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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网上

购物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物流快递业

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

据［1］，自 2019 年以来，中国快递业进入高速度和高

质量的发展阶段，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了 630 亿件，

较上年增长 24.2%。 2019 年快递业务量远高于同期国

内生产总值增速，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快递业，作为连接生产、消费和金融等多个领

域的纽带，具有覆盖面广、需求量大、提供就业机

会多和经济附加值高等优点。它融合物品传递、信

息传播和资金流通等多种功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成为我国现代物流体系发展的重要支柱。

现代快递业虽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

也带来了风险和隐患，增加了社会管理压力。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快递“交货快捷、隐蔽性强、人货分开、

成本低和风险小”的特点，实施诸如运输枪支、弹药、

毒品、非法出版物等危险品或违禁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尤其是作案人利用快递业从事毒品交易的问题相当严

重，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例如，在2019年11月，

厦门市警方破获的一起快递业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

嫌疑人利用网络贩毒，将毒品伪装在糖果中通过快递

包裹发送给买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9［M/OL］．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

indexch.htm．

［2］ 杨 韵， 赖 旭 华． 厦 门 警 方 破 获 跨 国 网 络 贩

毒［EB/OL］．［2019-06-25］．http://www.sohu.com/

a/322814976_41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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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快递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联系愈加紧密。快递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

便利，极大满足了人对物在运输中便捷、安全、私密等要求。同时，犯罪嫌疑人也注意利用快递

行业在物品运输的全新特点，进行毒品等违禁品的交易，这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问题，也给刑事

侦查带来了新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快递行业现状及快递领域毒品犯罪的特点，探讨快递业毒品犯

罪中的侦查难点，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以期提高打击此类犯罪的效率，实现侦查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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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快递业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相继出

台了诸多政策法规。2018 年 5 月 1 日，我国出台了

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规——《快递

暂行条例》。条例内容涵盖 8 个方面，如实名制，

隐私保护，侵权责任和绿色包装等。该《条例》对

规范快递行业的管理，防范和打击相关的犯罪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关于“完善

公安体制，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重要部署，强

调各地禁毒部门联合邮政、海关和交通运输等职能

部门开展物流快递专项整治行动，强化物流快递业

的犯罪管控。因此，侦查机关及相关部门应该深刻

认识到加强快递业安全防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探

索物流快递业犯罪侦查的有效对策和取证方法，遏

制快递业犯罪上升的势头。

一、快递领域毒品犯罪现状

（一）快递行业现状

中国最早的快递方式是驿站和镖局，其历史可

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甚至更早。但我国现代快递业的

发展历史较短。在改革开放后小件包裹的快递逐步

发展起来。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交通技术、

金融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为快递行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中国的现代快递业规模急剧扩张。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据 2019 年统计年鉴的相关

数据［1］，2018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

6.6%，与物流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年货物运输

量 5061510 万吨，比上年增长 7.3%。货物运输周转

量的吨公里数为 199589 亿。

根据上述的我国快递业的现状，可以归纳出中

国快递业的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行业发展日趋迅猛。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

数据显示，目前以顺丰和“三通一达”为首的全国

快递企业数量逐渐增加。2017 年快递企业的营业网

点有 278025 个，相较于 2016 年增加了 28.2%。从

快递业务收入看，2017 年达 4957.1 亿元，比 2016

年的 3937.3 亿元增长 25.9%。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电商行业更加蓬勃发展。

二是经营模式多元，管理模式粗放。目前的快递

企业，除邮政公司自营的EMS和顺丰采取直营模式外，

其他较大规模的圆通、中通或韵达等均采取承包加盟

等形式运营。其他快递企业主要以快递分（子）公司、

挂靠公司、代办点或区域经营。大多数网点仅租几间

房、配几台电脑，注册个体工商户后就开始经营，而

监控和安检等硬件设施基本没有配备。

三是从业人员多但素质普遍较低。快递业的迅

猛发展提供较多就业岗位，据搜狐网的数据显示，

2017 年国内该行业从业人员达 203.3 万人，其中快

递员就占了 118.3 万人。但因快递行业技术要求低，

多数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且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该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

较高，八成的快递从业人员为农村户口，而且从业

人员流动性大。

（二）快递行业毒品犯罪现状及特点

目前快递行业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人货分离、快速便捷等特点，为毒品交易活动大开

方便之门，大大降低了毒品犯罪的风险。与传统毒

品的销售方式相比，利用快递这一新兴渠道快递毒

品的现状及特点如下。

1．隐蔽性强

一般的毒品案件中，交易双方在联系的过程

中会进行长时间的周旋，双方会使用“假卖”等

方式反复地进行摸底测试，以保障交易的成功。

快递行业的毒品犯罪中使用的线上交易模式为毒

品交易提供便利。每一条线上毒品的供需链，都

可能有自己特殊的暗语和密码，隐藏在芸芸的网

络数据之间，为毒品交易增强了隐蔽性。此外，

藏毒方式也不断更新。许多毒品都是藏在与普通

商品无异的包装之中。如在一节列车上，警方从

行为异常的犯罪嫌疑人自带的尚未开封方便面、

八宝粥中发现了毒品海洛因。［2］如果不是侦查员

有着多年的侦查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否则难以

识破如此隐蔽的伪装。

2．成本低

贩毒团伙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传统的毒品运输

方式，是毒贩头目派遣他信任的运毒人员携带毒品交

付到买家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的机票、船票、车票、

油费以及路上的差旅费，都属于贩毒集团的运营成本。

如遇到运毒人员被抓等情况，为了封口，还需给其家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9［M/OL］．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

indexch.htm．

［2］ 今 日 说 法． 铁 路 线 上 追 毒 贩［EB/OL］．

［2020-06-12］．https://tv.cctv.com/2020/06/12/VIDELseBqXzNiPqiz 

Rd3smWQ2006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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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笔抚养费。而运用快递这一平台快递毒品，却只

需支付邮费即可。如在某购物平台上，一件发往国内

非偏远地区 1kg 以内的普通快件的价格在 8 元到 15

元不等。但对于贩毒团伙来说，快递毒品最坏的可能

也就是毒品被发现扣押，只要发出去的包裹 10 份能

成功 1 份，那便是高额的利润。因此，与传统的毒品

运输方式相比较，快递贩毒成本更低廉。

3．风险小

在传统的毒品运输过程中，运毒人员要通过层

层安检，将毒品从供应地随身携带到需求地，在这

一过程中的任一环节被发现，就会面临人财两空的

风险，甚至有杀头的危险。然而毒贩通过包裹快递

毒品，能实现人货分离、上家下家的分离、买卖双

方的分离、线上交易、远程运输，只要通过了收寄

验视环节，就等于进入安全通道，再没有任何一个

环节进行检测检查，即使某一环节被发现，其他环

节的犯罪嫌疑人也很难发现并取证，从而达到逃避

打击的目的。

4．智能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

也会运用反侦查，反窃听等智能化手段。在一次贩

毒过程中，只要某个环节或某个人没有按事前的约

定回答暗语，或在时间、地点、程序方面有变化，

就会引起整个贩毒团伙的警觉。为了逃避，毒贩在

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导致侦查人员取证难、抓捕

难。此外吸毒人员和贩毒人员通过微信、QQ、网

上游戏室等网上通信手段进行交易，实现了人、毒

品、资金三方的分离，加之使用黑话、暗语，降低

了双方的风险，运用电脑、管理系统、数据挖掘分

析等方法管理犯罪团伙成员、毒品、毒资及毒品交

易，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从而难以被识破。

二、快递业毒品犯罪侦查的困境及
原因分析

（一）快递业毒品犯罪的侦查困境

1．发现难

整个快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环节：收寄、

存储、运输、投递。但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

都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而我国快递行业的发展

尚未成熟，难免存在疏漏之处，导致管理难度更大。

比如在收寄环节，收寄是快递过程的开始，即客户

将自己所需快递的物品交给其网点的快递企业工作

人员。在这一环节作案人常常利用工作人员人手少、

工作量大、不认真检查收寄物品、不核查寄件人身

份等因素，一般的快递员根本没有毒品快速检测设

备，也没有毒品识别的知识的实际情况，精心的伪

装，或藏入日常物品中，毒品就可以顺利进入快递

渠道。而目前侦查人员获取此类犯罪情报线索的来

源少，通常是通过线人、群众和快递人员举报等。

比如在 2019 年 1 月，重庆市江北区分局就是通过

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可疑包裹后的举报，最终

斩断了一个涉枪犯罪的非法链条。［1］尽管有的快

递公司有专门的人员对快件内容进行检查，但工作

人员仅凭肉眼，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足够的责任

心，无法鉴定分辨出被犯罪嫌疑人精心包装的毒品。

2．证据收集难

快递业毒品犯罪的侦查取证难点还体现在证据

收集难。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 166 条，破案需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涉嫌案件

事实已有证据证明。二是涉嫌案件事实证明是犯罪

嫌疑人实施的。三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在快递

毒品犯罪的取证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何证明收集到

的证据与涉嫌案件事实关联。首先，证据固定难。

快递“隐蔽性强、人货分开”的优点，给不法分子

快递毒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即犯罪嫌疑人不用冒

着极大的危险携带毒品进行线下交易。而快递是一

个过程，它没有固定的犯罪现场可供勘察，也很难

做到人赃俱获。加之一些有犯罪经验的贩毒吸毒人

员会把收到的毒品进行再次转移，给侦查人员取证

造成了阻碍。其次，嫌疑人身份信息难确定。快递

行业为了高效，在收货时往往会图省事，略去了实

名认证的步骤，或是犯罪嫌疑人拿别人的身份证进

行认证。因此，即使毒品真的在快递途中被发现，

寄件人也可能不是真实身份，留的是假号码或是假

地址。最后，调查访问难。很多快递收发点都是临

时租用，或是露天的场所，现场人员流动大、货物

集散快、现场混乱，而且没有看守、监控等监管措

施，使侦查人员在通过倒查，确认寄件、确认犯罪

嫌疑人这一环节，阻碍重重。

3．事实认定难

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认定难。我国对犯罪嫌

［1］ 今 日 说 法． 缉 枪［EB/OL］．［2020-08-12］． 

ht tps : / / tv .cc tv .com/2020/08/12/VIDEyb7qCGigFRiAy 

NN6fWhC2008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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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的定罪有着十分严格的标准，一般的故意犯罪

需要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此，不少毒贩企图通

过对自己主观上犯罪意图的否认，逃脱法律制裁。

如在收或寄快递时被抓获，犯罪嫌疑人往往一口咬

定自己不知道运输的是毒品，或说是别人交办的，

对上线一问三不知。因而在确认犯罪嫌疑人主观上

的犯意时难度大。即使被抓了现行，如果侦查人员

没有掌握强有力的前期证据，犯罪嫌疑人也只会供

认这一次的行为，拒不交代之前的犯罪情况。

（二）快递业毒品犯罪侦查难的原因分析

国家对快递业的管控能力严重不足。根据查阅

相关资料，并结合实际情况，归纳出我国快递业毒

品犯罪侦查取证存在困难主要有以下原因。

1．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物流，是一个集运输、储存、包装、配送和信

息处理等基本环节为一体的过程。快递，作为衔接

物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处在物流的一个中间环节，

连接不同的行业与消费者，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

国家目前没有建立专门的法律体系对快递行业进行

有效管控。虽然国家先后颁布了《邮政法》《禁寄

物品指导目录及处理办法》《快递服务企业收寄物

品安全管理规定》和《反恐怖主义法》等［1］，明

确了邮政部门对快递行业的管理权力，但是相关法

规没有明确公安、国安、工商和交通等部门在对违

反实名快递、收寄验视和过机安检等方面的监管职

责和职权范围，发现可疑情况只能通报给邮政主管

部门处理。但是，邮政部门既没有毒品犯罪的侦查

权力，也没有证据收集、固定、保存和传递经验，

导致许多有价值的线索或证据没有及时收集或固

定，使得许多（如快递毒品等）违法行为得不到应

有的处罚，法律约束力低。

2．企业内部管理不善

快递企业造成的侦查取证困难，即企业内部管

理不善导致侦查人员难以发现毒品犯罪以及顺着快

递这条线索确定犯罪嫌疑人是谁、毒品从哪寄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司内部的安全意识培训

不到位。这也源自快递企业的工作人员本身流动性

大且自身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大多数快递业从

业人员都是未能接受正式岗前培训就直接进入岗位

的，对于快递行业的违禁物品的识别都有所欠缺，

也就导致了收寄视检、安检工作等等的不规范和应

付了事的问题，因此不利于毒品的发现。二是收寄

视检形同虚设。虽然有相关条例强调了快递收寄视

检的重要性，且大部分正规的快递公司和企业都配

备了相应的安检设备，反观之一部分的企业尤其是

民营的小型快递公司和企业为了抢夺客源简化程

序，不检查快递物品，不核对寄件人身份信息，从

而给毒贩指明了一条便捷的快递毒品之路。三是快

递企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一方面，快递业的薪资

待遇和工作环境难以吸引高质量人才。据现代物流

产业研究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中，

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占 65.6%。从学历上来看，初

高中学历的从业人员占 65.2%，因为其法律意识与

安全意识淡薄，容易忽视核对寄件人的身份信息及

发货地址正确与否，最终成为侦查人员取证的障碍。

另一方面，贩毒团伙威逼利诱快递企业工作人员，

轻易攻破其内心防线使快递人员成为贩毒团伙的内

应。在为贩毒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侦查人员发现

贩毒线索造成一定阻碍。比如南京警方在 2017 年

破获的一起快件贩毒案件中，毒贩之所以能够顺利

地通过快递包裹运送毒品，就是因为一名经常受毒

贩关照的快递员的协助。［2］

3．侦查人员素质欠缺

一方面，传统的缉毒观念是把“破大案”放在

禁毒工作的重要地位，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多。而快

递行业的毒品犯罪多是以零包贩卖为主，加之线上

交易的隐蔽模式。工作开展起来会消耗大量的人力

物力且效率不高、效果不明显，因此侦查机关对此

类犯罪的打击力度较小。使得很多禁毒部门往往不

重视快递行业的毒品犯罪，在发现毒品包裹后只查

处这一环节的犯罪嫌疑人，而忽视了深挖整条供应

链，甚至最后不了了之。另一方面，部分缉毒人员

缺少经验。成为一名熟练老道的毒品犯罪侦查人员

不仅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多年的一线锻炼。

但由于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的人事调动、人员流动等

原因，在一线缉毒多年的资深侦查人员较少。加之

对快递业的行业特点知之甚少，因此对于资历尚浅

的缉毒人员，在毒品犯罪侦查取证过程中，收集什

么证据、哪些是合法证据、什么证据是关键的定罪

证据，如何捕捉和把握抓捕的最佳时机，面对突发

［1］袁东哲．快递物流业治安防控研究［J］．铁道警

察学院学报，2018，28（2）：91-96．

［2］陶维洲．惊呆！南京现快递毒包裹：快递员为

“报恩”协助毒贩运送毒品［EB/OL］．［2017-08-31］．

http://news.zol.com.cn/653/6538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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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该怎么办等问题，往往存在困难。成为快递业

毒品犯罪取证难的主观方面原因。

三、快递业毒品犯罪的侦查对策

近些年来快递业飞速发展，对加速货物流通、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隐藏在快

递发展背后的安全问题，妨碍了行业乃至整个社会

的健康发展，同时对于禁毒部门的管理效率和治理

能力也是一个挑战。预防快递行业的毒品犯罪问题，

加强行业管控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相关的众多

领域及部门，需要统筹兼顾，多措并举。笔者结合

实际情况，从侦查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不同角度

提出以下对策，希望能形成有效的快递业毒品犯罪

侦破模式及取证对策。

（一）强化证据搜集，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取证

侦查机关要进行综合取证，全面固定证据，形

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一网打尽整个贩毒团伙，让贩

毒人员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一方面，侦查机关要与时俱进，采用先进侦查

理念和高新科技手段应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情势。首

先，侦查机关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构建立体情报

网络。及时发现和关注如信息不符等问题可疑包裹，

以便及时准确的固定证据。并对发生过毒品交易的

网站平台进行网络监控。其次，侦查机关应积极推

动快递实名制，同时建立内部信息库、加强情报线

索的互通。公安机关各部门要建立有关贩毒犯罪嫌

疑人的数据库，并与邮政部门共享信息。而邮政部

门也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落实快递实名制，进

一步提升收寄实名制信息采集率［1］，并对有前科

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重点关注。各有关部门要确保做

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的工作局面。再者，公安机关应提高毒品犯罪侦查

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和研发先进的毒品鉴定

技术，识别隐蔽在包裹内的毒品或毒品原材料。最

后，善于使用视频侦查等技术侦查手段。运用执法

记录仪，对每次的行动全程录音录像。通过大街小

巷的摄像头，监控毒贩交易的情况。分析视频中人

或车的轨迹，找到贩毒同伙的证据线索。

另一方面，侦查机关也应继续使用有效的传统

手段取证，重点关注贩毒团伙的毒品来源、组织层

级、资金流向和贩毒线路。比如定期使用缉毒犬，

在快递的存放仓库进行搜查，从而发现犯罪嫌疑人 

“精心”包装的毒品，清除快递从业人员遗漏的死

角。采集快件上及快件内的指纹或 DNA 生物检材，

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

（二）提高侦查人员素质

侦查机关首先要做到与时俱进，强化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理念。缉毒人员要加强刑法、刑事诉讼法等

相关法律的学习，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强化证据意

识，提高规范取证的能力。其次，侦查人员应善于运

用侦查思维，将收集到的证据进行研判分析形成证据

链，结合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确定犯罪嫌疑人主观

上的明知和犯意。只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才会使贩

毒经验丰富的犯罪嫌疑人内心防线崩塌，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和贩毒团伙。再者，侦查机关可以不定期组织

具有丰富经验的一线缉毒人员讲解他们的缉毒经验，

提高整个缉毒队伍获取和固定毒品证据的能力及突发

情况等的随机应变能力。最后，也应当提高缉毒警察

待遇，更好地留住人才。而不是做出成绩后就提拔提

干，远离缉毒实战的一线。

（三）更新侦查理念

快递行业的毒品犯罪虽然多是以零包贩卖为主，

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禁毒部门不能一味坚持

固有的“破大案”观念，也要更新侦查理念，重视

对零星快递的毒品的打击力度，将二者放到同等重

要的位置上，形成对毒贩的震慑。毒品的犯罪是一

个长长的链条，禁毒的每个环节责任单位职责不一、

分工不同，只抓禁毒工作的某一部分，对整个贩毒

团伙打击、震慑的影响有限。因此侦查机关在发现

快递的零星毒品包裹后，要通过犯罪嫌疑人继续深

挖整条毒品供应链，做到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四）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首先，应当健全快递业的法律体系。快递业还

需要通过与时俱进的立法予以规范，这既是维持行

业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保障快递企业合法权益和

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层面要制定相关配套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各政府部门的职责、物流企

业的责任等［2］，做到有法可依。做到通过立法填

补法律漏洞，不给毒贩以可乘之机。其次，需要完

［1］郑佳宁．快递实名收寄制下用户个人信息的法律

保护［J］．湖北社会科学，2016（6）：156-161．

［2］邓欢．对加强广州市物流和快递业治安管控工作

的思考［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3）：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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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安全监管制度，就是要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具体要做到：一是进行部门联动，形成行业监管工

作合力。公安部门要加强与邮政、交通运输部门和

物流行业协会的联系，广辟线索来源，发挥网技、

禁毒、刑侦等专业警种职能作用，及时固定各种证

据。二是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公安机关特别是禁毒

部门，要联合交通和邮政等政府部门，将快递业纳

入重点行业进行监管，建立常态的监督检查机制，

采取抽样检查、开包检查或案件倒查等多种形式，

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要出台相关的

监督激励措施。鼓励群众积极检举快递业存在的毒

品交易和可疑现象，公安机关在核实后要按照相关

的规定，给予群众奖励。最后，应加强企业的内部

管理。一方面，快递企业必须配备专门的验收设备。

配备专门的检验人员，严格落实检验程序，从源头

杜绝犯罪问题，防止快递包裹成为贩毒等犯罪活动

的工具和渠道。快递企业应当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

如仓库和门店的全覆盖的监控，为侦查机关取证提

供便利。另一方面，企业要完善职员招聘制度资格

审查，重视从业人员培训，在培训中强调对寄件人

相关信息的核实，提高快递企业职员的法律意识、

责任意识和业务能力。防止企业内部人员监守自盗，

Research on Investigation of Drug Crime in Express Industry

Hu Xiangyang Du Cha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Wuha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xpress industry becomes increasingly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s manufacture and life. The express industry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to residents’ lives and has greatly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s, such as convenience, safety, privacy. Simultaneously, the suspects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xpress industry i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port of goods, drugs and other contraband trade.

It bring new problems to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acking down on such crimes and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investigation benefits and social effect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ifficulties in investigating drug-related crimes in the express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by analyzing the express industry’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ug-

related crimes in the expres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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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毒品案件的发生。

（五）加强禁毒合作

开展跨国跨省和跨区域的缉毒合作是及时、有效

获取快递业毒品犯罪线索的有效对策。从国际范围来

看毒品犯罪，东南亚是中国毒品的主要源头，因此中

国应该和东南亚国家开展紧密的跨国警务合作，从而

更好地固定毒品来源证据，堵住毒品的供货源头。在

国内，通过快递进行跨省跨地区运毒的案件更是比比

皆是。因此各地区应当建立合作机制，在情报、线索

和已取得的证据等方面互通有无、通力合作。

四、结语

犯罪嫌疑人利用快递的渠道来实施毒品交易犯

罪是一种新的常态，侦破难度大。本文着重分析侦

查机关要合理运用多种手段开展侦查、获取证据，

转换侦查理念。同时，其他相关机构也要各司其职，

协同作战，加强国际间、区域间的合作，堵源头、

断链条、取证据，严厉打击快递行业毒品犯罪，维

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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