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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包装““瘦身令瘦身令””后的粽子礼盒后的粽子礼盒““瘦瘦””了吗了吗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炎炎夏日，与端午节一起到
来的是粽子市场进入旺季。不
少厂商抓住这一传统节日商机，
针对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推出
各式各样的粽子产品，以期推动
节日消费潮。去年，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颁布了《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
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旨在推动
月饼粽子等传统节日食品“轻
装”上架，规定粽子不应与超过
其价格的其他产品混装。今年
是新规实施后的首个端午节，粽
子礼盒是否实现了“瘦身”？

口味创新 吃法多样

端午节前夕，中国城市报
记者对北京市各大连锁超市及
糕点门店进行了实地走访，发
现口味创新和价格亲民的粽子
成为消费者首选。以永辉超市
（双桥店）为例，粽子礼盒的售
价在39元到99元之间，其简约
的包装以及传统风的设计颇受
消费者欢迎。除礼盒外，售价
为14.9元一袋的散装粽子成为
商超粽子的主流。

记者发现，今年的粽子除
了经典的蜜枣、豆沙、蛋黄、鲜
肉等口味，又出现了牛腩、排
骨、绿茶、豌豆、山药等新口
味。北京市顺义区一家乐福超
市的销售员宋女士告诉记者：

“除了传统的200克粽子，我们
还推出了10克到50克的‘迷
你粽子’，让消费者一次能尝到
多种口味。”

实施了近一年的包装“瘦
身令”让传统节日的食品包装
变得更加合理。有了去年中秋
节月饼礼盒的“打样”，今年全
国各地粽子生产厂商积极响应
这一规定，很多生产厂商在4
月下旬就开始为粽子的“轻装”
做准备。“商家们开始从‘重面
子’向‘重里子’转变，粽子的
小、轻、鲜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市场
部经理陈蓓蕾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粽子市场正经历一
场跨界热潮，除传统品牌外，大
量餐饮企业和零食品牌开始入
局粽子市场，如奈雪的茶、喜
茶、文和友等知名品牌推出的
粽子礼盒产品已在各大电商平
台及微信小程序热销。与此同
时，众多跨界品牌在口味创新
方面大显身手，如大董的烤鸭
粽、桂满陇的桂花洗沙粽、元祖
食品的藤椒牛肉粽，以及谷牧
春的新疆酸奶粽等成为消费者
的新宠。

消费者刘先生告诉记者：
“这些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为

传统节日增添新鲜感，也为消
费者带来更多选择。”据盒马
鲜生的数据显示，以名菜为馅
料的粽子，如椰子鸡粽、东坡
肉粽、豆豉排骨粽等，因其融
合了粽香原味和地域特色口
味，上市后销量增速明显。

除了口味创新，粽子的吃
法优化也激发了消费者的购

买热情。为满足无蒸锅或无
暇烹饪的学生和上班族的实
际需求，一些品牌推出了方便
食用的自热粽和自嗨粽。仅
需加水等待片刻，热气腾腾的
粽子便可享用。粽子的口味
革新和吃法优化，不仅进一步
加深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
展示了粽子市场的巨大潜力
和多元化趋势。

为什么代表传统节日气氛
的粽子成为许多品牌追逐的对
象？陈蓓蕾给出了答案：“粽子
作为类似预制菜的产品，保质
期长，不受场地限制，因此成为
许多品牌青睐的品类。”

其实，粽子市场的繁荣并
非偶然，一方面源于生产者满
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创新
化需求，不断推动完善市场布
局，另一方面则因其成为餐饮
品牌跨界求生的关键。陈蓓蕾
指出：“粽子被视为利润水平高
的单品之一，在当前的市场环
境中，粽子是少数被市场普遍
看好的品类。对于餐饮品牌来
说，只要粽子做得好，便可以在
短时间内实现盈利。”陈蓓蕾进
一步解释，这两年，随着餐饮企
业对私域流量、节日营销重视
程度提高，端午做粽子对餐饮
人的意义从“把品牌势能变现”
变成“增进品牌与顾客之间的
交流，积蓄品牌势能”。

每盒动辄千元 多是“人情粽”

尽管市场上大众化和亲民
的粽子深受消费者青睐，但价

格高企的粽子礼盒丝毫没有减
少。通过实地调查，记者在多
家高档餐馆、五星级酒店了解
到，大量采用高级食材做馅儿，
主打“高端”“奢华”定位的粽子
礼盒价格每盒逾千元。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发
现，不少热销的粽子礼盒的售
价均超过500元。一家网店的

客服向记者透露，店内最畅销
的一款粽子礼盒包含12个粽
子，每个粽子中都添加了名贵
食材，原价1288元，目前优惠
价820元，平均每个粽子68.3
元。“这款粽子礼盒上架没几天
就售出了近500份。”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微
商”开始代购“土豪粽”，鲍鱼、
鱼籽、蟹黄、黑松露等名贵食材
都能包进粽子里。一名代购人
员表示：“价格上不封顶，只有
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除了附加一些高档食材，
记者还发现，过度包装也成为
豪华粽子礼盒普遍的特点。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不少
店铺为其粽子礼盒打上“奢华
皮盒”“高端材质”“拒绝廉价
感”等标签。特别是一款以“鸿
福御品”为名的轻奢礼盒，更是
在某电商平台上领跑销量。一
位店内客服详细介绍道，“打开
后，呈现出内里三层逐级升高
的设计，犹如步步高升。深压
烫金工艺和彩金印刷则赋予其
高级感，很显档次。”事实上，为
了强化礼盒的质感和视觉冲击
力，多家商铺的包装重量往往
是粽子本身的2至3倍。

粽子礼盒的混装现象也不
容忽视。许多商家打出“深度
定制”的广告，宣称其粽子礼盒
可自由混搭各类商品。在某电
商平台上，与更高价值产品混
装的粽子礼盒屡见不鲜，其定
价通常在千元以上。一款名为

“御茶膳房”的粽子礼盒里配有
两瓶黄酒，定价为1880元；也

有部分千元粽子礼盒将粽子与
其他糕点西饼混装。

包装层数多、使用贵重材
料、混装高价值商品……粽子
这一传统节庆食物，存在着沦
为“人情粽”“办事粽”的倾向。
记者对电商平台上一些热销礼
盒的评论进行了梳理，“买来送
关系户和朋友”和“领导很满
意”等字样频繁出现。

一位来自东部沿海企业的
负责人透露，逢年过节送礼是
企业维持与重要客户和社会关
系的关键时机，因此，每年端午
节前不少企业都会订制一批用
来“办事”的礼盒。“粽子本身价
值不高，如果不加入高端食材、
包装不够高档、不附赠其他礼
品，就很难拿得出手。”他说。

在面对严格限制“天价”食
品和过度包装的监管压力下，
记者发现不少企业开始转变策
略，将部分奢华粽子的销售从
商超转向星级酒店、高档餐厅
及社交平台，实行“由明转暗”
的销售模式。

现如今，“礼券化”销售粽
子愈加盛行。一些连锁糕点
店及大闸蟹店依托其“线下门
店多、线上平台全”的优势，通
过微信小程序等社交平台出
售高档粽子礼盒券，既可以快
递邮寄，也可到门店自提。此
外，商家还提供代写贺卡、开
发票、指定日期送达等一站式

“送礼服务”。
2022年6月，针对价格过

高的“天价”月饼，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
价超过500元的“天价”盒装月
饼进行严格监管。在记者的
调查中，发现部分商家为规避

“天价”标签，通过减少粽子数
量将单盒价格降至 499 元、
488元等。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
究所所长洪涛指出，此项政策
促使许多粽子厂商对价格进行
调整，部分商家扎堆将价格定
在499元，有些还设定高达数
百元的邮费，甚至存在私下补
差价的交易行为。这种行为不
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
序，也可能引发售后纠纷等风
险。尽管如此，洪涛表示，高价
甚至“天价”粽子问题仍然存
在，其中不少存在着过度包装
的问题，部分还涉嫌价格欺诈。

加大监管力度 狠刹不正之风

“粽子包装虽然繁复精美，
但当我遍尝八种口味后，发现
与散装无异。”消费者刘先生在
品尝了经过度包装从而身价提

升的粽子礼盒之后，表达了对
过度包装产品的无奈。其实，
粽子、月饼、茶叶、水果等常被
视作“送礼佳品”，在“人情”和

“面子”文化影响下，这类商品
往往是过度包装的“重灾区”。

过度包装不仅增加了消费
者的采购成本，也引发了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北京市东城
区某再生资源回收站负责人指
出，大量的包装材料无法回收、
无法二次利用，不得不沦为“垃
圾”。过度包装还加大了物品
体积，进一步增加了运输和物
流成本。

为整治商品过度包装现
象，国家已加大监管力度，通过
制定相关标准和法规来规范包
装行为。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对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行为
进行规范。更进一步的是，
2022年8月15日，市场监管总
局又发布了该标准的第1号修
改单，特别针对月饼、粽子的包
装层数、包装成本和混装要求
等提出具体要求，具有很强的
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洪涛表示，去年实施的包
装“瘦身令”标准为商品包装提
供了基础指引，不仅未限制企
业经营自主性，反而激发了许
多企业创新包装风格。“日渐觉
醒的消费观念引导企业回归简
约、自然风格的包装，以降低成
本，提升商品的‘性价比’，拉近
与消费者的距离。”他进一步指
出，这一创新行动推动了消费
观念的革新，使得企业把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产品质量和口味
的研发中，而非单纯在包装上
进行“炫技”。

适度商业化的粽子、月饼
等传统美食，确实可以发扬光
大这一文化遗产。但分析人士
指出，过度追逐商业化可能会
对传统文化形成“竭泽而渔”的
伤害。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
武表示，遏制过度包装需要双
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加强执法
监管，确保相关标准得到严格
落实；另一方面企业应该调整
生产和营销思路，实实在在地
投入更多精力在食材筛选、口
味调制、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创
新上，让粽子真正回归其传统
本义，让人情往来返璞归真，经
得起主流消费观念和监管规则
的双重审视。

王忠武建议，相关部门在
加强对线下销售渠道监管的同
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对电商平
台等线上销售渠道的管理。对
于高端订制、会员礼券等新“招
式”更应保持警惕，防止奢华粽
子“由明转暗、由实转虚”。

6月2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西分

局行政执法人员正在辖管片区商超检查粽子质量。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