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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多个闹钟抢“剩菜”消费者

“自从用19.9元‘开’出正价50多元的面包，我已经没有原价购买的动力了。”

近日，“剩菜盲盒”在部分城市悄然兴起。原价100多元的寿司、30多元的中式面点熟食、20多元的咖啡

等，均可以原价的1/3甚至1/4买到，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蹲点”抢购。

“618”将至，各大电商平台已经开始
了各种促销活动。最近，不少网友对多个
购物平台新推出的“顺手买一件”功能提
出质疑，称以“优惠价”加购的商品其实并
不优惠，甚至定价高于直接购买价格。还
有消费者反映，“顺手买一件”的商品还存
在质量差、缺斤少两等问题。

近日，多个电商平台推出类似“顺手
买一件”的功能，购买商品结账页面最下
方会出现一件推荐商品，用户可以直接勾
选后一起付款。记者测试发现，这件被推
荐的商品比较随机，且无法查看具体商品
详情。

打开某购物平台，记者随机挑选了食
品、服饰、家居用品等不同品种的商品并
下单，结算页面均出现了“顺手买一件”的
推荐。其中有化妆品小样、美妆代购商
品、零食等，每次推荐的商品都不一样。
这些“顺手买一件”的商品虽与选购产品
没有关联，但均是记者测试账号平时经常
浏览的内容，这一推荐机制，让消费者很
容易“顺手下单”。

不过令消费者不满的是，“顺手买一
件”的产品无法查看商品详情，导致消费
者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购物。结算页面
只显示了商品的店铺和顺手价，除非是下
单购买或退出付款页面去搜索这些产品
才可以查看原价及其详细介绍。“顺手买
一件里的商品，点击图片或者商品名称，
都无法跳转到商品的具体信息。”消费者
小米说。

不少消费者认为“顺手买一件”的价
格应该更优惠，但实际上，很多商品的定
价普遍高于直接购买价。比如某款100
毫升玻尿酸补水喷雾顺手价18.9元，直接
购买价仅需14.9元；一盒蛋白质巧克力顺
手价15.9元，比原价高出6元。

实际上，“顺手买一件”的商品还存在
以次充好、临期食品、缺斤短两等问题。

有顺手购买过补水喷雾的消费者评
价表示“劣质产品”“过敏”“有股味道”；有
顺手购买过蛋白质巧克力的消费者评价
说“不划算”“保质期只剩一小半”；有顺手
购买过封面标注一大袋大米的消费者表
示“到手只有7两”。

还有用户表示，顺手买一件的商品质
量差，还难以维权。“顺手下单买了自行车
锁，结果质量很差，只有密码没有钥匙，锁
坏了都没有备用的钥匙能打开。我去问客
服，被推三阻四，维权太难了。”最终，该消
费者认为，这个价格为10元的小车锁，退
货产生的运费可能都高于原价，只好作罢。

对于电商平台的“顺手买一件”存在
的诸多问题，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曹磊表示：“顺手买一件”推荐的商品不
让消费者查看价格和详情，涉嫌侵害消费
者知情权，应该督促整改。该功能虽然有
利于商品推广，但平台的销售规则还不够
完善，平台需要倾听消费者的心声，完善
内容。“顺手买一件”一般都是低价商品，
如果暗藏假冒伪劣商品，对于平台和消费
者来说都不公平，甚至会造成“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 （北京青年报）

17.9元解决三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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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价不优惠

维权难、体验差

北京西城区一家连锁店的北京西城区一家连锁店的““剩菜盲盒剩菜盲盒””产品产品。。

目前，消费者对“剩菜盲盒”
持有不同看法。有网友表示，这
种方式帮助商家避免了食物浪
费，同时让消费者得到优惠，是一
件双赢的好事；也有网友表示，每
家店的“剩菜盲盒”质量良莠不
齐，有的店产品物超所值，有的店
产品数量和质量均无法保障。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
副会长、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对记者表示，部分“面包盲盒”和

“剩菜盲盒”使用的是临期食品，
可能某些食品的细菌数量不好把

控，因此有一定食品安全风险。
“此外，在销售过程中，食品

的储存环境是常温还是低温？销
售时间段有多长，是否会超期销
售？这些都让盲盒食品有着诸多
不确定因素。”朱丹蓬说。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目前已施
行2年有余。今年3月以来，各地
市场监管系统启动为期3个月的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其间，
各地餐饮企业积极参与，全力遏
制餐饮浪费。如此看来，“剩菜盲
盒”的兴起，确实踩上了“反浪费”

的风口。
“不是所有的食品都适合以

‘盲盒’形式出售。比如面食、快
餐等，很容易因储存、包装、标注
不当引发质量问题。”艾媒咨询集
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剩菜盲盒”
作为解决临期食品的促销活动，
对减少食品浪费，不失为一种有
益的尝试，但其一切的前提应在
食品安全的规制内。

低价的“剩菜盲盒”，你会买
吗？ （中新）

“目前参与这项活动的商家
并不多。”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家连
锁寿司店的店长对记者表示，卖1
单“剩菜盲盒”至少亏损10元。

该店长表示，除了“剩菜盲
盒”的活动，店里每晚也会不定
时推出优惠活动，一般周一至周
四晚 8∶40 左右会开始买一赠
一，3盒以上5折优惠。“这种到
店促销开始的时间会比‘盲盒’
规定的取货时间早，而且效果也
不错。‘盲盒’产品由于亏损更

多，我们每天会控制产品数量，
不同的产品组合一天总共只会
上架七八个。”

北京海淀区的一家烘焙连锁
店店员也表示，会根据当天上货
以及售卖的情况决定当天推出

“盲盒”的数量，平均每天上架3至
4个盲盒产品，并标注好价格区
间。但具体产品由店里配好，消
费者不能自选，且优先配备更临
近保质期的产品。

记者注意到，“剩菜盲盒”产

品目前主要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上线，且入驻商铺有限，各个城市
上线这类产品的多为成立不久的
小微企业。其中，“惜食魔法袋”
覆盖的城市较多，包括北京、上
海、重庆、南京、昆山等，“米粒盒
子”和“八点以后”则主打成都地
区，“趣小袋”主打上海地区。据
天眼查APP，这几家小程序所属
的公司，最早的一家成立于2019
年，注册资本最多的一家为500
万元。

“17.9元能买到门店总价40
多元的3个不同种类的面包，我饭
量比较小，每天早餐一个面包加
牛奶，相当于用十多块钱解决了
三顿早餐。”身在北京的橙子(化
名)对记者表示，自己尝试在小程
序上抢购“剩菜盲盒”没多久，但
已经有些迷上这种类似买彩票的
惊喜感。

“我会在小程序里设置好
‘订阅’按钮并提前1分钟等着，
店铺上新了就开抢，具体买到什
么取货的那一刻才知道。”橙子
说。她表示，根据自己的购买经

历，这些微信小程序上的“剩菜
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剩饭，
而是商店打烊前未售完的食物，
商家根据剩余情况随机搭配出
售给消费者。

记者在一款小程序上随机选
择了一家店铺，以19.9元的价格
购买了一份寿司盲盒，支付后订
单显示取货时间为当天晚上9点
至10点。页面还附有提示：下单
后10分钟可取消订单。

记者注意到，中午11∶30左
右，这家店铺39.9元的套餐仅剩1
份，19.9元的套餐仅剩3份。当晚

到店出示取餐码后，记者拿到3盒
寿司，原标价分别为29元、15元、
9.9元，共计53.9元。

“手速慢了可能秒没，我会提
前研究每家店更新库存的时间。”
在四川工作的周小姐对记者表
示，为了抢到心仪店铺的“剩菜盲
盒”，她一天会定2到3个不同时
间段的闹钟。“我经常去的那家轻
食店最近的‘盲盒’中午11∶40左
右就被抢完了，比较喜欢的一家
面包店一般下午2点更新库存。”
周小姐翻了翻自己手机中的闹钟
备注说。

卖1单亏10元商家

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