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关于桶装水安全问
题的话题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
事实上，桶装水行业最大的诟病
在于安全，但偏偏有些知名桶
装水生产企业在流通环节中出
现对经销商和零售商管控不严
的漏洞。

桶装水是个高利润的行业，
成本价不到4元的桶装水在经
过两级经销商手后，出货价格在
10元左右，而零售商的桶装水售
价在20元以上，利润翻番。

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有
些企业虽然明确规定了取得桶
装水销售权的资质和流程，但是
在实际操作环节中，这些规定形
同虚设，无任何资质的店家甚至
是个人都能够代理这些品牌。
此类管理失控为桶装水产品质
量再度蒙上阴影。

市场准入门槛低

市场上桶装水的代理需要
一定门槛，如果想要销售某一品
牌的桶装水，则需向桶装水生产
企业提供系列证明，在通过品牌
商的审核之后才能取得售水资
质。以乐百氏为例，该公司网站
的《乐百氏招商加盟政策》中详
述了取得出售桶装水的资格及
流程，其中一条明确规定，加盟

的店铺需取得“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卫
生许可证”及具有合法有效的身
份证、营业场地的租赁协议。此
外，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培训后才
能正式出售桶装水。但是媒体
记者咨询乐百氏北京某区域经
销商时，得到的答案却与相关规
定截然不同。

“如果想要出售乐百氏的桶
装水，需要提供工商局注册证
明。”媒体以开水店为由向该品
牌经销商咨询时，得到了需要提
供相关证明的回复，但是该经销
商在得知无任何工商局注册证
明时则表示：“那就不需要任何
证明了，只要有仓库放水就可
以。”此外，乐百氏网站所要求的
3000元保证金以及培训也都无
需上交和进行。

媒体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并非所有企业对于经销商以及
零售商的管理都是如此松散的。

目前桶装水市场上企业对
于经销商监管程度松紧不一，
在于企业文化以及经销商个人
素质的不同。业内人士指出，
有的企业本身对于经销商的管
理采取“不出问题不管理”的态
度，管理人员对经销商监管不
及时，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各经销商之间不能形成互相监

督机制，发现问题很少上报。
另外，经销商不能严格遵守公
司规定，为谋取私利或扩大自
身的业务覆盖，经销商才有底
气私自将桶装水批发给没有资
质的人来进行销售。

北京包装饮用水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袁军认为，经销商
在落实零售商的环节中出现违
规、企业对经销商管控不严格，
归根结底与利益相关。相对于
零售商来说，经销商与企业是
通过桶装水的销售数量来赚取
利润的。袁军给出的数据显
示，桶装水的出厂价格与企业
的成本价差仅在1元左右，经销
商的出货价与进货价价差也在
1~2元左右，利润空间微薄。在
零售商环节，进价十几元的品
牌水往往能够卖到20元左右，
利润翻番。因此，经销商不会
在乎零售商资质是否符合规
定，只要量走得多，就可以保证
自身收入；于生产商而言，经销
商的违规带来的是销量的提
升，且并没有损害到自身利益，
在此情况下，对于违规经销商
的监管，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袁军指出，从去年开始，受
净水设备以及一次性包装水的
影响，桶装水市场开始出现萎

缩，水店越开越多，但是人们的
桶装水需求没有跟上，导致了一
定的产能过剩。手中的桶装水
走量大不如前，为了稳定业绩，
经销商只好为了追求更大的量
铤而走险。

行业暗藏制假风险

对食品企业而言，安全是命
脉，一旦受损很难收复。在中国
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员朱丹蓬看来，品牌水由不具备
出售资质的人出售，一旦出现问
题，最终受影响的是企业，“毕竟
这些无资质的人和店铺是无法
承担后果的”。

朱丹蓬进而指出：“经销商
与零售商资质环节的监管不严
格，首先会影响企业信誉，消费
者对于厂家产品质量信心会下
降；其次，在于容易滋生违法事
件。如果在没有缴纳押金以及
没有资质的情况下，不排除经销
商在从客户处回收空桶之后，私
自进行桶装水灌装的可能。桶
装水的生产，只需过滤、消毒、灌
装即可，整个过程投入不到10
万元，在代理一款水后，用空桶
即可生产其他品牌水。如果企
业对于经销商监管不严格，零售
商很容易成为制假售假的主体，

到头来受到损失最大的还是生
产厂家。”

实际上，假货泛滥一直是桶
装水行业的“心头刺”。无资质
零售商在代理桶装水后，为获取
更大的利润，在销售过程中制假
售假的事例并不少见。此前北
京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联合公安
部门查处了一家无任何资质的
桶装水制假窝点，公安机关在此
处查处了上百桶封装好贴着各
种品牌标识的桶装水以及未灌
装的空桶。稽查大队工作人员
表示，这些桶可能是原厂家的
桶，灌以自来水进行出售。也有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除了
制造假水外，零售商在销售过程
中也会采用“偷天换日”的概念，
客户订购完成后，在后续送货
时，会用客户退还的桶进行灌装
以次充好。

根据北京市包装饮用水行
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北
京水站超过万家，其中正规水站
仅占50%~60%。而北京日均消
耗的桶装水约为65万桶，其中
假水大约占总消耗量的1/6。经
营场所、营业执照以及销售代理
合同是北京市包装饮用水行业
协会制定的衡量一家水站是否
正规的主要标准。

（《北京商报》）

好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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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秀兰 在近日举行的
“开启科学饮水3.0时代”媒体沟通
会上，火山鸣泉提出，2016年1月1
日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
水》（GB19298-2014）全面实施，标
志着饮用水市场从注重概念包装进
入到注重科学理性饮水的新时代。

北京公共健康饮用水研究所
所长李复兴认为，包装水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逐渐被我国消费者接
受，最初消费者对于包装水的认知
在于安全。随着市场的发展，饮水
观念逐渐过渡到健康饮水，过度包
装概念已成“行业亚健康现象”。

饮用水新国标的实施，让市场逐渐
回归理性。

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
水专业委员会会长赵飞虹同时建
议，人们每日应保证充足的饮水
量，否则老年时易发心脏病、高血
压、糖尿病等疾病。

本报讯 从北京市南水北调
办了解到，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自2014年底调水进京一年多
来，“南水”入京水量已近16亿立
方米，约占中线工程调水总量的
1/3，全市直接受益人口 1100多
万。尤其是北京居民饮水水质有
了明显改善，自来水硬度下降约
六成。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南水”进京以来，有力保
障了首都水资源供给。目前，每
日调水量约340万立方米，其中水
厂取水约220万立方米，占城区日
供水量近七成，供水范围基本覆
盖北京中心城区、丰台河西地区
及大兴、门头沟等新城。通水一
年多来，北京居民饮水水质有了
明显改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
自来水硬度已经由以前的380毫
克/升降为120~130毫克/升。许
多居民也反映，自来水硬度明显
下降、水碱减少、口感变甜。

（中国网）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内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提高监督所整体监督执法水平，昌
平卫生监督所于日前开展生活饮用
水专业知识培训。此次培训由综合
执法一科负责开展。

此次培训内容为饮用水常用消

毒技术，围绕市场上常用消毒技术
包括化学消毒和物理消毒的特点以
及存在的优缺点进行深入学习。在
培训过程中监督员互相交流讨论在
日常监督执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
且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此次生活饮用水专业培训提

高了监督员的监督执法水平，增
强了监督员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意
识，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昌平区生
活饮用水卫生工作管理，对规范
全区生活饮用水消毒工作起到积
极的作用。
（北京昌平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本报讯李宁密云区有两家滑雪
场，每年的11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滑雪季，届时将有大量滑雪爱好者汇
聚而来。2016年10月底，密云区卫
生监督所与区水务局联合对密云区
南山和云佛山两家滑雪场供水情况
进行了监督检查，以确保整个滑雪季
游客的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两家滑雪场生活饮用水均为
自备井供水，此次重点检查了水源
防护是否到位，消毒设备运转是否
正常，设备间环境是否干净、整洁，
是否开展了水质检测等项目。监
督员针对存在的卫生问题，当场下
达了监督意见书，要求其于开业前
整改到位。

检查中还发现，有一家滑雪场
更换了负责人，管理人员对供水的
卫生管理工作一无所知，针对这一
情况，监督员在检查现场时以指导
为主，耐心向其讲解如何管理生活
饮用水卫生知识，以确保该单位今
后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达
到卫生要求。

无资质就可售水？桶装水业准入门槛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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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市场进入科学饮水时代

昌平区开展生活饮用水专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