、罗马和中国等文明古国

都曾为古代邮驿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埃及在公元前 20 世纪前后就建立了传令组织。公元前 11 世纪，古希腊进入奴隶
社会后，为了与同盟城市或敌对城市保持联系，在每个城市都安排有“送信者”。送信
者根据当地传递路途较短和多山的特点，送信时多为步行。后来又设立了“驿站”，每
个驿站都备有马匹。

公元前 10 世纪，亚述帝国为确保与外界的通信联系，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道。
公元前 558 年—公元前 529 年居鲁士三世统治波斯时期，由于国土辽阔，使者步行

经常误事，改用骑马送信。罗马恺撒大帝继承了波斯的邮驿制度，信使骑马或乘马车，

邮驿成为当时军事和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
公元 750 年—公元 1258 年间，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为加强中央统治，设置了邮

驿管理机构，在广修驿道的同时，设置的驿站达 900 多处。

日本在“大化革新”时期，曾仿效中国唐代的邮驿制度设置驿站。明治四年，随着
近代邮政的开办，日本邮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在距今 3 000 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出现了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到西周时候，

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一方面，保持着烽火报警( 按约定信号通报紧急
军情) 、击鼓传声的通信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完善的邮驿组织，为后来历代王朝的邮
驿发展奠定了基础。周王朝为了维护天下宗主的地位，把“侯宫驿之设”看成是“所赖
于布政施会”，作为政府行政之助的重要手段，建立了以西周首都丰镐为中心的邮传网
络，联络中央与各诸侯国的邮传组织已具雏形。在这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传递方式有
了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作“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 还有一种车传称为“驲
( 读 rì) ”，主要是在边境上传书的机构，人们叫它为“邮”。另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
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菲迪皮茨。大
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政令攻战自诸侯出”，周王室与各诸侯
国之间的邮驿通信，难以保持原来的状况。但各诸侯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时战时合，

4



信使往返、军报传递较前更多更快，促进了邮驿通信组织的发展。据考证，春秋时期的
邮传已“北通燕蓟，南通楚吴，西抵关中，东达齐鲁”。有步递、传车、传骑等通信手段;

采取派遣专差、专使传送，全程往返或接力传递信息等通信方法。

秦统一中国后，为保证诏书遍行海内而广修驿道。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为邮驿的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据汉人贾山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尽吴楚，江湖
之一，濒海之观毕至”，驰道两侧设置邮亭。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
世之功。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把“遽〔jù 巨〕”、“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规
定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
力传递文书的办法，由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递下
去。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的到达，秦王朝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有关
通信的法令———《行书律》，对公文的传递呈报、登记手续、人员奖惩、驿马饲养等都作
了具体的规定，对后世影响颇大。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
行文书，另一类是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
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

汉承秦制，邮驿制度不断完善，尤其重视邮亭建设，每 10 里设一个邮亭，30 里设一
邮置。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邮亭邮置不断扩充，通信速度加快，紧急信件一昼夜可传
送 300 多里。“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 《后汉
书·西域传》) ，真实地记载了当时邮驿发展的情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群雄割据的纷争局面。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邮驿通信
不断发展，邮驿制度不断完善，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邮驿专门法规———《邮驿令》。

隋唐时期，邮驿盛极一时，空前繁荣。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
量的增多。隋唐继续执行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
“邮”、“亭”、“传”。唐朝的驿站遍布全国。当时的官邮线路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
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是 30 里一站，全国共有驿站 1 600 多处。据《大唐六
典》记载，驿站包括水驿、陆驿和水陆兼办 3 种，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有 20 000 多
人，其中驿夫 17 000 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唐朝的驿，拥有马匹也很多，

一般大一点的都亭驿，配备马 75 匹;诸道的驿，配马少则 8 匹，多的达到 60 匹。邮驿
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 70 里，驴 50 里，车 30 里。各级官吏使用
车马多少，也有一定的限制。唐朝驿传相当准确、迅速。遇有紧急事情，骑马一天能
跑 300 里以上。公元 755 年，安禄山在范阳( 今北京一带) 起兵反唐。当时唐玄宗正
在华清宫( 今陕西临潼县境) ，离范阳约有 3 000 里路程。6 天之后唐玄宗就接到了
这个消息。可见，当时邮驿的组织和速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驿的任务包罗万
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迎送官员、平息叛
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
运输。

宋代邮驿规模不如唐朝，但较以往有两大变革:一是为传递军令设立了急递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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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铺长 1 人，铺兵 10 人，传递紧急公文日行可达四五百里;一是驿卒由民夫改为军卒
担任。嘉佑年间( 公元 1056 年—公元 1063 年) ，还编有《嘉佑驿令》共三卷七十四条，

邮驿规章制度则比唐朝进一步完善。

元朝邮传在蒙古地区称“站赤”，在汉地称驿站，全国有驿站( 站赤) 1 496 处。元代
急递铺成为常设通信机构，每铺设兵 5 人，由铺司负责。英宗时每 10 个急递铺设一邮
长，大都( 今北京) 设总急递铺领所，设提领 3 名。为了确保高度机密文书的传递，忽必
烈还创建了海青驿，作为他的专用驿站。首先从大都至济南，设海青驿 8 所，随后在各
路设置海青驿，急递铺的军事性质较宋时下降。

明朝邮驿隶属于兵部车驾司，各行省由布政使和按察使兼管驿站，按察使下有驿
传道为全省驿传主管长官，各州县有驿丞为地方驿传主管人员。京师驿传机构有会同
馆，各地设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每铺设有铺司一人，铺兵若干人。铺兵传送普通公
文时昼夜行 300 里，传送紧急文书时昼夜行 600 里。明代《大明律》中专列了《兵律·
邮驿门》，规定用严刑峻法治理邮驿，延误公文传递者要严加治罪。

清代邮驿在明代基础上有所改革与创新，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间发展到
高峰。由 2 000 个驿站、70 000 多名驿夫、14 000 多个递铺、40 000 多名铺兵组成的清
代邮驿组织，规模庞大、网路纵横、四通八达。《大清律例·兵律》有邮驿律十八条，后
增至三十五条，比明代更为严密和完备。清代末年，随着清王朝的日益没落和邮政的
兴起，古代的邮驿逐渐衰落。

( 二) 古代邮驿的相关概念
1. 邮驿
邮驿是国家出现后专门为政府传送公文和传递军情而设置的国家通信机构。在

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邮驿源远流长，在封建社会时，中国的邮驿在世界上已居
于前列。

2. 驿站
古代负责传递公文、转运官方物资及供应来往官员食宿的机构。埃及在有组织的

通信建立后逐步设立驿站。我国的驿站始于周代，称为传舍，以后历代有不同的名称，

如邮亭、邮置、递铺等，元代称为站赤，后来统称为驿站。
3. 驿符
驿符是古代管理和使用邮驿的一种凭证。周秦时期驿符为“节”或“传”，两汉时期

由中央对使用邮传的使者发放木制的封传，“传”长一尺五寸，由御史大夫加封，凭“传”

以供应车马，决定事物的缓急和车马的等级。另一种“传”是一种红色织物，供一般使
用者使用。隋朝时期发驿遣使发给银牌，以后演变为纸券。传符盖上相当级别的印方
能有效，有的注明该件公文的时速要求。

4. 泥封
古代对简书用一种特制的黏土在捆扎处进行加封的方式，是古代邮驿封发公文

书信的一种重要方式。泥封始于周代的战国时期。汉代泥封已广泛使用，发文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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