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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团购盛行，已引发各界对餐饮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担忧。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
同发展中心研究员莫远明表示，低价竞争貌
似可以实现商家和消费者双赢，最终结果却
可能是商家和消费者“双输”。

“低价导致商家利润降低，也导致消费
者吃上廉价无品质保障的‘大餐’，最终吃了
个寂寞。”莫远明说，低价团购愈演愈烈，可
能带来不正当竞争，食品安全隐患也将日益
显现。“所有的餐饮赛道都走向高度内卷化
的充分竞争，最后只能拼效率和价格，未来
餐饮将走进微利时代。”番茄资本创始人卿
永曾说。

低价纵然能够为餐馆带来流量，但流量
难成存量，也基本产生不了利润。营销专家
刘润认为，低价格从来都不是竞争优势，低
成本才是。

重庆味海预制菜公司董事长唐枭桐认
为，餐饮业应尽快引入数字化技术，提升供
应链的速度和效能。可以简化供应链的节
点与链条，尽可能缩短供应链长度，从而直
接降低成本。

张载荣表示，针对低价团餐反映出的问
题，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根据核
查情况和投诉举报，对团餐商家存在的虚构
原价打折、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和价格违
法行为开展调查，依法予以查处，切实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工人日报）

7 月 9 日，“淮北市摄影家协
会”公号发布推文称，协会顾问张秉
政2023年6月摄影作品《运河魅影》
六幅入展杭州中国大运河摄影联盟

“运河中国”大展。
“虚焦、过曝的摄影作品也能获

奖？”相关质疑引发舆论关注。7月
11日上午，“运河中国”影像大展主
办单位之一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
人 员 回 应 上 游 新 闻（报 料 邮 箱
baoliaosy@163.com）记者称：“这
是经评委投票评选出来的。艺术的
东西，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不理解
作品，很正常。”工作人员强调：“慢
慢理解吧，这都是个人创作的自
由。”

此前，张秉政回应媒体表示，这
组照片是自己所拍，他想要用这种
方法表现运河流动、朦胧和模糊的
美。对广大网友提出的问题，他会
虚心接受。他觉得能引起热议也是
对运河文化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

他的作品是展览的很小一部分，自
己主要想把运河文化传播出去。

今年1月 31日，中国摄影家协
会官网发布“运河中国”影像大展
及文献征集启事。5月4日，“中国
摄影出版社”公号发布了题为“公
示Ⅰ‘运河中国’影像大展及文献征
集拟入选作品”的推文，张秉政《运
河魅影》的上述六幅作品位列其
中。当时的公示称：“截至2023年3
月31日，‘运河中国’影像大展及文
献征集共收到有效来稿11896 件，
其中静态影像11955 件，动态视频
51个。”

公开资料显示，张秉政，男，安
徽宿州人，曾任淮北师范大学原学
报主编兼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
授，系中国高教摄影专业委员会理
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淮北市摄
影家协会顾问。他长期关注隋唐大
运河历史文化，曾出版《运河·中国》
等学术作品。张秉政此次参加的“运

河中国”影像大展举办时间为6月15
日-7月31日，汇集了全国各地摄影
家关于大运河的摄影作品300多幅

（组），共分为两个主题进行展览。
（上游新闻 图片来自“淮北市

摄影家协会”公号）

餐饮圈掀起低价团购热潮，但消费者抱怨、商家叫苦——

低价团购“大餐”到底便宜了谁？
“2～3人餐只要88元，赶紧囤票了，‘艾特’你的饭搭子去打卡吧”“重庆老火锅团购！原价278元，荤6素4抖音团购

价只需168元……”近期，各网络平台上涌现出低价团购“大餐”热，满屏低价令不少网友为之心动。
低价团购营销宣传五花八门，有的突出食材昂贵，有的主打菜品精致，还有的强调高档用餐环境。但各种“大餐”都

有一个共同点——价格便宜，甚至出现了“100元7斤小龙虾”“1元吃甜品”“99元吃8个菜”之类的低价套餐。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消费者对于低价团购品质服务缩水、存在隐性消费门槛等投诉质疑频出；不少餐饮从业者则抱

怨夸张的低价团购带来了恶性竞争。那么，低价团购的“大餐”到底便宜了谁？

“今后再也不去团餐了！”家住重庆渝
北区的刘女士愤愤不平地说。7月9日，她
通过网络平台花138元购买了某餐厅原价
492元的超值套餐，“当大家欣喜地来到餐
厅准备消费的时候，却被告知团购券不能
正常使用，商家的理由是超过了当天的接
待能力。”

在某团购网的商品页面，记者看到了
一个“19元买价值68元自助餐”的活动，商
品描述为：60多种菜品，无限制任意吃，包
括现场煎制酱汁牛排、纯正日式寿司、意大
利比萨等。可团购过该商品的网友“今晚
吃火锅”表示，进了餐厅就后悔不已，“里面
除了鸡翅膀就是鸡脚，感觉像是路边大排
档。”

一名外地来渝的游客，前不久团购了
某餐厅的3～4人餐。“当时是冲着图片上
的店面环境去的，去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
图片上的店，而是另外一家店，我强烈要求
平台退款。”该游客说。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低价团购“大餐”
看上去很诱人，但类似的商家拒单、名不副
实等问题却受到不少消费的吐槽。还有消
费者反映，一些团购的“爆款”餐厅上菜慢、
分量少、质量差，服务严重缩水。

重庆渝中区市场监管局解放碑所所长
张载荣表示，网络团购具有价格优势，但也
存在一些弊端，如团购信息难辨真伪，售后
服务得不到保障，容易出现纠纷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6月是低价团购兴
起的一个重要节点。疫情期间积压的消
费需求逐渐被消化，同时餐饮业还没有跟
上暑期消费热的节奏。“不管是为了求生
存还是保增长，超低价团购在各个餐饮业
态中蔓延，害苦了餐饮人，也扰乱了市场
秩序。”

“我们其实也挺无奈的，但不做不
行！”重庆秦妈餐饮集团总裁李杰表示，如
今是线上营销时代，很多平台基于线上流
量的逻辑，会将优惠、低价团购作为品牌
展露的权重项。如果餐饮商家不上线类
似的低价团购产品，便得不到优先推荐和
露出，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

团购的本意是将零售变成批发的薄
利多销，给品牌更多向用户展示、让用户
到店体验的机会，整体的引流属性大于交
易属性。而如今，团购的价格越来越夸
张。各平台不断涌现出“新低”，以往低价
套餐常见5折、6折，现在已经低至3折、2
折、1折，可谓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新增
超202.2万家餐饮经营主体，餐饮业的新
店越开越多，一大批跨界而来的参与者不
断涌入。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当周边餐饮
店或者同类竞品用低价团购活动抢客时，
很多餐饮商家也会被裹挟，不得不跟进上
线低价团购产品来稳住客流，陷入“不降
价影响生意，降价影响利润”的两难境地。

“教授虚焦过曝照片入围摄影展”后续——

中国摄影家协会：慢慢理解吧，这是创作自由

团餐缘何广被吐槽 低价横行逼迫餐饮品牌跟进 餐企如何“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