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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平台热销榜上的高
分店铺竟是一家“幽灵”店？

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一
批租借执照开店，用假地址、
假照片成为热销高分店铺的

“幽灵外卖”。这些店铺在外

卖平台上，以高分和热销的姿

态吸引消费者，但实际上存在
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和监管
漏洞。

事件曝光后迅速冲上热

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怒和

担忧：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隐患

屡除屡现，消费者如何才能放

心点外卖？

曝光店铺均已下线整改

外卖平台上，餐饮店铺证

照齐全，门店照片干净整洁，

其中一些评分还很高，甚至跻

身平台热销榜之列。然而，央

视新闻调查发现，那些宽敞明

亮的堂食照片竟然是“照骗”。
新闻画面中，一家外卖店

铺操作间的纱窗上、灶台上沾

满了油污，地面满是污水，门

帘上沾满了黑色的污垢，库房
里的食材、货物和生活用品随

意摆放，卫生状况极其令人堪
忧。而且，30多家外卖店铺竟

“藏身”于同一地点，使用的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一
模一样。

消息一经曝出，网友直
呼：一翻订单记录感觉“天都
塌了”。“‘打工人’最喜欢的外
卖类型，竟都是卫生脏乱差的
重灾区。”北京白领小张住在
中国传媒大学附近，是几家

“幽灵外卖”的点单常客。他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有些
饭菜吃完后会肠胃不适，现在
看来也清楚其中缘由了。”

8月24日上午，针对上述
问题，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
局第一时间开展执法检查工
作。据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
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经
检查现场发现，上述企业均以
美食城档口店铺形式进行线
上外卖经营，具备相关证照资
质；针对检查发现的上述企业
存在的卫生环境脏乱等违法
违规问题，朝阳区市场监管局
已立案调查。

8月 27 日 20 时，中国城
市报记者来到了报道里提到

的“实况厨房”所在地。与报
道画面中外卖小哥繁忙进出、
餐馆内外人声鼎沸的热闹景
象不同，记者抵达时虽是用餐
高峰时期，但院门口非常冷
清，并无外卖车辆停靠。

走进院内，只见“实况厨
房”大门紧闭，门上赫然贴着

“停业整顿”四个大字。门外
地面上，散落着清理出来的桌
椅和部分厨余垃圾，一旁的几
个编织袋里，装满了已打包但
尚未销售的汤食。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实况厨房”门外的废品
堆已被清理干净，报道中提到
的呛人气味也已消散。旁边废
品回收站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其废品回收业务也已因“幽灵
外卖”事件被暂停。当被问及
对面“实况厨房”开了多久，该
人员回复称“开很久了”。

随后，中国城市报记者又
来到另一处“幽灵外卖”聚集
地——“京门楼”，看到现场已
经人去屋空，只剩一个个被划
分成 10平方米左右的档口；
档口上方的招牌依旧醒目，印
着的都是外卖平台上曾经耳
熟能详的品牌名字。档口内
部原本脏乱差的环境已被清
扫干净，记者查阅两家外卖平
台后发现，“京门楼”的档口品
牌均已下线。

租用证照属违规行为

既然地址虚假、图片虚
假，又一证多用，为何还能成
为高分店铺？外卖平台是否
要对入驻商家资质的真实性
负责？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

审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

息，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

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网络

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应当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签订食品安全协议，明确食品

安全责任。

由此可见，外卖平台应对
入网店铺的资质和信息真实
性负责。

可令人吃惊的是，报道

中，原本对店铺上传信息进行

审核的外卖平台区域负责人

竟“支招儿”店铺经营人，让其

去租借执照。

那么，证照又是否可以租
借使用？中国城市报记者查
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发现，第三十
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
让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食品经营者应当妥善保管食
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
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
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
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也就是说，擅自将营业执
照出租、出借、转让属于违法行
为，不仅出借方要受到处罚，
借用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城市报记者尝试联
系两家外卖平台，但截至发
稿，仍未收到相关回复。

福州公孙策公关合伙人
詹军豪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地址、图片虚
假及一证多用的“幽灵外卖”
能成为高分店铺，背后可能涉
及外卖平台间的激烈竞争与
流量争夺，但更关键的是平台
审核机制的缺失或执行不严。

“从品牌长期战略视角
看，外卖平台应承担起对入驻
商家资质真实性的审核责任，
因为这是建立品牌信任、维护
用户忠诚度的基石。放任违
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终将
损害平台声誉、影响长远发
展。”詹军豪说。

网络订餐食品安全
警钟再鸣

前不久，有一个“100元干
净饭”挑战，火爆网络。

起因是，有一位博主找到
一位外卖小哥，给其100元，
让其带领博主去他眼中最干
净的外卖门店。外卖小哥二
话不说，骑上电动车载着博主
去了一家小面馆。小面馆的
后厨宽敞明亮，被收拾得干干
净净；面都是现做手擀面，大
骨汤也是自己熬的。当老板
一听自己的店被这位外卖小
哥评价为“最干净的店”，立刻
露出笑容。

这个视频火了之后，一时
间，“100元干净饭”挑战成了
一种新型网络“流量密码”。

“幽灵外卖”的曝光和
“100元干净饭”挑战的火爆，
都把人们的视角拉回到食品
安全问题，尤其是网络订餐食
品安全。

现如今，外卖已然成为现
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生活拼图

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2023年 6月，我
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35
亿人，外卖市场正在逐渐扩
大中。

与不断扩大的外卖消费
群体相对应的是与日俱增的
消费投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查阅黑猫投诉平台，输入“外
卖”一词后，发现投诉条数超
60万条。

受访专家表示，吃一餐放
心的外卖是消费者最朴素的
诉求。只有监管部门、平台、
商家和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努
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构建
一个安全、透明、有序的外卖
消费环境，才能守护好“舌尖
上的安全”。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
事长柏文喜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放心点
外卖，各方需要采取以下措
施：外卖平台应进一步加强对
入驻商家的审核和管理，确保
商家提供安全、合规、高质量
的食品和服务；商家应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诚信
经营，提供真实、准确的食品
信息和服务质量；政府部门应
加大监管力度，建立更加严格
的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加大
对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维护
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此外，有业内人士建议，
可建立相关机制，鼓励外卖员
在取送过程中进行监督。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连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积
极采取行动，通过开展网络订
餐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创新监
督方式等形式，督促行业自律
健康发展。比如近日浙江温州
施行了《网络餐饮“阳光厨房”
建设运行规范》地方标准，强调

“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建设
阳光厨房”，并在“浙江外卖在
线”平台上以视频形式实时公
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同时，
对监控设备的安装、运行以及
数量和位置的设置等均提出具
体要求，并给出安装示意图。
按照该标准要求，网络餐饮“阳
光厨房”监控设备必须覆盖食
品加工操作等重点区域，并且
张贴专用标识方便监管，若设
备出现故障，应在 24小时内
进行修复并截图留存。

专家提醒，消费者自身也
应提高警惕性，在选择外卖时
仔细查看店铺信息、评价记录
等关键信息；尽量选择有实体
店面、口碑良好的正规店铺就
餐；同时，注意保留好订单记

录和发票等凭证以便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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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看到，被曝光的“实况厨房”大门紧闭，

门上贴着“停业整顿”四个大字。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被曝光的“京门楼”已人去屋空，

只剩一个个被划分成10平方米左右的档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