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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丢失件”被低价售卖？

“快递福袋2元包邮，家居、日用百货、饰品、文具上

面都有可能，买到就是赚到。”近日，记者以“福袋”“盲

盒”为关键词在“闲鱼”上检索发现，平台上有多名用户

发布有关商品，其发布的商品详情介绍图片上，有的能

清楚看到快递单号所对应的条形码及收件城市代码。

在浏览多个发布相似信息的用户页面后，记者发

现，卖家使用的照片雷同，包裹内的产品也几乎“口径”

一致。标价则分为两个区间，一个区间是商品价格在

0.1到1元，但邮费在8元到14元不等；另一个区间是商

品价格在1.99元到30元之间，买家无需额外支付快递

费用。

无论“快递盲盒”的价格多少，卖家们均在介绍中强

调：“随机盲盒，可开出美妆、食品、服饰鞋帽，全凭运气

但物超所值。”这也意味着，买家只需要支付十几元相当

于邮费的价格即可获得“物超所值”的“福袋包裹”；也有

买家许愿称，希望能买到苹果手机二代、最新款筋膜枪

等高价值商品。

那么，这些所谓的“幸运盒子”“快递盲盒”从哪来？

不少卖家表示，这些快递大多来自快递代收点或自营快

递站，由于快递信息不完整无法投递或长时间存放后依

旧无人签收，就成了无人认领的弃件，为给快递站腾出

空间才被放到网上售卖。

1.99元的“快递福袋”能买到什么

既然是“无人认领”的包裹，那这些号称绝对物超所

值的快递里，是否真的能开出令人惊喜的电子产品或者

珠宝玉器？近日，记者分别以1.99元和3.99元的价格在

“若只如初见96606”和“优乐美56”两位卖家手中购买

了2个快递“福袋”。

收到后，记者抱着“开奖”的心态拆开了两个包裹。

两个包裹中，一个是安卓数据线micro接头，另一个则

是10片没有外包装盒的芦荟滋润面膜。两件商品在淘

宝及拼多多上的最低售价，分别为0.98元及5元，并未

收到商品描述中的精美发饰或电子产品。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用户在卖家评价页面大呼上

当。一名来自广州的买家评论称：“体验很不好。”另一

名来自聊城市的买家颇为愤怒地表示：“不要买，骗钱

的！”

说法：很难买到“超值商品”

“这些所谓的无人认领的快递物件，只是一堆披着

快递盒子的批发物品罢了。”一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厂

家想要清理积压的货物，便想出一个利用消费者“爱贪

小便宜”的营销手段。

那么，这些所谓高价值的“无主快递”真的存在吗？

湖南省长沙市荷花园街道上天天快递揽收员童先生介

绍说，快递在揽收发出前会统一扫描，张贴在包裹上的

电子面单上会注明商品类别，有经验的快递员也能分辨

包裹内商品基本价值，“如果收件人发现贵重物品丢失，

会申请包裹赔付。因此，即便真是无人认领的快递包裹

被以盲盒名义进行销售，抽到手机、平板电脑的几率也

是微乎其微。”

规定：私自倒卖快件最高罚20万元

对于无主快递的处理方式，湖南省邮政管理局官网

对此有详细的解读：省级邮政企业应当安排专门的场地

对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邮件进行保管，经省级邮政企

业确认超过保管期限无人认领的，由省级邮政企业在省

级邮政管理机构的监督下销毁。

此外，我国《快递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有冒领、私自开拆、倒卖等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记者分别以1.99元及3.99元的价格购买两个“快递福袋”，收到一个安卓数据线

接头及10片面膜。

套路一：
冒充贷款中介诱导绑卡后盗取

据报道，近日，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网

络犯罪案件。被告人吴某在网络贷款群中将自己包装

成贷款中介人和贷款审核员与被害人沟通，谎称曾经在

网上成功申请小额贷款，以“亲身经历”与被害人交心。

待时机成熟，吴某再以核实微信是否为被害人本人

使用，或出于审核当日资金安全、需要互发红包通过测

试等为由，将自己的微信与被害人微信中的“亲属卡”进

行绑定。绑定过程很简单，吴某赠送给被害人“亲属

卡”，“亲属卡”虽标有额度但并不能完成支付，之后吴某

会迅速向被害人发信息索要同等金额的“亲属卡”，被害

人按照指令完成绑定。

在通过所谓的“视频审核”后，吴某以需要证明被害

人有还款能力为由，诱骗被害人往微信账户转入现金，

继而用其一个手机微信号扫其另一个手机微信号的收

款码，将被害人账户内的现金转入吴某的微信账户内。

2020年6月5日，黄埔区检察院向黄埔区法院提起

公诉。同月24日，黄埔区法院认定被告人犯盗窃罪，判

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 8 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套路二：
利用“亲属卡”套现后拉黑被害人

据山西怀仁网警消息，一男子来到李老板的店里以

换取现金为由，请求通过微信钱包向李老板发送一张

1340元限额的“亲属卡”，再由李老板支付其1340元现

金。热心肠的李老板一口答应。

微信显示收到“亲属卡”后，李老板支付该男子相

应现金，该男子随即离开。不久，李老板微信收到该男

子解绑“亲属卡”的通知，再联系对方，发现自己已被

拉黑。

警方表示，“亲属卡”的唯一功能，就是“帮人代付”，

最高额度为每月3000元。早在“亲属卡”刚推出时，就

有人利用大多数人不熟悉此功能的特性，直接拿着手机

上门“套现”。

套路三：
用“亲属卡”当押金遭多次微信消费

据珠海公安消息，近期，江苏南京市民杨女士在网

上发布了一条房屋出租信息，几天后男子张某主动联系

她，称打算将这套房子租下，并当即通过微信“亲属卡”

转了3000元作为押金。

没多久，张某就“反悔”了，以“亲属卡”不好用为由

让杨女士退还押金。在他的要求下，杨女士也回赠了对

方一张额度为3000元的“亲属卡”作为押金退还。

令杨女士没想到的是，“亲属卡”刚赠完，手机上就

陆续出现了多条消费提醒，再联系张某时发现自己已被

拉黑，随即报警。

其实，张某送的“亲属卡”只是一个“额度”，需要消

费支付才有用，如果张某的微信支付账户没有钱，相当

于一个“没钱的钱包”，杨女士是无法使用的。而杨女士

回赠的“亲属卡”，绑定的是她有存款的微信支付账户，

相当于“有钱的钱包”，张某可以在3000元额度以内随

便消费。张某正是利用这个小漏洞，对杨女士进行

诈骗。

体验：
可绑定任意好友 无需亲属关系

微信“亲属卡”是微信推出的一种代付功能，简单说

就是父母子女消费你来买单，代付方可以设置额度，每

张卡每月额度0.01元至3000元，一共可以开4张。

在使用“亲属卡”消费时，消费资金将自动从代付的

支付账户扣除。系统将根据代付方的使用习惯推荐优

先扣款方式，如优先扣款方式失败，将按顺序尝试使用

其他支付方式完成扣款。不过，用户可在微信里赠送

“亲属卡”给任意好友作消费使用，是否是父母、子女等

亲属，微信方面仅作相应提示，并不具体追究。

记者体验发现，进入“亲属卡”界面，系统将提示用户

选择父亲、母亲或子女作为赠予人，不过此时用户可随意

选择一名好友绑定。随后，将设置每月消费上限，并输入

密码，发送至对方，对方领取后，“亲属卡”便生效。

当“亲属卡”生效后，领取人在使用额度内任意微信

支付时，无需再次向对方验证，即可直接划扣额度。付

款成功后，对方会收到一条“扣款凭证”，显示交易用户、

交易场景和扣款金额。

警方：遇新事物先弄清功能
给他人发卡要谨慎

近日，微信支付在官微提示称，“亲属卡”开给亲人肯定

不会被骗，记住：假装熟人和亲戚，这种好友不要加。生人

求赠“亲属卡”，不收不赠不随他。只有父母和子女，才能开

卡把钱花。微信支付表示，“亲属卡”里的金额显示的是消

费额度，而不是到账资金，只能用于消费，不能转账，更不能

提现。“亲属卡”领取后，赠卡方和领卡方都可以随时解绑。

警方表示，微信推出“亲属卡”功能本来是出于便捷

支付的目的，但却被犯罪分子作为犯罪工具用于实施网

络犯罪。发送“亲属卡”给他人，等同默认对方从自己的

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中自动扣费。因此，给他人发

送“亲属卡”时一定要谨慎。对于不熟悉的新鲜事物，一

定要先弄清楚再使用。

显示消费额度并非到账资金 不能转账或提现

微信“亲属卡”诈骗频发 警方：谨慎发卡
《北京青年报》温婧

日前，全国各地有不少用户因被诱导绑定微信“亲属卡”，而被骗走微信余额甚至绑定的银行卡内财产。

对此微信提示，生人求赠“亲属卡”，不收不赠不随他。警方提示，微信推出“亲属卡”功能初衷是方便支付，但

有可能被犯罪分子作为犯罪工具用于实施网络犯罪，请广大微信用户给他人发送“亲属卡”时一定要谨慎。

超值福袋？无主快递变身低价“盲盒”
调查：里面物品大多并不值钱 规定：私自倒卖快件最高罚20万
《三湘都市报》黄亚苹 丁子琦 王玉琼

只需花1.99元，就可以买到精美发饰甚至手机、珠宝玉器等“物超所值”的商品，这

样的好事你心动吗？

近日，多个以“无主福袋”“幸运盒子”为关键词的商品，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出

现，有的卖家在商品描述中写道，“包裹里有小吃零食、护肤品、衣服等，绝对物超所值”；

有的则打出了“超值神秘福袋包裹”“几块钱买惊喜”等宣传语。

售卖“无主快递”合法吗？消费者真能买到物超所值的“盲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