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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示

本报记者 胡 静 □ 王牧云

近日，一个名为“惜食魔法袋”的微
信小程序火了。该小程序推出的“面包
盲盒”引发了广大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这款产品以其独特的售卖方式和新颖
的购买体验，成为当下年轻群体之间的
热门话题。

据悉，“食物盲盒”首次出现于2016
年，是由丹麦企业“Too good To go”推
出的新型购物模式，而国内也早有诸多
以“食物盲盒”形式售卖商品的商家，例
如趣小袋、米粒盒子等。

盲盒，是指消费者不能提前得知
其内所装具体产品的“神秘盒子”，具
有随机属性。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
一种新的消费体验和情感寄托，他们
通过购买盲盒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
求，彼此之间分享“盲盒消费”所带来
的惊喜，后来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盲盒
文化”。

最初，“食物盲盒”设立的目的是为
了减少商家浪费食物的行为，是促进食
品行业增绿减碳的举措之一，而并非是
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的营销手段。但
是仍然有部分年轻人热衷于“盲盒文
化”，从购买盲盒中获得新鲜刺激的新
体验。

在“惜时魔法袋”小程序上，消费者
们纷纷晒出自己购买的“食物盲盒”，

“开心，这次盲盒开出来了一个红酒椰
香口味面包和一个肉桂苹果口味面包，
都是我喜欢吃的”“他家的食物都好吃，
今天的盲盒里是猪肉包、新奥尔良鸡肉
和韭菜馅饼。”

中经传媒智库专家张书乐对此表
示，“盲盒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潮流体
验，消费者通过开盲盒、福袋的方式，偶
遇目标消费领域中的不确定商品，可以
带来一种意外获得感和满足感。

然而，盲盒这种销售方式也带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能
买到适合自己的“食物盲盒”，部分消费
者也可能会因为收到不喜欢的口味的
食物而感到失望。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好适口方
庄店领取在“惜食魔法袋”小程序上已
经购买的“好适口小份魔法袋”，其中
有两个韭菜饼和一个素馅饼，总计消

费 7.9元。
当记者领取盲盒时发现，一位市民

同样在等待领取自己的“魔法袋盲
盒”。“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因为如果
你用平常的价位去买和盲盒份量相同
的食物，价格要贵一倍。不过，由于盲
盒随机性比较高，购买时需要承担买到
量大吃不完的盲盒或者不喜欢该盲盒
内食物口味等类似的风险。”市民王先
生对记者说。

就像王先生所说的一样，在“惜食
魔法袋”小程序评论交流区内，记者看
到有很多消费者抱怨每次购买的“魔法
袋盲盒”里都有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

“不喜欢吃酸菜，但是盲盒里面还是有
两个酸菜饼。”

对此，“惜食魔法袋”的工作人员对
记者表示，“魔法袋盲盒”内的食物商品
种类是不固定的，其盲盒内容与所售卖
盲盒的商家每日剩余过量食物的种类
和销售情况有关，因此盲盒内食物种类
并不能保证。

记者看到，在“惜食魔法袋”小程序
上有不少消费者在评论中抱怨买到的

“食物盲盒”保质期太短了，有的甚至要
当天吃完，如果当天无法全部食用就只
能丢掉。“上次买了一家面包店的盲盒，
东西太多了，就算当天晚上吃一些第二

天早上接着吃还是会剩下，导致过期，
产生浪费。”一位在“惜食魔法袋”小程
序上购买过“魔法袋盲盒”的消费者向
记者说。

其实早在今年 6月 8日，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就印发了《盲盒经营行
为规范指引（试行）》，对盲盒经营行为
进行了全面规范，其中第五条明确规
定，不具备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
益条件的食品、化妆品不应当以盲盒
形式销售。

盲盒内的食物如果不符合消费
者口味是否会造成二次浪费？这些
食物都是余量食物，临近保质期是否
安全？

对此，张书乐表示，“食物盲盒”
的出现对于减少食物浪费现象有一
定的营销效果，但在“食物盲盒”售卖
商业化上不会理想，甚至会因为“剩
菜”问题、临期问题和为销售盲盒而
有意超量生产问题，而造成二次浪
费；消费者购买盲盒后，发现并非喜
欢的口味而丢弃，同样也会带来二次
浪费问题。张书乐说，食物本身的保
质期不同，而多种食物盲盒化后，由
于“盲盒玩法”需要保证公平和盲选，
因此可能会出现“食物盲盒”到手即
过期的现象。

近年来，由潮玩盲盒引领的盲盒经济浪潮迅猛发展，火爆
一时。盲盒从一种商品延伸为一种商品售卖形式，在“万物皆
可盲盒”的今天，模型文具、衣物美妆等各类消费主体都乘上了
盲盒经济的“快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盲盒让消费者体验到了惊喜和刺激，
找到了快乐，满足了多元化消费时代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它不
仅有未知性造就的“上瘾”机制，还能赋予 IP 概念增强吸引力，
各大产业纷纷开启“盲盒+”的营销模式。小小盲盒，不但缔造
出了市值千亿港元的上市公司，也吹向了餐饮、零售、文旅等诸
多大众消费领域，市场规模庞大，成为吸金利器。

不过，在“盲盒经济”火热的背后，一边是百亿“蓝海”，一边
是乱象频发。盲盒娃娃“瑕疵”太明显，售后拒收被指“花样”，
拆封之后进行二次销售，存在虚假宣传等。种种唯利是图、突
破责任底线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市
场正常秩序。商家利用“饥饿营销”制造稀缺性刺激消费者的
购买欲望，导致消费者易中套“上瘾”，再加上消费者有一定的
赌徒心理，尤其青少年群体好奇心强、喜欢攀比、消费观念尚不
成熟，极易陷入冲动消费的怪圈，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问
题。

“盲盒”绝不可以盲买盲卖，更不应让灰色经济肆意妄行，
面对不断崛起的盲盒经济，我们也需要冷静思考。电商平台不
能助纣为虐，无视经营者的不良行为，商家不能以利为先，漠视
法律法规，而相关部门也要有针对地进行清理和规范，加强平
台监督监管。

盲盒是一种商品，最终要靠质量取胜，“盲盒经济”要创新
也要规范，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让盲盒回归规范化成长的
轨道，让盲盒这一新兴行业走得更远，为消费市场注入更多新
活力。 （荆楚网）

盲盒的属性决定了其价格固定、商
品不可亲身观察、不可选择等特点。与
正常购买食品相比，消费者购买盲盒前
无法直接观察商品，也不能完全根据自
己的喜好和数量来选择食品，如果买到
了不符合自身口味的食品，反而有可能
造成食品浪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
消费者购买“食物盲盒”时要注意食品

种类。对于有饮食忌口要求的消费者，
在盲盒的选择上一定要谨慎。

一、不是所有品类的食品都适合被
做成盲盒出售。奶制品、肉制品等易腐
食品本身保质期限短，温度高时易快速
变质。

二、取盲盒时请注意有没有保质期
提醒。对于面包、蛋糕等焙烤类非餐饮

服务食品，食品保质期是食品在标明的
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一旦超过
这个期限，食品可能会发生变质，食品
的安全性将得不到保证。消费者在不
能直接挑选食品的交易方式下，处于较
被动局面，加大了权益受损风险。对
此，消费者务必注意“食物盲盒”食品保
质日期、包装日期及贮存条件等，或向

销售人员核实相关信息。
三、注意商家信誉。现在主要的

“食物盲盒”平台均上线了评价功能，
购买前可注意查看买家评论，选择信
誉高和口碑好的商家购买“食物盲
盒”，避免购买性价比低或不符合安全
要求的食品。另外，消费者在购买“食
物盲盒”时要注意留存消费凭证，在食
用前仔细检查食品包装是否完整，如
果发现食品存在异样就不要选择进
食。 （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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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食品流通领域工作部署会

双节临近，居民购物需求激增，为规
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近日，丰
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花乡街道所组织召
开食品流通领域工作部署会，辖区内近20
家商超企业参会。会上，市场所对商超日
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高频问题进行总结
和提示，并就重点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此
外，会议宣贯了最新工作要求，收集了企
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积极为企业定制
解决方案。一是细致梳理日常问题，罗列
经营要点。市场所对近期商超经营中发
现的高频问题进行总结及提示，问题涉及
出售过期产品、标签标识不规范、产品质
量不合格、提供不合规塑料袋等。为各商
超敲响了警钟，提高了企业责任意识，避
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二是积极探索解

决方案，攻克问题难点。会上提及的各类
问题中，未能及时发现产品过期是目前困
扰各商超的普遍难题。执法人员提出技
防为主，人防补漏的解决方案，即一方面
与各商超常用系统开发商进行商谈，统一
开发产品过期提示功能模块，降低各商超
单独开发的费用；另一方面商超通过专人
定期理货，对短保质期产品进行重点监
控，完善进货台账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售
出过期产品的风险。三是及时宣贯政策
规章，打牢业务基点。对最新实施的《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
家标准进行宣贯，提示各商超在购进或售
出产品，尤其是茶叶产品时，注意产品过
度包装问题。

（郝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