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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食品花样多

今年 57 岁的田女士是一名退休教
师，她从网上购买食材已经好几年了。

“我家小区附近没有菜市场，离超市也比
较远，买生鲜食品很不方便。后来看到
小区业主群里有人用‘京东到家’买
菜，可以把几公里外超市里的商品在 1
小时以内送到家里，也不贵，就开始从
网上买了。”除了便捷以外，网购食品也
是一些人的无奈之举。28 岁的小高是一
名程序员，他几乎每天都是晚上 10时多
才能到家，“我在北京一个人租房住，下
班回家已经精疲力尽了，根本懒得做
饭，而且一个人的饭也很难做。外卖虽
然贵一点，好歹是现做的，比那些方便
食品健康点。”

网购食品大致可以分成几类，最常
见的就是从网购平台购买正规厂家生产
的产品，除了渠道不同外，这些食品在
超市、商场中也能买到。消费者选择从
网上购买，或为了追求低价，或图个方
便。其次就是从网购平台购买生鲜食材
类商品，有些是快递员从正规超市采买
的，有些则是平台或第三方生产、制作
的。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常见的外卖。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新花样。微
信圈中，一些自制食品走红，它们标榜
的“纯天然”“手做”“私房”“家的味
道”十分诱人。除此之外，一些网购食
品还与扶贫结合起来，大打感情牌。有
网友爆料，很多扶贫食品的宣传图片是
用图像处理软件做出来的，同一个农民
伯伯，不仅家里种的苹果受灾，栗子、

桃子、香蕉、橘子也都受灾了。有网友
感叹，大爷家怎么可能一下子种这么多
种作物？

安全问题需警惕

网购消费模式具有滞后性，消费者
无法像在餐厅或超市一样对商家的卫生
和食品安全情况有直观的了解，因此也
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2016 年，央视“3·15 晚会”接连曝光

“饿了么”平台上某些黑店触目惊心的卫
生情况，引起轩然大波，再一次敲响了
食品安全的警钟。当年，国家食药监总
局公布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应当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
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制止及报告等制度。随着执法力
度的加大和行业自律的加强，外卖食品
的安全问题逐渐得到好转。

然而除了“正规军”外，一些游走
于微信等社交软件中的网销食品“游
击队”成为监管的盲区。一些烘焙爱
好者将自家的厨房作为车间，通过朋
友介绍、微信群等打开销售渠道，在
没有相关经营许可和卫生许可的情况
下 从 事 食 品 销 售 。 一 旦 出 现 安 全 问
题，大可以删掉好友了事，存在极大
隐患。一些用户量不大的家厨类手机
软件，集社交与经营内容为一身，打
着 分 享 美 食 的 旗 号 从 事 非 法 食 品 销
售。消费者网购食品只有抱着撞大运
的态度，不出问题则已，出了问题将
面临无人担责的尴尬境地。

监管自律都需要

第 42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5.69 亿，网上外
卖用户规模达到 3.64 亿。如此庞大的网
购规模与外卖规模，形式多样、平台众
多的网售食品销售渠道，给政府执法带
来巨大的难度。面对这一难题，今年公
布的 《电子商务法》 正式将微商列入电
商范畴。其中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的
范围包括三类：自建网站经营的电子商
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
内电子商务经营者。这意味着通过微
信、网络直播等方式销售食品的经营
者，也要受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

除了国家行为外，一些电商平台也
积极落实主体责任，通过行业自律为消
费者吃上安全的食品保驾护航。阿里巴
巴、京东、苏宁易购等9家电商平台9月
30 日联合启动了食品保健食品反欺诈反
虚假宣传电商联盟，并发布 《食品保健
食品反欺诈反虚假宣传公约》，承诺严格
审核入网食品经营者资质，禁止无证无
照商家入驻；严格食品广告宣传内容的
审查与发布，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等。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
心，说到底就是要让老百姓踏实地吃每
一顿饭。网售食品“正规军”和“游击
队”的经营正越来越多地纳入到国家监
管体系中，终有一天消费者的每一顿饭
都能吃得放心。

对于一般人而言,毕威拓 （Pivotal） 公司或许有点陌
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不会接触到毕威拓的前沿开
源技术，不过却会因为毕威拓的关系享受到不少切实的
福利。比如它提供的分布式缓存技术，帮助铁路12306平
台解决了尖峰高流量并发的问题。

毕威拓的现任首席执行官是罗布·米，公司的前身、
咨询公司毕威拓实验室就是由他参与创立的。罗布·米曾
坦言：“我不是天生的领导者，也不是天生的企业家。”
罗布·米在公司初创阶段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平时就是
帮助客户搭建软件系统。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他
才因为敏捷开发方法而成为业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毕威
拓也演变成如今的样子。

毕威拓的成功与时代息息相关，伴随着个人电脑成
为办公场所必备的工具，软件编程行业走进了主流视
野，具备了很好的盈利前景。但与此同时，一些耗资巨
大的软件项目却因缺乏团队协作而不断遭受挫败。“当
时，人们尚未形成软件开发的方法论。”罗布·米回忆
道。在互联网初现繁荣的时候，毕威拓被引入到一些年
轻的科技公司中，比如在易贝，毕威拓传授了有效编程
的方法。其他风险投资公司也带着自己投资的科技公司
闻风效法，毕威拓由此产生了很好的口碑。

近年来，毕威拓公司不断壮大，并赢得了包括推特
在内的知名企业的高度赞赏。2015年，罗布·米上任毕威
拓首席执行官，接替科技界传奇人物保罗·马瑞兹管理公
司。对于罗布·米的接任，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形容这仿佛
是“曾经的霸主与未来的国王”交接的一幕。

在带领公司实现首次公开募股之前，罗布·米一直很
在意毕威拓的知名度问题。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默默
无闻，是时候走向聚光灯下了。”

日前，有调查报告称，现
在有将近六成的青少年在日常
交流中经常使用网络语言，甚
至在一些青少年的作文中也出
现 了 大 量 网 络 词 汇 ， 比 如 用

“酱紫”替代“这样子”，用
“ 神 马 ” 替 代 “ 什 么 ”， 用
“886”替代“拜拜了”，用“尬
聊”替代“尴尬的聊天”等。
有很多青少年在接受调查时表
示，网络语言既幽默好玩又方
便沟通。

众所周知，随着我国互联
网 技 术 的 飞 速 发 展 与 日 益 普
及，网络门槛越来越低，如今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通过智能手
机、电脑等设备频繁地进行社
交、娱乐等，大量网络词语也
随之被新一代们创造出来。很
多家长表示，孩子们的聊天中
充斥着大量莫名其妙的缩写、
生造词等，“看不懂，也不知道
孩子们为什么乐在其中。”

实际上，青少年喜欢使用
网络语言的原因很简单，主要
有“身边的人都在用，沟通方
便”“有趣好玩”和“随口可以说出来，不用去记
忆”等原因。对此，有专家表示，青少年选择使
用网络语言并不一定有思考过程，起因不过是

“别人都这么说”。而由于缺乏理性的分辨以及合
理的引导，很多孩子甚至滥用网络语言。比如近
年来，在网络上常常能看见“吓尿了”“哭晕在厕
所”等恶俗词语，网民们用粗暴的语气，故意语
出惊人，制造浮夸效果，却被青少年不加分辨地
使用。

由于网络语言对青少年来说是无差别使用
的，一旦错用，极易造成沟通误会。若想规范青
少年对网络语言的使用，首先要加以科学引导，
让孩子能学会在合适的场合使用合适的语言。其
次，广大青少年的家长要积极、主动地降低“手
机依赖症”，多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们的需
求。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是，每到吃饭时间，
家长和孩子往往一人抱着一个手机，各看各的，
缺乏交流，有的家长更是美其名曰“陪孩子写作
业”，却捧着手机玩游戏、看视频。家长尚且不能
抵御虚拟世界的诱惑，又如何给孩子树立良好的
榜样？

语 言 是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我 们 使 用 一 种 语
言 ， 就 是 选 择 了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对 于 网 络 语
言，一方面我们要饱含宽容之心，拥抱它、理
解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视恶俗词语对语言
文化的伤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莫让交流
变“尬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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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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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平均使用率达43%

手机玩转旅行和消费
本报记者 王 萌

罗布·米：

带领公司走向聚光灯下
海外网 吴正丹

网售食品，要让每一顿饭吃得放心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说哪项技术对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那
恐怕非互联网技术莫属了。民以食为天，在互联网技术的引领下，家庭主妇们减少了去
菜市场的频率，转而研究起网购平台的满减优惠；上班族深夜回家不再用一桶泡面填饱
肚子，而是打开外卖软件，点上一些可口的菜肴；老年人不再发愁拎着全家的食材蹒跚
而行；年轻女孩津津乐道于各种零食店铺花样翻新的小吃。网购食品的流行，已经改变
了我们传统的购物习惯。

一些自制食品披上一些自制食品披上““家庭作坊家庭作坊”、“”、“妈妈味道妈妈味道””的的““外衣外衣”，”，通过网上购物平台通过网上购物平台，，渗渗
入普通人的生活中入普通人的生活中。。

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运动品牌店内通过手机支付方式购买商品。
许康平摄 (人民图片)

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运动品牌店内通过手机支付方式购买商品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运动品牌店内通过手机支付方式购买商品。。
许康平许康平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电子钱包”走出国门

近日，一段欧洲服务员学中文的视
频在 YouTube （优兔，一个国外视频网
站） 上走红——为了更好地向中国游客
提供服务，该餐厅的服务员早晨6点就起
床学习中文。视频中，一位经理教员工
学习中文，每个词都用英文类似发音标
注，比如“支付宝”被念成“Cheerful
Ball”，“没有发票”是“May You Far

Pill”……对此，支付宝在官方微博发布
了一套《商务中文50句》，并命名为“蓝
宝书”，并表示接下来还将准备推出法文
版、日文版、德文版、泰文版和韩文
版，全球免费配送。

日常中文交流、使用中国移动支
付，已成为许多外国商家的必备技能。
如今，可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国家越
来越多。据了解，日韩、东南亚是最早
开始尝试中国移动支付的地方，个别商
圈甚至已经实现70%以上店铺都支持移动

支付付款。
“咱们国家的‘电子钱包’真的走出

国门了。”一位网友感慨。便捷多样的移
动支付也在影响着国人的旅行方式，尤
其是为出境游带去了极大便利。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出境
游人数就高达 700 万人次。有机构根据
国人境外消费数据，发布了全球十大

“不带钱包网红目的地”。其中，英国比
斯特购物村的移动支付笔数同比增长了
90 倍 ， 日 本 大 阪 道 顿 崛 商 圈 增 长 70
倍，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增长 55 倍。此
外，法国巴黎奥斯曼大街、泰国曼谷素
万那普机场、加拿大多伦多唐人街、美
国纽约法拉盛、韩国首尔明洞商圈等均
榜上有名。

移动端消费成主流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支付消费已成
为主流。日前，苹果公司互联网服务副
总裁詹妮弗·贝利 （Jennifer Bailey） 谈到
了苹果公司对 Apple Pay系统的野心。苹
果公司预计，到今年年底，约有60%的美
国零售店将支持其Apple Pay支付系统。

在中国，移动支付正如一条“中国
锦鲤”，让国人“全球玩、全球付”更为
方便。根据麦肯锡发布的 《中国出境游
市场深度观察》 报告，2017 年，中国出
境旅游人次超过 1.31 亿，且单次行程的
消费额全球第一。同时，中国游客更愿
意通过数字渠道而非使用现金来完成消
费与支付，移动支付已成为 45 岁以下游
客的常规付款方式，平均使用率为43%。

今年国庆前夕，全球移动支付十大
机场、十大商圈、十大中国城、十大奥
特莱斯联合宣布旗下热门商户超九成支
持支付宝付款，中国游客来了，可以不
带钱包。更贴心的是，这些目的地还为
中国游客额外推出支付宝价与中文服
务，且全球已有 80 个机场支持支付宝实
时退税，扫完码钱直接退回支付宝。

移动支付不仅改变了国人的旅游方
式，还影响着中国游客的旅游偏好、行

为和消费模式。
如今，各类旅游App及移动支付不断

普及，微营销花样升级，移动端旅游消
费 已 成 主 流 趋 势 。 以 酒 店 预 订 为 例 ，
2017 年自由行游客通过移动端预订酒店
的占比达79%。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调
查显示，有60%的智能手机用户希望在商
务及旅游过程中，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
机在线预订机票、酒店、餐饮、景点门
票并进行支付，而不仅仅只是看到信息
展示与查询功能。

第三方支付加速“出海”

从亚洲、欧洲到大洋洲处处都伴随
着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加，改变着当地商
家的销售和收款习惯，也让中国的移动
支付企业不断地在海外发展，以适应更
多的需求，无论是支付宝、微信，还是
其他的支付方式，都在不断地被应用。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加速“出海”。
比如，微信支付接入的国家和地区已增
至 40 个、支持 13 种币种 （包括人民币）
直接结算，并已取得了马来西亚的支付
牌照。另据银联国际消息，银联国际近
日与 Uzcard及其成员银行 Aloqabank签署
合作协议。到 2021 年底前，Uzcard 将把
1000万张Uzcard卡换发为银联-Uzcard芯
片卡，这将是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发行银
联品牌工资卡，Aloqabank 则成为首家发
行银联-Uzcard芯片卡的银行。

然而，要想让老外爱上中国移动支
付还有一段路要走。目前中国移动支付
走向海外，主要还是围着中国游客转。

中国移动支付如何更好走出去？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董希淼认为，将中国移动支付产业标准
更好地进行国际化尤为重要。“中国移动
支付产业在具体细分领域上拼得很厉
害，但是对标准输出和国际话语权的争
夺，还不够重视，其实这个才是真正影
响自身走出去的核心。”董希淼认为，中
国移动支付企业，要从支付形态的输
出，上升到标准的输出。

“前两年去日本时，购物还得用信用卡，今年国庆去日本旅
游，大部分商家都可以刷支付宝了，特别方便，还有不少优惠活
动。”来自陕西西安的何苗感慨，出境游越来越方便了，真是“手
机在手，天下我有”。

如今，许多人已经习惯在手机端完成出境游的完整过程——选
择地点、浏览信息、规划行程、预定酒店、游玩消费，都可通过相
应的手机App （应用程序） 完成。为吸引中国游客，国外各大购物
商场也纷纷推出移动支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