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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在在倒倒卖卖我我们们的的快快递递单单
约6万条快递单号“双十一”网上叫卖，不法钓鱼网站利用快递单号诈骗

“双十一”迎来快递小高峰

某服饰一次发货两万件

本报济南11月11日
讯(记者 李虎 实习生

郭志华 ) 又是一年
“双十一”，电商和消费
者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狂
欢，快递企业则是迎来
了一年一度的大考。记
者11日探访多家快递公
司后获悉，“双十一”首
日快递公司迎来了快件
小高峰，预计物流高峰
将在12日出现。

11日早上7点40分，
位于十亩园小区的顺
丰快递历下区分部迎
来了“双十一”期间的
首批包裹。该部经理李
浩然告诉记者，这批次
包裹大约有800件左右，

基本都是客户在周日
“双十一”预热活动中
订购的物品。“根据目
前的情况来看，今天的
快件数量是平常的1 . 5

倍，明后两天还将持续
增长。”

圆通速递济南转
运中心经理李建军告
诉记者，1 1日下午 4点
后，转运中心迎来了真
正意义上的“双十一”
快件，“双十一”期间的
首个快件小高峰也随
之而来。“济南转运中
心的派件数量较平日
有大幅增加，仅某品牌
服饰一家就送来近两
万件的快递。”

快递单号买卖“线下”转“线上”
由于线下交易风险的加大，不少

快递单号的买卖转移到了网上。现
在，只要在网上搜索“快递单号”就能
找到许多提供交易的网站和QQ群。
目前，根据购买数量的不同，一个快
递单号能卖到3毛至5毛钱。记者与一
位快递单号卖家多次联系后，其给了
记者一个网站地址，注册并充值后即
可根据需要进行交易。这位卖家告诉
记者，他们是通过数码设备将快递单

的信息拷贝下来，快递单号的信息绝
对真实有效。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获
取信息并售卖出去，同时还不会承担
快递单遗失的风险。

记者在该网站看到，截至11日下
午2点，就有56867条当日的快递单号
被挂在了网上销售。卖家告诉记者，

“双十一”期间快递量的增加让快递
单号也变得便宜了，现在充值100元
可送200元，相当于1毛钱1个号。

网上销售的快递单号均只显示
快递单号、发货城市和收货城市，地
址大概显示某省某市某区，而不再
有详细信息，也无寄件人的姓名与
电话。据卖家透露，如果涉及具体的
寄件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详细信
息，就涉嫌违法。但不少消费者投诉
称，他们的快递单号泄露后，被不法
钓鱼网站利用进行诈骗，使他们的
财产蒙受损失。

快递公司要求快递单全部上交
快递行业“单号门”事件爆出

后，快递行业在快速奔跑中看到了
监管的缺失，不少快递公司也加紧
了对快递信息安全的监管。圆通速
递济南转运中心经理李建军告诉记
者，目前圆通将管区内快递网点、加
盟商的运单全部交到山东管区内统

一处理，同时加强对快递员的约束，
保证运单上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不被
泄露。

顺丰济南分公司经理廖建林表
示，顺丰针对客户信息的保护工作
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运单的
保管为例，顺丰要求所有的快递员

当班的运单必须当班交回公司，专
人登记后统一装箱存放至监控区
域。运单在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保存
一定的时期后，统一由专人专车送
往造纸厂现场打浆销毁处理，整个
过程会全程录像监控，确保运单信
息不被泄露。

圆通速递转运中心内，工作人员忙碌分拣发往
各地的快递包裹。 记者 李虎 摄

快递行业“单号门”事件爆出后，快递信息的安全性引发了各方的担忧。记者调查后发现，随着快递公
司监管的严格，快递运单号的倒卖转移到了网络。经历了野蛮发展的快递行业，信息安全问题监管的缺失
折射出的是行业快速发展背后的管理滞后。

记者 李虎 实习生 何雨婷

收货后不能随意扔快递单
不少市民表示快递打开后，快

递单直接就随手扔掉了。业内人士
提醒消费者，包裹上的快递单不要
随意丢弃，为避免隐私泄露，货运
单一定要撕碎、涂抹处理以免个人
信息泄露。但是现在通过其他方式
泄露出去的个人信息，消费者是无

法单方面杜绝的。
业内人士则表示，虽然各家公

司都加强了安全监管，但还是有大
量的快递单号流出。伴随着快递业
的快速发展，行业硬件的专业化水
平有了大幅的提高，但软件管理水
平的滞后就开始显现。快递单号泄

露的问题说起来简单，但涉及到行
业的各个环节，部分快递公司完全
监管起来还是有相当的难度。“这
就说明还做不到各环节的完全掌
握，想要真正防止信息泄露，快递
公司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监管
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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