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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伟：多管齐下推广隐私面单

超八成快递个人信息“裸奔”

■ 企业应落实好现有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加

强对人员的监督管理

■ 配送终端升级优化现有技术手段，简化信息解密流程，让终端配送实现效率

和安全的平衡

思想众筹

国家法治进步，宏大叙事，也可以在两分钟里从立法

说到司法，言简意赅。

昨天下午，上海代表团分组审议前，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王俊

峰，跟大家聊了聊法治进步那些事。

都聊了点啥？扫二维码，听“北京

日志”。 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 摄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文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
家强。“科技创新”是今年两会的热
议话题。如何有效推进科技创新，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巩固壮大实体
经济根基，突破供给约束，是我一直
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

因此，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让中
国城市从单一向大城市集中走向区
域协同发展，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
要战略之一。通过“科技+创新”的
协作，特别是依托创新链提升产业
链，更有效地发挥科创园区运营主
体作用，以及“科创(人才)飞地”等相
关措施，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从
而做大区域“经济蛋糕”。
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我认为

核心就是“科技+创新”，加强创新
链与产业链的区域协同——“强链
补链”，抓手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创
园区运营主体”在市场资源配置中
的灵活优势，路径就是鼓励引导周
边省市优质购买主体，在科创园区
内设立“科技（人才）飞地”，促进区
域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区域科技创
新共同体。让拥有科技人才优势的
城市建设创新平台链，让具有土地
资源和人力成本优势的地区建设产
业承接链，两者优势互补实现“强链
补链”，做大“经济蛋糕”。
结合“区域内城市间结对子，合

作共建”的政策措施，以“新旧动能”
转换为契机，鼓励不同区域的科创
园区相互结对，根据各区域定位优
势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打造完整产
业链，共享长期经济收益。这方面
闵行区已在试行，他们率先和安徽
省淮南市结对子，淮南高新开发区
与闵行海联智谷相互结对合作，结
合各自的科技、人才、产业优势，实
现孵化在闵行、产业在淮南，研发在
闵行、生产在淮南的两地协同创新
的发展新模式，共同打造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新典范。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说说，
法治进步那些事

全国政协委员张恩迪建议，加快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五大瓶颈”拖后腿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在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恩迪

在提案中列出了拖科技成果转化后

腿的“五大瓶颈”，建议加快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能。

张恩迪说，这“五大瓶颈”主要

为：成果需求上，企业主动提出技术

需求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强；成果

供给上，高校院所存在成果转化内

控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服务体系

上，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组织力

量薄弱、动力不足等；要素配置上，

科技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力

度不足等；政策法规落实上，成果转

化绩效评价考核等问题尚缺乏明确

可遵循的依据等。

对此，张恩迪建议，进一步强化

科技成果转化企业需求侧拉动，加强

对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

评价考核，支持企业建立成果转化平

台，引导领军企业牵头，围绕三大先

导产业和“十四五”重点产业，建设产

学研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创新共

同体，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开展科技成

果转化的创新活力，构建开放融通创

新生态。加快探索、推广“悬赏揭榜

制”等科技计划项目新模式，帮助企

业发现、挖掘关键技术需求。进一步

激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供给活

力，高校院所要加快建立完善成果转

化内控制度体系，落实成果转化赋权

和免责机制。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支

撑，支持高校院所与科技成果转化专

业服务机构合作，提升技术转移和成

果转化能力。组建开放、专业化的成

果转化服务联盟平台，建设成果发

布、供需对接、转化指引、人员培训等

公共服务体系。

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机

制，设立支持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转化

应用的后续资助项目及项目承担单

位成果转化投入后补偿机制。鼓励

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等设立科技

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探索通过超额

收益让渡、风险补偿等机制，引导社

会资本投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创业。

强化精准管理，重点加强成果转

化政策落实落地。加强对成果转化

法规条例及政策落实情况的监测、检

查与督促，加快研究制定具体、明确、

可操作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配

套政策细则。

北京日志

说说，法治进步那些事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及终端下沉，

依托日益便捷的物流，收发快递已成为居民

日常生活中新“开门七件事”之一。然而，一

张小小的快递面单却引发个人信息泄漏的诸

多问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伟建议，多管

齐下推广快递隐私面单，提升个人信息保护

水平。

千亿快递件 八成在“裸奔”
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085亿件，

支撑网络零售额接近11万亿元；目前，我国

“快递进村”比例已超过80%，苏浙沪地区已

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我国农村地区去年

的收投快递包裹总量达370亿件，带动农产

品出村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进村超1.85万亿元

……多方数据显示，快递对于人们生活的介

入深度和影响强度都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接连出现的因快递导致个人隐

私泄露的问题，敲响了个人信息安全的警钟，

尤其是印有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的快

递面单被上传网络明码标价批量售卖，引发

消费者、快递用户的担忧。”据王伟代表介绍，

为了加强快递业中的信息安全管理，有关方

面推出了推广“快递隐私面单”的应对措施，

“早在2017年，多家企业就开始逐步推广各

自的隐私面单，由快递配送人员在终端进行

信息解码。不过，快递隐私面单推广效果有

限，经调研发现，为保护用户隐私而开发的快

递隐私面单，并没有得到大范围使用，超八成

快递个人信息仍在‘裸奔’。”

用户找不到 小哥不爱用
“在使用隐私面单的快递上，我们发现，

各家公司采取的方式不同。比如，顺丰使用

‘丰密运单’，对收件人、寄件人的地址、姓名、

号码等隐私进行双面隐藏，快递单上只能看

到相关编码；京东的隐私面单为‘微笑面单’，

收件人的姓名和手机号部分数字以‘ _̂̂ ’

（微笑）表情符号取代。”在调研中，王伟代表

发现，仅有少数快递公司使用了隐私面单，

而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消费者也“各

显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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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或者在收件人信息栏内随便填写一个姓名，

但这些办法，就个人隐私保护来说，效果十分

有限”。

快递隐私面单推广遇阻，原因是多方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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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上不同的快递企业，标准五花八门，隐址寄件

服务选项表达方法各不相同，用户甚至找不

到。”一方面，操作的不方便，成为消费者在使

用快递选择隐私面单时的障碍，同时，配送端

的不积极，也成为隐私面单推广的一大阻碍。

“主要是影响配送效率，快递小哥不爱

用。”原来，使用隐私面单后，快递员在进行

“最后一公里”配送时，需扫码才能读取包裹

的具体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一解码信息进行

配送，“不像直接明确标注信息，让快递小哥

一目了然，由此影响配送效率。”

技术要升级 责任需压实
对此，王伟代表建议，快递企业在推广隐

私面单的同时，要压实各方责任，持续加强内

部信息安全管理，多管齐下，提升个人信息保

护水平。

她建议，首先要落实好现有规章制度和

法律法规。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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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企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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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配送终端不积极的情况，王伟代表

建议，升级优化现有技术手段，用技术升级解

决影响配送效率的问题，简化信息解密流程，

让终端配送实现效率和安全的平衡。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