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能更深入了解小哥群体的真实工作生活状态，钱江晚报联合浙江省邮管局，历时半月做了一次针对小哥群体的线上调查。调查共收到2130份

由小哥提交的有效问卷，他们绝大多数都在浙江省内工作，所在公司涉及主要的几家快递公司及平台。

此外，我们跟着小哥们的足迹，了解到他们除了生计之外更高的需求，比如来自社会的尊重、职业规划、对继续教育的期盼等等。

借着这次调查，在深度解读小哥群体职业发展现状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了解行业真实存在的痛点和难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们还需要做些

什么，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制度完善，增进社会及公众对小哥群体的了解，促进他们就业、生活环境的改善，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一起为

美好生活全力奔跑，只有这样的双向奔赴，才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真正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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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八成小哥来自农村
大多不知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新就业岗位，因入职门

槛低、收入相对较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但缺乏职

业教育规划，职业尊重和社会认同感较弱，同时职

业天花板也较低，前途似乎一眼看得到头。

暴晒一个上午，送完 200 多个包裹，下午 1 点

半，快递小哥孟祥龙终于有空走进街边小面馆。他

特地选了个离空调最近的座位。

在孟祥龙的老家哈尔滨，哪怕三伏天也不太

热。对他来说，远离家乡倒没什么，最难熬的就是

杭州的夏天。

吹着空调吃着面，喝着冰水，这是孟祥龙一天

中难得的惬意时刻。尽管当快递小哥收入还行，但

此刻的他，看着外头火辣辣的太阳，还是有点迷茫，

下一步该怎么走？

高中时，孟祥龙生了一场重病，耽误了学习，遗

憾肄业，只好跟着父母一起学做生意。后来，想要

闯一闯的他一路南下，到了杭州，快递小哥成了他

落脚后的第一份工作。

孟祥龙负责的区域在萧山南阳，既有小区，也

有自建房，范围大，路线复杂。“有时候包裹还要送

到山上去。”工作累了、烦了，他偶尔会想，当初如果

自己没生病，如果自己学习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

下，是不是一切都不会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说，站在我们面前的孟祥龙，正

是小哥的典型模版。文化水平不高，缺少专业技

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主动学习意识不

强、没有时间精力、学费花销高等，往往很少有小哥

主动选择提升自己的学历、规划自己职业前景。

权威调查显示，快递小哥 76.3%来自农村，

15.9%来自县城，仅 7.8%来自大城市。而且，小哥

群体以男性为主。钱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安于

现状”是小哥群体普遍存在的心态。但是，事情也

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打破职业发展天花板
快递小哥评上杭州高层次人才

快递小哥李庆恒不仅评上了杭州高层次人才，

还成了一名大学生，这是他从业之前没有想到过

的。上个月，在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笃实报告厅

内，90后快递小哥李庆恒和近百名同行们一起，见

证了浙江省邮政快递业安全生产培训开班暨产教

融合项目签约揭牌仪式。

能出现在这样的大场合，是因为李庆恒有两重

身份，不光是行业优秀代表，他还是该所大学的在

读学生。

2020 年 11 月 11 日，李庆恒收到浙江邮电职

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件

人生大事，他至今仍清楚记得通知书上的每一个

字：“李庆恒同学，经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审

核批准，你已被我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录取。”

当年上半年，李庆恒因为参加快递员比赛捧回

奖状，被评为杭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类别为D类，

获得了购房补贴。钱江晚报首发报道后，李庆恒迅

速火遍全国。原来，从外地农村来的快递小哥，也

可以成为杭州的高层次人才，并享受一系列让人羡

慕的福利政策。

开心之余，李庆恒有了更深的思考：既然选择

小哥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怎么走才更踏实？他决

定继续求学。

“不辛苦。为了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学习是必

须的。”李庆恒告诉钱报记者，这两年他已在杭州安

家落户，今年3月还当选了杭州市人大代表。

实际上，今年2月，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将快

递小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纳入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参评

范畴。我省对快递小哥的职业发展也有长远谋

划。浙江于去年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快递物流行业

团工委，注重培养从业青年骨干，开展推优入党工

作。

骑手拿全额奖学金上大学
最难的是迈出第一步

外卖小哥杨金龙，也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大学

课程。跟李庆恒一样，杨金龙也是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今年上半年，国家开放大学与美团外卖宣布

第二期“骑手上大学”正式开学，并为骑手提供全额

奖学金，杨金龙就是幸运儿之一。

杨金龙老家在山东临沂，父母都是农民，上高

中之后，家里经济压力增大，他就开始四处打零工，

换了好几份工作。2019 年春节过后，杨金龙背着

行李来到杭州，成了一名普通的外卖小哥。

“送外卖是我现阶段能找到的挣钱最多的工作

了。”杨金龙对这份工作挺满意，但也有过不想干的

时候。有时一天跑下来，脚底板磨起了泡，回到住

处一个人时，就会感到沮丧。但是想到这份工作带

给自己的一个个温暖瞬间，杨金龙也就坚持了下

来。可是，高中毕业没有继续求学，成了杨金龙最

大的遗憾。

不久前，在公司资助下，杨金龙在国家开放大

学物流管理专业大专班入学了。每周上两到三节

课、每节课 90 分钟，线上教学视频能随时回放，这

些灵活的设置为杨金龙消除了缺少时间集中学习

这一最大障碍。

“相比于课程的困难，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迈出

第一步。”杨金龙说，他自学了几个月英语，现在能

看懂简单的句子了。说到这些，杨金龙不好意思地

笑了。

事实上，浙江不少地方都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小哥继续学习。比如，杭州西湖区总工会联合区委

组织部，依托浙江开放大学的“小哥学院”，计划 3

年投入100万元，资助100名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网约车司机等免费上大专或本科。在政府组织和

社会各界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小哥获得继续教育

的机会，提升职业素养，提高个人能力。这对小哥

群体来说，是最好的消息了。

本报记者 陈婕/文 蔡李皋/制图

只要有梦想
再硬的职业天花板也能打破

小哥行业调查之职业规划篇小哥行业调查之职业规划篇

今天推出这组调查报告的第一篇，关注

小哥群体的职业规划。

调查显示，超过 85%的小哥觉得自己需

要接受职业再教育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水平

和收入水平。对于未来，38%的小哥认为自

己热爱这份工作，会继续干下去。选择“没

有多想，维持现状”的占 33%。只有 7%的人

“马上就想转行”。

这个调查结果，可能有些出人意料。因

为在刻板印象中，小哥这个职业流动性比较

大，能坚持干长久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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