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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有法可依对三方都是好事

“双十一” 过去， “双十二” 即将到来。 快
递行业的发展， 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 也带来不
少弊端。 诸如， 暴力分拣造成快件丢失、 破损，
让不少人的网购之旅不能完美收官。 11月1日，
快递实名制登记正式开始。 11月16日， 国务院
法制办发布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稿）》。 这些政
策的出台， 将为快递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
障。

近日，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公
开征求社会意见。 “该条例将
成为规范快递行业的行为准则，
也将成为进一步维护好买卖双
方的合法利益的依据。” 日前，
律师姚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对于 《快递条例》 的出台，
她个人十分期待。

记者发现， 自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稿）》 发布以来， 快
递用户信息被快递企业出售或
泄露， 企业可能面临被吊销经
营许可处罚； 野蛮分拣、 扔踩
快件， 最高可罚5万元等成为热
门话题。

“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
稿）》 内容十分详实， 它就经营
主体 、 快递服务 、 快递安全 、
发展保障 、 监督管理等内容 ，
做了详细描述。” 姚琳说， 《快
递条例》 必将成为规范快递物
流行业的一道准绳。

在依法维权的基础上， 姚

琳建议， 消费者应懂得主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意消费过
程中的细节， 比如： 当面验货、
拒收可能发生破损的快件等。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实名
制的问题，虽然有很多消费者都
对信息安全存在顾虑，但换个角
度来说，实名制也在某种程度上
保证了快件的物流安全。” 姚琳
认为，相关条例的出台，必将带
动相关制度和技术的完善，“这
或许需要一个过程。”

此外， 姚琳还建议， 相关
物流公司应在条例出台前， 做
好自身规范化建设， 提升人员
素质 ， 全方位监管快件安全 。
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适应市场
需求， 满足客户需要。

“当然， 拥护相关条例的出
台， 也将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做法。” 姚琳说， 无论对于
消费者、 卖家还是物流企业方
来说， 有法可依都算得上是一
件好事。

据统计， 2007年以来， 我国
快递行业发展迅猛， 业务量7年
增长了6.7倍 ， 年均增长率高达
40.4%。 去年 ， 全国快件量突破
146亿件， 跃居世界第一 。 快递
业的不断发展， 相关部门也在加
大对于这个行业的管理。

今年11月1日 ， 快递实名制
登记正式开始。 寄快件需要寄件
人出示身份证、 登记个人信息，
然后快递员将寄件人身份证号码
和手机号录入电脑中一个公安部
门安装的特殊软件。

其实 ， 早在2008年7月12日
有关部门就出台 《快递市场管理
办法》。 2013年3月1日， 该办法
又出台第二版， 包括总则、 经营
主体、 快递服务、 快递安全、 监

督管理、 法律责任、 附则， 共7
章52条。

而不久前开始实行的快递实
名制登记， 无疑更加大对于这个
行业的监管。 实名制已经过去整
整一个月， 快递员和用户反映如
何？ 调查中， 记者了解到这个听
起来很美的规定， 执行起来却也
遭遇不少困难。

职工王萍在一家公司任职 ，
业余时间她还兼职开网店， 经营
手工布偶。

买家订购完物品后， 王萍需
要及时发货， 所以她和快递公司
接触比较多。 “以往， 只需要填
个单子就能发货， 现在手续可有
点复杂。” 对于快递实名制登记
王萍有些纠结。

她表示， 实行实名制本意是
想要促进快递行业的持续、 健康
发展，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 还是
有些为难。 “虽然平时用的几家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都比较熟， 但
是将身份证这样重要的信息交给
其他人， 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万
一快递员将身份证和其他信息泄
露， 可怎么办。”

扫描快递单 、 验视快递物
品、 登记身份证等信息……这是
快递实名制登记后， 需要完成的
流程。 对于实名制虽然不少快递
公司表示会试行， 但是也对于这
样的程序有些担心， 调查中不少
快递员表示， 程序有些复杂会加
大工作量 ， 而且担心客户不配
合。

快递实行实名制， 怎样保
护用户姓名、 身份证号码等信
息的安全？ 这的确是个不能轻
视的问题。 调查中， 不少人表
示， 期待有关部门通过多种手
段来监管， 保障用户个人信息
不被泄露。

“老实说， 现在快递业发展
得很快， 其中也不乏鱼龙混杂
的现象。” 市民赵阳说， “现在
满大街跑着不少快递员， 存在
着门槛较低、 人员流动性的弊
端。 所以必须通过相关规定的
出台， 来加大监管。”

翻看 《快递条例 （征求意
见稿）》 第二十六条提到如何保
护用户信息安全， 具体内容为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建
立快件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
度， 定期销毁快件运单， 确保
用户信息安全。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
从业人员不得非法出售或者泄
露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
信息。 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

户信息泄露、 毁损、 丢失的情
况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
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并向所
在地邮政管理机构报告。

此外，《条例》第四十七条提
到，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出
售、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快
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
尚不构成犯罪；在发生或者可能
发生用户信息泄露、毁损、丢失
的情况时， 未立即采取补救措
施，并未向所在地邮政管理机构
报告行为之一的，由邮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此 ， 不少人表示肯定 。
但也有人提到， 期待行业自身
可以加大规范。 “是不是可以
定期培训快递员并宣传行业规
范， 提高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
还可以建立黑名单库， 快递人
员或者快递公司违反操作规程，
就会进入黑名单， 然后丧失从
业许可证。” 市民李惠说。

有法可依更要依法维权

暴力分拣 丢失破损屡见不鲜
每逢 “双十一” 过后， 关于

快件爆棚的消息总是满天飞， 而
最让消费者担心的当然是物流过
程中的暴力分拣 。 “那么多快
件， 快递员还有精力注意每一个
快件的安全和质量吗？”

“送 不 完 啊 ， 太 让 人 头 疼
啦。” 上午10点快递员小王拿着
一堆快件冲进电梯， “累” 是他
“双 十 一 ” 以 来 最 大 的 感 受 ，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睁开两眼
就是送送送。 早上7点多开始干
活， 晚上快11点才能回家。” 小
王说， 虽然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很
冷， 但是忙成一团的他全然感觉
不到。

一边是快递员在海量般的快
件中忙碌送件， 一边也暴露出不

少问题 。 刘女士就不幸中招 ，
“今年 ‘双十一’ 我在网上买了
个台灯， 可收货后一看， 灯罩都
变 形 了 ， 包 装 的 箱 子 也 有 破
损 。 ” 刘女士有些无奈， “快递
员 把 快 件 放 在 了 传 达 室 ， 我
没有亲自签收。” 刘女士说， 当
她跟网店客服反映情况时， 客服
认为责任不在卖家， 所以不给换
货。

对于这样的 “哑巴亏 ”， 刘
女士自认倒霉。 “淘宝上可以对
店主进行差评， 却没办法给快递
公司差评。” 刘女士说， 她身边
很多同事都遇到类似的问题 ，
“比如收到的商品有破碎， 或快
件丢失等等。”

职工于娜抱怨， “前几天在

网上买了一条裙子， 卖家发货很
快， 物流信息显示也很迅速， 但
一周过去了， 我是没有收到货，
可网上的物流信息却显示已经签
收。” 对于快件被谁签收了， 于
娜搞不清楚， “物流信息上没有
显示派送员的电话， 打电话去快
递公司问， 也找不到答案， 只能
申请退货。”

“每个月店里都有因为物流
退货的记录。” 淘宝卖家林瑶说：
“大一点的网店会跟物流公司签
署协议， 用以降低快件在物流期
间损失的概率， 但大部分网店干
脆就将快件破损或丢失作为正常
损失， 纳入预算。 毕竟物流环节
委托给第三方， 这是卖家也不可
控的环节。”

实名遇困 担心个人信息泄露

给给快快递递行行业业立立规规矩矩
能能否否根根治治投投递递乱乱象象？？

【声音】

建黑名单库加大监管

对于 “暴力分拣” 这样老
生常谈的话题， 消费者除了吐
槽不断之外， 也提出很多自己
的建议， “如果物流环节可实
现全程监控就好了。”

快递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而快递市场
经营秩序不够规范，快递行业普
遍实行的加盟经营模式中，出现
了服务质量较低、 责任界定不
清、安全隐患加大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 很多物流公司和
快递公司都在大的分拣中心安
装摄像头， 监控快件分拣过程，
但这样的举措在小的分拣部门
和快递员派送过程， 还很难落
实， 暴力分拣和暴力派送还时
有发生。

“这就是物流公司自己管理
不完善的结果 。” 职工肖丹认
为 ， 监控盲点多的隐患不除 ，
很难保证物流安全。

物流环节需全程监控

律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