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肩負
國營企業的社會責任，中華郵政以「扶植小

商、小農、微型產業」為目的，在民國 99

年開辦郵政商城，起初定位為「B2B2C」的開店平台，

讓一些沒有預算或是不懂如何行銷的好產品，得以站在

郵局這個巨人肩膀上，直接接觸到消費者，也因為消費

者認同「中華郵政」這個品牌，所以在挑選商品上更加謹

慎，以「綠色商品專區」為例，以綠能、環保、節能等相

關標章為主，而「關懷農產」系列商品，也以吉園圃安全

蔬果標章等認證為主，提供消費者安心的好產品。

文字╱陳薇琪　圖片╱中華郵政、編輯部

郵政電商大平台
讓你安心好購

科技日新月異，隨著大數據分析逐漸被廣泛運用，電子商務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顧客

的消費習慣被大型電商精準掌握，卻也意味著部分傳統微型產業跨入電商的門檻又加高

了，因此百年老店的中華郵政在民國106年初將「郵政商城」大改版，攜手各機構包括

環保署、農委會和各縣市政府等相關單位，打造讓微型產業擴大銷售面、消費者安心購

物的電子商務平台，更希望藉著這個平台，將臺灣的好產品推向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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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通路整合，    
郵政網購中心代售優質產品

針對一些有理想卻苦無行銷管道的廠商，郵局過

去以實體通路「代售」的模式，協助開拓通路，

就像不織布龍頭南六企業當初看到全臺瘋面膜的

商機，於是利用自家生產優質不織布的設備和技

術，製作面膜專用水刺不織布，輔以生科技術萃

取植物胜肽精華、膠原蛋白等原物料製作面膜，

開拓出本業之外的另一條生產線。

但是從原物料供應商跨足消費市場，沒有產品知

名度和通路配合，讓他們的企業轉型吃盡苦頭，

藉著和郵局合作，從取得一連串檢驗報告、建立

品牌到完善的管銷通路，一舉打響自家名號，成

為年銷售千萬片的搶手商品。

這一類過去郵局代售的優質商品，每一樣都需要

通過郵局的層層把關，除了必須通過主管機關規

定的檢驗，還必須挑戰由業界專家擔任委員的審

查機制才能在郵局實體通路上架。

電子商務室主任劉錫標表示，為了整合虛實通路，

中華郵政在 104 年成立了「郵政網購中心」，消

費者不需要跑到郵局，只要在家動動手指，就可

以買到這些郵局篩選的優質商品，讓郵局不只是

個平台，更進化成為和廠商一起合作、為消費者

把關的夥伴。

開辦跨境支付業務    
「BIT」帶小商小農挺進國際

過去以代工為主的產業模式，讓臺灣產業轉型品

牌的路走得艱辛，好不容易站穩臺灣之後，就必

須要放眼國際，擴大利基，然而跨足國際市場，

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其他國家以政府為後盾的整體

行銷策略。

於是中華郵政結合全國商業總會，在郵政商城共

同推廣臺灣品牌商品，由商總的品牌創新服務中

心協助臺灣原創品牌展開電商的第一步，配合郵

局在 106 年 6 月開辦的跨境支付，包裝優質臺灣

產品、行銷國際，初期規劃和中國大陸「郵樂網」

合作，讓兩岸的商品互通有無，未來則希望能擴

大到東南亞市場，以團隊力量帶著廠商們敲開國

際市場的大門。

既然要走向國際，開通跨境電子支付業務刻不容

緩，透過財金公司的平台清算機制，中華郵政第

一個合作對象就是中國大陸的支付寶，臺灣民眾

未來到淘寶、天貓等網站購物，使用中華郵政金

融卡結帳只需要 1％的手續費，對比現行銀行和

支付寶共同收取的 4.5％手續費，相當有競爭力，

而國外消費者也可以直接使用境外支付機構的帳

戶在郵政商城消費付款，再透過郵局的物流管道

將產品寄往世界各地。

創造三贏，郵政轉型電商物流

郵局綿密的投遞網路，對於郵政轉型電商物流有

很大的幫助，除了提供網購平台快速到貨、代收

貨款、逆物流等宅配服務外，更利用位於北中南

各地簡易倉儲物流中心，提供倉儲保管、理貨加

工、配送作業等一條龍服務。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就連現在部分電商標榜的 6 

小時快速到貨都是和郵局合作，利用郵局的倉儲、

物流管道發貨，而兩岸「郵政 e小包」、「兩岸

郵政速遞（快捷）」及與日本郵政合作之「國際

e小包」方便、實惠的特性，也吸納了跨境電商

物件的寄送商機，未來的目標則是希望吸引國外

廠商結合郵政資源在臺灣設立海外倉儲，縮短跨

境電商出口的物流時間，開創新商機。

中華郵政在「不與民爭利」的原則下，利用自身

優勢和大型電商、小農小商合作，在電子商務的

領域，創造出三贏的局面，也成功轉型為現代化

的國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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