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网络餐饮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外卖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网络餐饮平台一头

连 接 千 千 万 万 的 商 家 ，一 头 连 接 亿 万 消 费

者。据统计，截至 2022 年底，国内外卖用户已

达 5.2 亿，网络餐饮平台成为制止餐饮浪费的

重要环节。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发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动作

用 有效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充分发挥平台企业

引领带动作用，防范外卖食品浪费，促进网络

餐饮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记者采访发现，外

卖食品浪费现象已经引起多方重视，一些新

的做法正在显现效果。

满减凑单、菜量不明、
口味不佳等原因造成外卖
食品浪费

7 月 14 日中午，烈日高照，北京市朝阳区

光华路的写字楼前，外卖骑手进进出出。“工

作日午餐高峰集中在 11 点至 13 点，这条街写

字楼集中，订单量挺大，有时候可以一次接到

一栋楼里的三四单。”外卖骑手周东林说。

“ 满 30 减 8，满 50 减 15，满 100 减 25，膨

胀券最高至 20 元，新用户立减 1 元，折扣商

品 0.35 折起……”11 点左右，在光华路一栋

写字楼工作的于涵开始在外卖平台上选择

午餐，随意点开一家餐馆便能看见诸多优惠

促销信息。

“小炒菜花、麻辣鸭血和一碗米饭一共

29.76 元，凑不上‘30 元减 8 元’，感觉亏了。再

加一碗米饭，只需支付 23.76 元，反而便宜 6
元。”尽管知道自己吃不下两碗米饭，但于涵

还是选择多买了一碗米饭“凑单”。“现在天气

太热，多买的米饭其实没办法带回家晚上吃，

只能扔掉。”

今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全国

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制止餐饮浪

费专项行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

全总监王铁汉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在调研外

卖食品浪费问题时发现，很多消费者在点餐

时会多选几份米饭、馒头等单价比较低的商

品，以参加满减凑单活动，或者凑单达到送餐

门槛减免配送费，往往因此造成餐饮浪费。

外 卖 菜 量 标 识 不 明 也 是 造 成 超 量 点 餐

的原因之一。“豆花牛肉、芝士年糕和米饭，

约 1500 克。”正在挑选外卖的辽宁省沈阳市

大东区居民温容宁说，“我一个女生，看到重

达 3 斤的单人套餐肯定不会下单，否则一定

浪费。但是很多外卖菜品并没有菜量提示，

就 容 易 点 多 。”记 者 采 访 时 ，不 少 消 费 者 反

映，线下点餐时，服务员往往会根据人数给

出菜量提示，消费者也可以向服务员详细询

问分量、口味等细节，有助于适量点餐。但

点外卖时，消费者看不到实物，仅通过菜品

照片难以估计菜量。

记者浏览多家外卖平台，发现大多数餐

厅在菜品说明中没有标识原料、分量或标识

不全，大部分“一人份”“双人套餐”也没有标

注菜品具体分量，消费者很难根据个人需要

进行评估选择。“虽然不想浪费食物，但有时

为了防止不够吃，特别是有朋友一起点餐吃

饭的时候，还是会倾向于宁多不少，最后就剩

下了。”温容宁说。

此外，因口味不佳、包装破损等原因导致

的外卖食品浪费现象也比较常见。天津市红

桥区居民沈俊杰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在下班

回家的路上点外卖作为晚餐。“就拿今天来

说，路上堵车，回家的时候外卖已经放在门口

有一段时间了，炸土豆口感很差，确实没怎么

吃就扔了。”沈俊杰坦言，“有一次送来的奶茶

只剩大半杯，应该是路上洒了，而且密封口已

经被动过，我就不想喝了。”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表

示，餐饮业主动拥抱互联网、加速数字化，提

供更加便捷的外卖服务，有利于促进行业发

展，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但同时网络餐饮浪

费现象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避免浪费。

提醒适量点餐、推荐
“小份菜”、优化促销机制
等，平台发力事半功倍

“我经常点的面筋最近推出了小份菜，一

个人吃刚刚好。以前一个人不敢点的鱼头泡

饼、北京烤鸭，最近也有‘点小份饭，一起光

盘’的活动，‘一人食’套餐菜品搭配得很不

错。”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街道居民陈佳说，

“过去只有适量点餐的提醒，现在给适量点餐

提供了更多的‘小份’选择。”

针对消费者反映比较多的“满减凑单”机

制，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积极推动外卖平台企业

优化促销机制。比如在点餐订单“满减凑单”

页面，主食类餐品替换为可长期保存的鸭蛋、

咸菜等预包装小食品，有效避免食物浪费。

这些外卖平台的点滴变化，已经取得一

定成效，有助于推动消费者形成文明消费、

按需点餐、珍惜粮食的意识，推动餐饮企业

选择节约适度、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的生产

经营模式。

抓住平台这个“牛鼻子”，防范外卖食品

浪费事半功倍。“监管中，我们发现要充分发

挥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网监司司长庞锦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指

导网络餐饮平台在点餐、提交订单、完成订单

等环节全流程设置适量点餐提醒，进一步加

强对消费者的引导。积极优化餐品供给结

构，设置“小份菜”专区大力推广小份饭菜。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为参与“小份菜”“小

份饭”供应的商户提供流量支持，对消费者下

单购买“小份菜”“小份饭”等绿色消费行为给

予鼓励性补贴。截至目前，美团、饿了么共销

售“小份菜”11.99 亿份。

记者调研发现，外卖平台一个小小的机

制可以发挥巨大的引导作用。比如，某外卖

平台 2017 年上线让消费者自主选择“需要餐

具”或“无需餐具”的功能，截至今年 4 月，已有

超过 3.27 亿用户使用过“无需餐具”功能，累

计减碳超过 15 万吨。

但如果机制引导不当，负面效果也会通

过平台成倍放大。比如“满减凑单”机制，虽

然正在不断优化，但仍有消费者因此超量点

餐，造成浪费。

专家建议，防范外卖食品浪费必须压实

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应对外卖平台加强监督

引导力度，让其更好地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了网络餐饮平台反食品浪

费的法定义务。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从

优化餐品供给结构、优化餐品信息展示、强化

全流程消费提醒、优化平台规则协议等方面

提出 10 项举措，督促头部平台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加强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的引导，推动建

立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长效机制。“我们将进

一步发挥平台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推动形成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促进网络餐

饮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庞锦表示。

餐饮企业、社会组织、
消费者多方共同努力，形
成网络餐饮新风尚

“过去点烤鸭，都是要一套或者半套。但

我们发现外卖用户单人点餐的很多，因此增

设了‘一人食’烤鸭。”全聚德集团公司餐饮运

营中心总经理王晓珊告诉记者，烤鸭是企业

的核心产品，为此专门开发了“一人食”烤鸭

套餐，配料的分量也经过精心设计，让点餐客

人既能享用烤鸭美食，又避免了浪费。

王晓珊介绍，企业在外卖平台上还增设

了价格较低、容易保存的凑单小食。“这样根

据平台规则，顾客既能够享受满减优惠又不

必多点菜品，以免造成浪费。”

餐饮企业做外卖还要多花心思，避免将

线下模式直接照搬到线上。王晓珊说：“近期

我们对线上外卖产品进行梳理调整，下架了

部分性价比不高、配送影响口感的菜品，上架

多款精品菜肴。通过提升菜品品质，给消费

者更好用餐体验，也能减少食品浪费。”

防 范 外 卖 食 品 浪 费 ，餐 饮 企 业 责 任 重

大。王铁汉介绍，监管部门围绕落实商户主

体责任，紧盯突出问题，严格管理要求。督促

餐饮服务经营者全面落实反浪费制度措施，

自觉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纳入生产经营全

过程。倡导合理调整菜品分量、规格，推出

“小份菜”“半份菜”；优化反浪费提醒提示；向

消费者主动提供打包服务，倡导使用可降解

打包、外卖餐盒餐具，并推动制定《餐饮业反

食品浪费管理通则》等国家标准。

防范外卖食品浪费，还需要社会组织、消

费者等多方共同努力。今年初，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

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

发出联合倡议，倡导要从落实主体责任、增强

自律意识、引导合理点餐、优化供餐方式、践

行光盘行动等多方面入手，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培养节约习惯。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制止餐饮浪费，不可

能毕其功于一役。监管部门、订餐平台、餐饮

企业、社会组织、广大消费者应共同努力，从身

边小事做起，从节约一碗饭做起，从“小切口”

做出大文章，共同防范外卖食品浪费，打好厉

行节约“持久战”，形成网络餐饮新风尚。

压实平台责任 优化促销机制 强化监管指导

多方共治防止外卖食品浪费
本报记者 林丽鹂

“现在出门，感觉比以前方便多了。今年

我还和老伴儿去照相馆补拍了结婚照，圆了

多年心愿。”家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2 号院的市民王先生 60 多岁，因为腿脚不方

便，出门需要坐轮椅。随着郑州市城市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推进，王先生可以独立下楼、外

出办事，越来越喜欢出门了。

在濮阳市，大街小巷的盲道有专人养护；

城区大型公园广场添了加宽坡道，轮椅穿行

不愁；热闹的商超也用坡道代替台阶，还加了

“爱心铃”“帮扶链”……无障碍“微改造”为特

殊群体带来许多便利。

近年来，河南省通过试点引领带动，无障

碍环境明显改善。2021 年 6 月，河南省住建

厅联合省民政厅、卫健委、通信管理局、残联

等五部门下发《河南省无障碍环境市县建设

实施方案》，在全省启动了试点先行、分批推

进、全域启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大力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专业水平。

聚焦“怎么建”，河南省坚持突出重点，形

成 工 作 合 力 ，不 断 升 级 完 善 无 障 碍 设 施 环

境。以郑州市中牟县为例，以城市更新为契

机，当地重点提升城乡道路、公共场所无障碍

设施覆盖率，加快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建设

速度。目前，中牟县城区连接各乡镇的主干

道基本实现了道路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城市

公厕、公园游园及银行等无障碍改造率达到

100%。同时依托老旧小区改造，推动无障碍

设施改造逐步向社区和住户延伸。

“软处”服务彰显城市温度。走进濮阳

市图书馆新馆，残障人士、老年人专属通道

标识醒目，还有免费租借的爱心轮椅，通过

缓坡和直梯，轮椅可以在馆里自由通行。“残

疾人阅览室里的工具也不少。不方便看的，

咱用机器放大给他们看、读给他们听；不能

看的，还有不同系列的盲文书籍供他们读。”

濮阳市图书馆副馆长刘若瑾告诉记者，图书

馆 引 进 一 键 式 智 能 阅 读 机 、盲 人 电 脑 等 设

备，尽力为所有读者创造一个适宜的阅读环

境。类似的服务，在濮阳市大小文化馆、纪

念馆也屡见不鲜。

“量身订制”进门入户。在驻马店市驿城

区胡庙乡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低位扶

手处处可见。腿脚不便的张大爷说：“原先很

多简单的事情，比如拿个茶杯都需要别人帮

忙，有了这些设施，很多事情都能自己干了。”

濮阳市根据不同家庭环境和残疾人实际需

求，提供改造项目菜单和匹配的辅具，目前已

经实现城区“三类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设施全覆盖。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考验着城市之治

的“绣花功夫”。截至目前，河南省共完成新

建 和 改 造 城 市 道 路 337 条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3460 座、福利及特殊服务建筑 4744 座，完成

社区适老化改造 1270 处、家庭无障碍改造 3.3
万户，累计完成无障碍建设投资 5.1 亿元。

“近年来，河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基本解

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今后仍需持续加大工

作力度，进一步解决‘好不好’问题。”河南省

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河南将继续

推进城市道路、居住社区、公共设施等无障碍

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加强无障碍设施工

程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积极引入残疾人、老年

人等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参与体验评价，推

动全省无障碍环境高质量建设，打造安全便

捷、健康舒适、多元包容的无障碍环境。

河南省有序开展城市无障碍“微改造”
本报记者 朱佩娴

停 车 场 缴 费 时 要 先 关 注 公 众

号 才 能 接 着 付 费 、饭 店 点 餐 时 要

先关注公众号才能继续下单……

如 今 ，扫 码 支 付 代 替 人 工 服 务 成

为一种常见做法，但这种本该“提

高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

却因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

众号缴费、被迫授权个人信息、日

常 频 繁 推 送 广 告 等 情 况 的 出 现 ，

给 不 少 消 费 者 带 来 困 扰 。 前 不

久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宣 布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开 展“ 反 对 强 制 关 注 公 众

号”消费监督工作，受到消费者的

广泛好评。

强 制 关 注 公 众 号 、强 制 要 求

使 用 某 些 小 程 序 ，这 些“ 霸 王 式 ”

扫码乱象本质上侵犯了消费者的

自 主 选 择 权 、公 平 交 易 权 等 合 法

权 益 。 更 严 重 的 是 ，“ 强 制 扫 码 ”

将给消费者带来各种风险。从小

的 烦 恼 来 说 ，消 费 者 会 因 此 收 到

商 家 公 众 号 发 送 的 广 告 推 文 、优

惠 促 销 等 营 销 信 息 ，导 致 信 息 冗

余；从大的潜在伤害来说，消费者

的 性 别 、手 机 号 、生 日 甚 至 身 份 证 等 个 人 信 息 被 商 家 索

取后，有可能流落到第三方平台，埋下个人信息被“多次

倒卖”的隐患。因此，“强制扫码”并非小事，亟待相关部

门、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的协同配合、联合发力，实现从治

标到治本的有效治理。

事实上，对于此类侵权行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早已

明令禁止。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规定：“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应当规范公众账

号推荐订阅关注机制……未经互联网用户同意，不得以任

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订阅关注其他用户公众账号。”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也都有明确规

定。一些部门也对互联网营销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范，比

如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经营主体设置“一键关闭”，

以保护用户免遭弹窗骚扰。相关部门应以更强有力的监

管举措，将这些法律法规落实落细，有力防范个人信息泄

露，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从专项治理存量违法行为来说，主管部门应加强协

作，健全体制机制，提升执法效能，打出约谈、罚款、整改

等组合拳，切实提高不法商家的违法成本。比如，网信、

工信等部门可以探索建立健全微信公众号及二维码的使

用标准和规范制度，同时联合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建立

联合执法机制，严格落实二维码使用识别标准，禁止公众

号平台强制收集用户信息，以长效机制护航消费者个人

信息安全。

我们看到，一些社会监督力量已行动起来。此前，北

京、上海、江苏、深圳等地消协组织已经就“扫码强制关注

使用”发声，通过发布倡议、组织经营者进行自律承诺、开

展专项消费监督等维权工作，呼吁商场、餐厅、停车场等商

家在扫码缴费过程中不强制关注公众号、不过度索取个人

信息。此次中消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监督工作，力度更

大，分量更重，让人们对治理结果有了更多期待。

互联网时代，经营者开展数字化服务是大势所趋，但

绝不能以牺牲消费者权利为前提。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

形势下，任何企业的任何商业行为，更要守牢法律底线，

坚持科技向善，尊重消费者意愿，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才能实现健康持久发展。期望社会各界齐心协同共治，

早日杜绝“霸王式”扫码乱象，为消费者创造安心、清朗的

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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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扫码”并非小事，
亟待相关部门、机构以及社
会组织的协同配合、联合发
力，实现从治标到治本的有
效治理

盛夏到来，持续高温，雨水变多。夏季天气会给新能源

汽车带来什么影响？使用新能源汽车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最重要的是充电安全问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电池与新能源储能产业研究室主任王曦表示，应尽

量避免在高温状态下给车充电，这会导致电池过热，容易减

少电池寿命并发生意外。当雷雨天气时，也不建议露天对

车辆进行充电。

由于新能源汽车构造的特殊性，夏季应尽量选择遮阳或

通风良好的位置停放汽车，避免在烈日下长期暴晒，这样做

更有利于电池等设备的散热和降温。也要尽量避免车辆在

低电量（剩余电量小于 20%）状态下长时间停放，电池组长期

在高温条件下搁置更容易触发自放电现象。专家建议，如果

夏季长时间不用车，应在 30%—50%荷电状态下存放为宜。

夏季雨水多发，雨水当中的复杂成分可能对电机、电池

壳体、车身等金属部件造成一定的腐蚀性，涉水行驶时容易

出现绝缘故障，应尽量避免涉水行驶，若行车经过积水路

段，要提前确认水深，以防车辆进水造成漏电危险。此外，

新能源汽车也要注意预防所有汽车都会出现的夏季“高温

病”。如夏季环境温度高，容易造成胎压升高，长途或高速

行驶后容易引起爆胎，车主可以适当降低车辆的胎压。为

预防车辆自燃，还要避免在车内放置打火机、充电宝、碳酸

饮料、车载香水等物品。

新能源汽车夏季使用常识
本报记者 刘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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