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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双 11”已开始预热，不少
人的快递包裹正飞奔在路上。和
收到包裹时的喜悦相比，由快递
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是不少人
的隐忧。近期，印有姓名、电话、
地址等个人信息的快递面单被
人在网上明码标价批量售卖，引
发社会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为保护
用户隐私而诞生的隐私面单并
没有大范围使用。这一方面是由
于部分消费者在寄送快递时没
有意识勾选或使用不便，另一方
面，使用隐私面单也给快递员增
加了额外工作量。业内专家表
示，除了隐私面单，快递企业还
需要持续加强内部信息安全管
理，多管齐下才能保护好快递用
户个人信息。

普及率不高：
多数快递没用隐私面单

在上海市永嘉路一居民小
区，门口设有一个快递货架。快
递员在与收件人取得联系后将
快递放置在快递货架上。收件
人回家时，顺便领取自己的快
递。

近日，记者看到，该货架及
附近地面上共有 17件快递，涉
及申通、中通、圆通、韵达、顺丰、
京东等多家快递公司。在 17件
快递中，只有顺丰和京东的 3件
快递面单上，隐去了收件人的部
分姓名和电话号码中间 4位等
信息。其余 14件快递，快递面单
上收件人的详细地址、个人姓名
及电话等信息都在“裸奔”。

距离上述小区不远的一处
商业办公空间，也设置有单独的
快递货架。粗略统计，该货架上
的快递包裹，隐私面单使用比例
不足三成。

为了保护快递上的个人隐
私，收件人各显神通。白领熊小
姐对记者说，平时会网购一些零
食到工作单位，为了保护个人隐
私，她在收件人信息栏填写的并
非真实姓名，而是随便起了一个

“熊美丽”。
北京市民赵博说，最常用的

做法是在收到包裹后，将个人信
息栏涂抹或将快递面单剪碎。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快递涂
码笔、热敏纸涂改液之类的商品
比比皆是。“因为快递配送环节
太多，我在收到快递后才涂抹剪
碎，可能起不了太大作用，只是
为求一个心理安慰吧。”赵博说。

用户易漏选
快递小哥嫌麻烦

隐私面单并不新鲜。早在
2017 年，部分快递企业和快递
平台就尝试推出隐私面单，有的
隐私面单将收件人手机号码中
间四位以星号代替，有的隐私面
单则不仅不显示手机号码，还隐
去了具体地址。快递员在配送
时，需使用专门的终端设备扫描
包裹条形码，才能读取相关收件
人姓名及电话等信息。

但是，在推广使用过程中，
隐私面单却遇到了几大难题。

——用户容易漏选。合肥
市民张璇对记者说，自己在电
商平台购物时，想选择使用隐
私面单，不在快递包裹上透露
个人信息，但始终找不到选项。

“尽管有的电商平台会默认以
星号代替手机号码中间四位，
但我觉得地址信息同样关键，
应该保护好。”

有的快递企业在个人寄送
快递时，隐去个人信息并非默认
选项，而是增值选项。记者登录

中通快递微信小程序，选择寄送
快递，在其增值服务中，需点击
安全号码选项后才可以使用安
全号码而非本人实际手机号码。

——渠道不一，标准不一。
在部分快递企业，不同寄送渠道
对于隐私面单使用标准也不同。
顺丰客服人员表示，用户可以登
录“顺丰速运+”微信小程序，选
择隐址寄件服务即可隐去寄件
人及收件人个人信息。但在顺丰
速运App寄快递页面，却无法找
到隐址寄件服务选项。

还有快递网点负责人表示，
使用隐私面单，需网点配备专门
的打印设备，如果寄件人寄送快
递的网点没有配备专业设备，也
无法选择使用隐私面单。

——影响快递小哥配送效
率。中通快递一家网点负责人
迟先生对记者说，使用隐私面
单后，需快递员扫码才能读取

包裹的具体信息，这会影响快
递员的配送效率。“快递员无法
一目了然，比如快递员扫码看
到一个 12楼包裹，送完后又扫
出一个 8楼的包裹，当他到 8楼
派送后又扫出一个 12楼的，这
时快递员就需要从 8楼再折返
回 12楼。”

快递员余开尧对记者说，近
期迎来“双 11”业务高峰期，他
每天派送单量在 400 件左右。

“如果全用隐私面单，每个包裹
都拿出来扫一遍，每天估计会少
送50件左右。”

扎紧安全“篱笆”
还需多管齐下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
1月到 9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累计完成 767.7亿件，同

比增长 36.7%，快递已成为多数
人生活的新“开门七件事”之一。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快递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应当建立快递运单
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妥善保管
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定期销毁
快递运单，采取有效技术手段保
证用户信息安全。

不少行业专家表示，对于快
递企业来说，不能仅考虑配送效
率，也应进一步提高隐私面单使
用比例，提升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水平。

除推广隐私面单提升配送
末端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外，快
递企业也应加强内部信息安全
管理。“应该说，快递企业对用
户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升，数据库安全是其中的重中
之重。另外，针对内外勾结买卖
快递用户信息的行为，各地法
院这几年判了一批案子，对违
法行为也有震慑作用。”中国快
递协会原副秘书长、国邮智库
专家邵钟林说。

圆通速递在企业责任报告
中表示，从 2020年 9月起，企业
逐步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化建设，
加强对人员的监督管理。同时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涉及
用户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

顺丰一位快递员对记者说，
其在使用终端设备解密快递信
息后，相关解密记录会在系统内
留痕。快递员是否严格按照公司
规章流程操作，也会有记录和核
查。

“尽管各方都在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但不排除还是有人铤而
走险，这就需要从法律层面加大
处罚力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快运分会副会长徐勇说。

据新华社

渠道和标准不统一 用户容易漏选 快递小哥嫌麻烦

快递面单保护隐私为何这么难

手机APP过度索权、一些小
区物业将人脸识别作为业主出
入的唯一验证方式、消费者在平
台购物被“杀熟”……针对消费
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中消
协 28日发布消费提示，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即将实施，经营者
要依法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履行公示告知义务，规范个人信
息处理程序，采取必要措施保障
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手机 APP 不得
过度索权

2019年2月，一家面部识别
公司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680
万条包含个人姓名、身份证号
码、性别、家庭住址和照片等个
人信息遭泄露。

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
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
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
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
致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

中消协表示，经营者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
的目的，并限制在对个人权益影
响最小的方式和实现处理目的
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消费
者个人信息。除了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所必要的个人信息，经营者
不得以消费者不同意处理其个
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如手机APP
等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提供非必
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使用其

基本功能。

不能强制进行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作为一种敏感个
人信息，一旦泄露容易对个人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甚至还可能威胁公共安全。

一些小区物业、经营场所将

人脸识别作为业主出入的唯一
验证方式。对此，中消协表示，小
区物业、经营场所不能强制业主
或消费者进行人脸识别，应当提
供其他替代性的验证方式供业
主或者消费者自主选择。

2021年初，一些知名品牌商
店非法收集人脸信息事件被媒
体曝光，引发公众质疑。商家在
没有明确告知、未征得消费者同
意的情况下，安装人脸识别摄像
头，海量收集消费者人脸信息。

中消协表示，经营者收集消
费者个人信息，应在事先充分告
知的前提下，保证消费者知情，
并征得消费者本人同意。经营者
不得采取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
等方式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未
经消费者同意，不得向消费者推
送商业信息。

平台经营者不能
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杀熟”

一些平台经营者利用自身

掌握的消费者经济状况、消费
习惯以及对价格的敏感程度等
信息，在交易价格等方面对消
费者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待遇，
在未获得消费者授权的情况下
通过用户画像来开展精准营
销。

中消协表示，经营者不能
为了商业目的，在交易价格等
交易条件上对个人实行不合
理的差别待遇，如“杀熟”等行
为。平台还应该承担消费者个
人信息保护“守门人”责任，如
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
制度体系，定期发布个人信息
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
监督。

中消协同时提醒广大消费
者，养成个人信息“非必要不
提供”的良好习惯，建议只在
确属必要的情况下才向经营
者提供个人信息或者进行授
权。注意保护好带有个人信息
的单据和资料，防止因随意丢
弃、使用不当等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

据新华社

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实施

不能强制业主或消费者进行人脸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