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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人：
不愿实名 担心信息泄露

今年年初 ， 国家邮政局发
布， 2016年， 我国快递日均服务
超过2.5亿人次 ， 支撑网络零售
额超过4万亿元， 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比重达到12.5%， 新增
就业20万人以上。 快递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角色。

在快递带给人们便捷的同
时， 也伴随着出现了像快递包裹
爆炸造成人员受伤这些不安全现
象的发生。 2015年11月1日 ， 快
递实名制登记正式开始。 快递实
名制是指寄快件需要寄件人出示
身份证、 登记个人信息， 然后快
递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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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实名制登记如今已经实
行一年多， 但在实际操作中， 还
是有不少人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
操作。 7月2日， 家住通州的李颖
准备给自己的准婆婆快递一款书
包。 “老人说要去旅游急用一个
双肩背。 我们上班比较忙， 没时
间送， 就快递寄过去。”

“快递员并没有让我出示身
份证 ， 也没有登记个人信息 。”
李颖介绍， 因为和快递员很熟，
每次她都会电话通知寄快递 。
“填写姓名， 地址和电话， 付完
钱， 就算OK。”

据了解 ， 国务院法制办在
2015年11月16日发布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其中第十二条
规定， 用户交寄快件， 应当如实
填写快递运单。 包括寄件人和收
件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等身份信
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寄递物品
的名称、 性质、 数量。 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快递运单信息
进行核对， 发现快递运单填写不
完整或信息填写不实的， 经营快
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寄。

调查中， 记者发现很多寄件
人并没有主动出示身份证、 登记
个人信息。 “一来是快递员根本
没让这么做， 二来也是想保护自
己的个人隐私 。” 职工王可说 ，
“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寄快递， 打
个电话叫来快递员。 之后， 将需
要寄的快件和地址、 姓名、 电话

这些信息都写在一张纸上， 交给
传达室的门卫。 他们就会帮着交
给快递员， 也没遇到过让出示身
份证的情况。”

王可说： “你将身份证出示
给快递员， 心里肯定是忐忑的。
他会不会拿着这个信息做其他事
情， 会不会将信息给卖了……一
堆担心都会冒出来。 而且， 快递
员的职业素质过不过关， 会不会
有人对他们的操作进行监管， 这
些问题寄件人都不能把控。”

对于寄件人的这种担心， 在
《快递条例 （征求意见稿）》 第二
十六条及第四十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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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违反
将被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 并可能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
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关键还是要加强监管，让快
递业更规范，将寄件人、快递企业
的责任都划定清楚， 这样才能让
快递实名制得以操作。 ”家住方庄
的王静说，“尽管快递员从来不让
我出示身份证， 但是我寄件时还
是会用真名。这么做，第一希望对
方接到之后了解是我寄的， 免得
拒收。 第二我觉得实名也没有太
多的影响，但是我不会写地址，只
是写到是哪个区， 还是尽可能不
让更多的信息暴露。 ”

快递员：
实名制还需客户配合
作为快递实名制执行的主

体， 投递人不愿意主动提供个人

信息， 对于快递员来说是件为难
的事情。 上面虽有政策， 但落实
起 来 却 没 有 力 度 。 记 者 调 查
过 程 中 ， 随机采访了几名正在
送件的快递员。 对于实名制， 快
递员均表示， “很多客户都不愿
意出示个人信息。” 甚至很多人
连寄件人的姓名都是随便写的，
或是网名。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快递公
司落实实名制， 其实就是多了一
道手续， 寄件的时候需在 “快递
实名收寄验示登记表” 上填写个
人信息 ， 该登记表包括运单号
码、 收寄日期、 发件人姓名、 发
件人身份证号、 发件人电话、 收
件人姓名等相关信息。

在一家圆通营业网点， 记者
以寄件为由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张
登记表， 记者在寄件人姓名一栏
处写了网名， 并故意把身份证号
码写错了两位。 但工作人员并没
有向记者核对信息， 很顺利就把
邮寄物品打包贴上了单据待寄。
同样， 记者来到申通营业网点，
随意填写个人信息后， 仍寄出了
物品。

相比营业网点， 叫快递员上
门取件的邮寄方式， 连登记表格
都免了。 记者叫了韵达快递， 快
递员敲门后， 直接给了记者一张
邮寄单， 并没有要求填写实名登
记表， 直到快递员走， 也没有要
求出示身份证及其他相关证明身
份的证件， 同时记者在寄件人一
栏写的仍是网名。

快递实名制难道真的就形同
虚设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快

递营业网点负责人表示 ， 落实
《快 递 条 例 》 ， 公 司 要 求 快 递
员 必 须核对寄件人身份信息 ，
针对散件客户， 要核对身份证，
大 客 户 需 要 签 订 协 议 ， 而 且
要 求 所有的网点必须推行实名
制。 但现实情况表明， 这确实需
要有个过程， 同时要进一步加大
推行力度。

针对客户不愿意主动出示身
份信息的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
公 司 在 做 培 训 的 时 候 一 直 在
给 一 线快递员灌输思想———不
核实身份信息是不能邮寄的， 因
为这是国家规定， 作为快递公司
要严格落实。 “但是这件事并非
我们一厢情愿就能成， 也需要客
户的配合。”

【建议】
建立安全监管信息平台

据预测，到“十三五”末期，每
年的快递数量将达到500亿件。如
此庞大的快递行业如何更好地推
进快递实名制， 近年来一直是全
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表示， 快递
业是大量产生公民个人信息的重
要行业， 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需要快递从业人员、 快递企业和
监管部门的立体协同 ， 统筹施
策。 例如 ， 建立泄露用户个人
信息通知和民事赔偿 制 度 ,通
过提高经济成本 ， 倒逼快递企
业切实履行用户信息安全保障主
体责任。

在 《快递条例》 正式实施之
前， 甄贞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表
示， 在快递实名制背景下， 加强
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已刻不容
缓， 快递人员的从业标准、 快递
企业的主体责任、 监管部门的监
督管理等方面都应该加以完善。

甄贞建议， 规范快递人员从
业标准。 快递企业应加强对快递
从业人员尤其是数据库运维人员
的招录把关审核， 建立快递从业
人员档案。 完善快递从业人员执
业规范， 强化其法律意识和责任
意识， 牢牢守住保障快递用户信
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落实快递企业主体责任。 建

立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制度， 架
起内部监管的防火墙。 《快递条
例》 第26条建立了快件运单和电
子数据管理制度， 以保护用户信
息安全， 但在制度层面还有完善
空间。

强化监管部门监督管理。 应
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快递业安全监
管信息平台， 将泄露用户个人信
息的快递企业和快递人员纳入违
法失信 “黑名单”， 并向社会公
开。 同时， 要加强对快递企业用
户信息安全情况的监督检查， 完
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 建立快递用户信息安全共享
机制， 以常态化的强力监管迫使
快递企业责任落地。

此外， 还要统一个人信息采
集源头。 应加强个人信息源头管
理， 对需要大量采集个人信息的
企业， 实行统一授权管理， 通过
审核认证的企业， 方可采集公民
个人信息。 应当统一商业活动中
个人信息的采集标准 ， 基于便
捷、 安全原则， 最小范围采集个
人信息， 采集的信息应由企业统
一留存， 不得留存在采集人员的
个人采集终端上。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邮政集
团北京市分公司原资深经理孙步
新一直非常关注快递行业的发
展， 针对实名制， 他认为， 对于
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在实施过程
中个人隐私问题成为他们不愿实
名的重要因素。 因为目前的快递
行业的确存在客户数据泄露的情
况， 这也成为矛盾的焦点所在。

孙步新建议， 可以通过大数
据统计分析， 将快递内容进行分
门别类 。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
出， 哪些类别是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的， 然后有针对性地落实实名
制， 对于常规邮件可以分步骤稳
步推进。

同时， 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
度建设要跟上。 交递过程的人和
企业都有责任， 如果明知有安全
隐患却没有告知 ， 继续进行交
递 ， 出了问题就要承担法律责
任。 同时， 企业也有责任保护用
户的数据信息， 如果违反了， 需
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说到底还
是需要出台更加明细的准则来加
以规范。

快快递递实实名名制制
如如何何走走出出尴尴尬尬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孙孙艳艳

快快递递员员不不要要求求 寄寄件件人人不不愿愿意意

政协委员： 建议建立安全监管信息平台

2015年11月1日， 快递实名制登记正式开始。 实名制开始一年多来， 在实际操作中， 还是有不少人并没有按照相关
规定操作。 寄件人担心信息泄露不愿配合、 快递员不主动要求等现象， 让快递实名制陷入困境。 怎么才能让快递实名制
顺畅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