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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
的首个“双十一”，快递信息安全
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记者采访了
解到，快递小哥掌握大量用户信
息，“信息变现”诱惑很大，而“隐
私面单”存在推广难的问题。对
于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快递小哥
表示，在坚守职业道德的同时，
也会提醒消费者，尽可能减少信
息泄露的环节，为个人信息添把

“锁”。
一张快递面单，注明了姓

名、电话、住址，由此可以找到你
的社交账号，进一步推演出你的
消费习惯、经济能力……日前，
在浙江宁波警方破获的一起案
件中，嫌疑人通过应聘获得快递
员身份，“卧底”公司偷拍面单并
批量倒卖，为犯罪团伙提供精准
诈骗对象。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
的首个“双十一”，快递信息安全
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作为快递服
务的直接提供者，快递员时刻在
和面单打交道。从揽收到配送各
个环节，他们带着巨量信息在路
上穿梭。那么，守护消费者个人
隐私，快递员能做些什么？记者
由此展开探访。

信息变现诱惑大

短短几行字，就能描摹出一
个人的“立体画像”，快递面单蕴
含的信息量惊人，因此也常被犯
罪分子盯上，成为个人隐私泄露
的重灾区。一起被盯上的，还有
快递小哥。

在面单倒卖“黑产链”中，快

递员通常处于最上游。去年“双
十一”期间，不法分子买通圆通
多位快递员，租用其账号盗取面
单信息，再层层倒卖至各类下游
诈骗团伙，超 40 万条个人信息
被泄露。另一起案件中，在健身
房销售人员的唆使下，上海韵达
快递员私藏派送区域内面单万
余张，并以150元的价格买出。

“平均一位快递员负责 5 个
至 7 个小区，经手数万条居民信
息。”快递员张璁说，自己就曾面
临“信息变现”的诱惑。“片区内
两家房产中介分别找过我，委婉
提出想要面单上的住户信息，开
价每条 2 元，我送一单的报酬才
1.2元。”但他最终一口回绝，“保
护客户隐私是我的职业道德，再
说周边小区只有我一个人跑，很
容易就会被发现。”

相较于线下信息买卖，网上
交易手段隐蔽、指向性强、影响

面广，对快递员的诱惑也更大。
最近，快递小哥王雷被同事拉进
一个“高端面单群”，依据面单商
品的价格、类别，客户信息被分
等级精细化售卖。“车载、保健
品、母婴用品三类面单开价最
高，因为‘转化率高’，卖家大多
是快递员，也有电商平台和快递
网点的人，一天能成交几千条。”

快递员蒋春霖告诉记者，
“黑产”已存在多年，分为“实时”
“历史”两种进行交易。当天流出
的“实时面单”可卖到每张 4元，
已被联系过的“历史面单”每张
只能卖几角钱。

“隐私面单”推广难

为应对信息泄露难题，2017
年起，快递企业相继推出“隐私
面单”。在“隐私面单”上，个人信

息被加密处理，隐去姓名、住址
以及电话号码部分数字。快递员
派件时，必须通过 APP 扫码，以

“虚拟电话”联系收件人，快递签
收后，号码对应关系随即失效。

然而，今年“双十一”记者发
现，在不少快递平台，“隐私面
单”已经下线，即使仍在运行，也
大多出现在增值服务中，而非默
认选项。消费者需要手动选择

“安全号码”“隐址寄件”，才能在
面单上隐藏相关信息。为保护隐
私而生，利用率不升反降，问题
出在哪？

“每单都要扫码识别，配送
效率至少降低10%。”张璁说，传
统面单一目了然，一栋楼的包裹
可以集中派送，如果使用“隐私
面单”，就会在路上花费更多时
间，配送费也应该相应上调。“比
如这一单扫出 1 号楼，下一单可
能是 2 号楼，如果紧接着又是 1
号楼，就要折回去。”

技术问题也是推广的阻碍。
菜鸟裹裹负责人曾表示，“隐私
面单”依托于电子面单和云打印
技术，网购用户能否收到贴有

“隐私面单”的快递，取决于商家
是否安装云打印组件。

王雷所在的公司曾短暂地
推出过“隐私面单”，去年“618”
大促后又宣布下架。“当时业务
量猛增，公司引入了一批众包快
递 员 ，但 他 们 无 法 登 录 使 用
APP，后台技术支持也跟不上，

‘隐私面单’就此被叫停。”王雷
说。

如果无法投递到户，“隐私
面单”还会间接影响用户体验。
蒋春霖告诉记者，客户不在家

时，一般会要求把快递放在快递
架或收发室，他们下班后来取。
但是，要在成堆的包裹中，透过
模糊处理的信息，快速准确找到
自己的快递，难度也直线上升。

守好信息安全
“最后一公里”

11 月 1 日，《个人信息保护
法》正式施行，明确任何组织、个
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
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
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中特
别提到，企业在处理个人信息
时，应当采取加密、去标识化等
安全技术措施。

“这意味着，提供‘隐私面
单’成为法定义务。”快递物流
专家赵小敏认为，保障信息安
全是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前
提，企业的执行态度应当更加
坚定，要升级“隐私面单”技术，
调整末端激励机制，与平台电
商形成联动。

站在物流环节末端，快递
员与消费者面对面接触，能否
堵住面单泄露“最后一公里”的
漏洞，为个人信息撑起一把“保
护伞”？

“首先是不成为‘漏洞’本
身。”王雷笑称，虽然也动过心，
但自己还是退出了“面单群”。

“买卖面单是‘无本生意’，所以
会有快递员陷进去。大家把信息
交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守护
好，不违法是底线。”

据《工人日报》

近年来，品牌授权成为一种
常见的企业经营模式，市场上有
大量的品牌授权商品。因被授权
方资质参差不齐，品牌方缺乏监
管，“贴牌”商品质量问题频现。
有专家认为，若品牌方在授权资
质鉴定、质量监督等环节存在漏
洞，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

“双十一”期间，不少消费
者不断地往购物车里塞东西。
然而，北京消费者刘女士日前
在网上购买某品牌保暖内衣时
发现，在京东等平台有多个旗
舰店、专卖店在卖该品牌的衣
服，且都说是正品。后来，她了
解到，原来该品牌的很多商品
是“贴牌”产品。商家一年花几
千元钱，就可获得知名品牌商
标的使用权，并在自己生产的
产品上使用这些品牌。

业内人士指出，“贴牌”或“品
牌授权”产品，是指授权者将自己
所拥有或代理的商标或品牌等以
合同的形式授予被授权者使用，
被授权者按合同规定从事经营活
动，并向授权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品牌授权店在电商平台上数量众
多。这些店铺往往以“某某旗舰
店”“某某专卖店”为名，在详情页
给商品打上“正品”标签，强调质
量有保障。然而，当商标所有权人
不再实际控制生产和销售过程，
贴有该品牌的产品质量是否过

关？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品牌授权成常态

“有两个吊牌的，您看一下
袋子里面应该还有一个。”近日，
有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
南极人授权店的服饰，收货后却
发现吊牌是其他品牌的，在联系
客服时得到的回复是，本应有两
个吊牌，南极人的吊牌可能是忘
记放了。

近年来，品牌授权成为一种
常见的市场经营模式。今年 4
月，由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品牌授权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2021 年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
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2020 年中国年度授权商品
零售额为 1106 亿元，被授权产
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包括玩
具、服装饰品、食品饮料、礼品纪
念品等类别，覆盖到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有业内人士分析，品
牌授权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未来前景广阔。

品牌授权也是部分知名品
牌转型、布局电商领域的新方
向。以南极人为例，公司已经砍
掉生产和销售的重资产环节，转
型“南极电商”，以授权获得盈
利。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南极
人”，授权店在售的商品不仅有

南极人起家依托的衣物，还有床
上用品，甚至有暖贴、水杯、洗衣
机、热水器、足浴桶等日用品，品
类繁多。

产品质量存隐忧

当商标所有权人不再实际
控制生产和销售过程，“贴牌”
商品质量如何监管？消费者是
否能出于对品牌的合理信任放
心消费？《报告》指出，在中国玩
协摸底调查的被授权玩具和婴
童用品产品中，玩具警示和说
明缺失或有误问题严重，被授

权童车产品质量问题依然突
出，童鞋、童装等也因重金属含
量超标、耐久性标签缝制位置
不合格等原因质量堪忧。

此前，据媒体报道，仅 2018
年一年时间里，南极人品牌产品
便 14 次被监管部门及地方消费
者协会列入不合格产品名单。去
年，采取品牌授权模式生产的回
力拖鞋也曾被深圳市消委会指
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

除南极人外，同样采取授权
模式经营的品牌还有浪莎、花花
公子等，而这些知名品牌在市场
监管部门的抽样检查中，均曾被
查出质量不合格。

消费者信任不应被辜负

消费者买到的名牌产品由什
么样的被授权企业经营？企业如
何获得品牌授权？对此，记者找到
了一家经营北极绒、啄木鸟等品
牌授权的中介公司，咨询了公司
授权顾问小祝。小祝说，由需求方
提供法人基本身份信息和公司营
业执照，中介公司据此拟定品牌
授权合同，签完合同后需求方付
款，品牌方在看到合同和收款后
会开具授权材料，授权即办理好。
在费用方面，小祝介绍，不同品牌
费用不等，一般授权费用为几千
元，吊牌千套起拿，单价有1.5元、
3元、5元等价位。

在品牌授权模式下，产品质量
的实际控制者从品牌方下移到被
授权方。授权贴上本品牌的吊牌，
品牌方是否对被授权方资质有要
求？是否会对“贴牌”商品的质量进
行把控？小祝表示，只要是有营业
执照的公司，经营品类和品牌方一
致，支付授权费用后就可以获得授
权。且品牌方不会对产品质量进行
监督。

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郝旭东认为，“贴牌”模
式在市场上很常见，虽然不违
法，但导致了一些市场乱象，须
引起重视。 据《工人日报》

“信息变现”诱惑很大 快递面单屡成“泄密单”

快递小哥如何为个人信息添把“锁”？

南极人、浪莎、花花公子……小厂傍大牌只为销量，大牌卖商标不管品质

“贴牌”商品质量存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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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市政府东300米繁华门市 90平方米，
（邮电小区）纯一楼招合租，办公最好，非餐饮。

联系人：马女士 16630784477
招合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