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作坊以“帮”为主以“管”为辅

近年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网购，加上我国
食品新业态越来越丰富，食品的销售重
心逐渐转向线上，也伴生了很多乱象。
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网络购物合同
纠纷案件特点和趋势（2017.1—2020.6）》
显示，在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食品
类纠纷占比达45.65%。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近年来，社会上有
“网购食品成纠纷食品”这一说法，原因
来自供需双方，一方面，食品的生产门槛
较低，容易出现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食
品是人们生活的刚需，消费者购买的频
率高，因而“踩雷”的概率也很大。

有人将网购食品问题多发，归咎于
一些入网食品经营者没有相关资质，而
网络平台又没有进行严格监管。对此，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金瑞
表示，根据食品安全法，网络平台应当对
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
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平台发现
入网食品经营者有违反规定行为的，应
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
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
易平台服务。

至于入网食品经营者是否需要相关
资质，视其所销售的食品类型而定。但
这并不是网络食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理
由。朱毅认为，目前这种小作坊式的生
产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家庭的就业和收
入问题；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家庭
小作坊生产的数量多了，就难以控制质
量。对此，要以“帮”为主，以“管”为辅，
本着帮扶的态度，提出最切实可行的办
法，守住食品安全红线。

食安监管线上线下同步

据媒体调查，很多消费者网购时只
能通过网页上的图片或文字来了解商品

特性，收到食品后发现货不对版，导致与
商家发生纠纷。

刘金瑞表示，就货不对版问题，国家
在立法层面早就有所规制。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
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
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须说
明理由。消费者购买食品权益受损时，
可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向入网食
品经营者或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刘金瑞说，网络平台在发展初期为
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往往更加
注重规模效应而忽视商家合规的要求，
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乱象丛生。从监管层
面来说，目前存在一个误区，即“政府管
平台，平台管商户”，这种管理理念存在片
面性。线上销售的食品出了问题，一定是
线下出了问题。因此，在强调平台责任的
同时，有关部门的线下监管不能缺位。从
技术层面来说，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领
域，数据治理的应用还不够。不管是电商
法还是食品安全法，都要求网络平台要查
验销售主体的资格资质，但由于食品行业
监管数据库的建设、数据开放的程度远远
不够，导致网络平台查验时没有依据，让
资质造假行为有空可钻。因此，亟待建立

一个数据驱动型的协同治理平台，以社会
共治的思路，实现数据的双向开放，进而
形成治理合力。有关部门要贯彻社会共
治理念，平台不仅是被监管方，也是社会
共治的一股协同力量。线上线下的监管
要同步进行。

朱毅表示，网络平台需要依法建立完
善管理制度，包括收集和辨识法定要求的
信息，建立纠纷调解、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机制，及时向监管部门通报违法信息、配
合执法检查等。如果平台没有履行法定
的资质审查等义务，将受到相应惩戒。

消费者网购要留“3个心眼”

有关专家表示，消费者在购买网络
食品时，应在三方面多加留意。

一是关注购买途径，有证更有保
障。除特殊情况外，凡是没有取得营业
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是食品经营许
可的，一律属于违法行为。

在选购网络自制食品时，应选择具有
正规资质、成规模的网络交易平台，选择信
誉良好的卖家，注意看其他消费者的评价，
多关注跨度时间较长的“追加评价”；在网
络店铺首页查询卖家是否公示营业执照及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证件照片。询问发货地
址，查看是否与证照上提供的地址一致，不
要在信息不符的店铺购买食品。

二是转变消费观念，谨慎小心广
告。不要过分追求定制造型和口感而私
人订制，不要过度崇尚新鲜、健康、无添
加。“无添加”并不代表食品安全可靠，合
理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会对食品品质起
到促进作用，只要在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的范围内就可放心食用。

三是增强法律意识，维护合法权益。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消费者
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
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因此，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消费者应
积极主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可先自行与
经营者协商解决，如无法达成和解，可拨
打热线电话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中国食品工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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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食品（农产品）
安全电商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
研究中心主办的2022中国农产品电商高
层研讨会在线上举办。来自行业主管部
门、高校、县域电商管理部门及产业企业
的专家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产
品电商的发展新路径展开了深入探讨，会
上还发布了《2022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农产品电商整
体呈平稳有序发展态势。2021年我国农村
网络零售达20500亿元，同比增长14.23%。
2021年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收投量就已
经超过200亿件，每天有超过1亿个包裹在
农村进出。2021年我国农产品物流额首次
达到5万亿元，未来五年农村的快递包裹规

模将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构建
日处理超10亿件、服务超10亿人的寄递网
络，将是三倍于现在的规模。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是2021年农产
品电商发展的新热点，目前农产品电商新
模式层出不穷，国企、县域电商、互联网平
台都在持续发力模式创新。”中国食品（农
产品）安全电商研究院院长、《报告》主创
洪涛说。

如今，多样的创新型模式正在农产品
电商领域里遍地开花。据了解，网库集团
的“百家优品中国行”、国家城乡供应链创
新应用示范企业的各类实践、平阳县域电
商的数字化转型、一亩田的“灯塔行动”、
惠农网数字农产品品牌模式、数字农产品
“电商+保险”（如供销 e家、棉花交易市

场、832平台），各类互联网平台旗下的社
区团购、网络直播、“品牌+”等新模式都
在过去一年中不断迭代。

“近几年，社区团购已成不少中高风
险区居民物资保供的重要方式，未来也将
呈现常态化趋势，会与其他业态创新常态
发展下去。”洪涛说。《报告》也指出，社区
团购从快速发展到行业深耕，从之前的扩
大市场、吸引用户、拓展团长开始向内深
耕，各平台开始往农产品上行、供应链优
化、冷链物流和仓储建设、农村网点建设
等方向积极发力。

当前农产品电商已成不少地区县域
经济的新引擎。截至2021年9月，我国淘
宝村达到7023个，淘宝镇达到1598个。
对此，《报告》建议，未来县域电商服务中

心需顺应数字化趋势，转型为“数字乡村
振兴的数字服务中心”，为数字乡村振兴
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化的赋能服务。

未来我国农产品电商如何健康有序
发展？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
来说，农产品电商已从蓝海市场变为红海
市场，从快速发展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
期。目前迫切需要转变政策思路，从注重
电商销售转向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
提升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进一步夯实农
产品电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发展时必须绷紧规则这根弦，我
们要倡导将竞争对手变成竞争伙伴’的新
电商文化，避免同质化竞争，避免趋同投
资，避免重复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产
品电商发展模式。”洪涛说。 （人民网）

《2022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发布

网购平台与监管部门需“双向奔赴”
本报讯 张洁“五一”期间，生

鲜电商整体订单量增长。近日，笔
者从盒马、叮咚买菜、美菜网等平
台了解到，“五一”期间蔬果等民生
商品和预制菜品类销量均有不同
程度增长。其中，盒马预制菜销量
环比上涨500%，叮咚买菜蔬果等
民生商品和预制菜品类销量增长
达3倍。

盒马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五一”假期更多用户选择线上下
单，北京地区单量相比假期之前增
长超过30%。预制菜销量环比上
涨500%，宫保鸡丁、烤鱼、筋头巴
脑等菜品热销。“袋拎烤串系列”同
比增长近10倍，小龙虾实现超过3
倍增长。叮咚买菜业绩整体增长
为假期前的2倍多，蔬果等民生商
品和预制菜品类销量增长达 3
倍。应季的“拳击虾”等销量环比
增长近4倍，蔡长青等家常熟食销
量超预期。

节日期间，水果品类增长明
显。盒马方面介绍，平台水果品类
同比增长近五成，销量前三是泰国
金枕榴莲、大兴御瓜、进口金奇异
果。海鲜也是“硬通货”，整体增长
近一倍，鲜活皮皮虾、鲈鱼增长近
一倍，海白虾增长超过五成。

盒马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北
京地区延续取消堂食的政策，将根
据需求增加预制菜品类，动态调整
备货量。同时增加供给时令大分
量海鲜套餐，现捞现炒的小龙虾
桶、新鲜炸货，丰富市民选择。

从美菜网方面了解到，美菜开
通了绿色便民通道，为方便家庭客
户采购积极调整商品结构，上线小
包规蔬菜、米面粮油商品，并增加
预制菜等速食产品供应。针对家
庭实际需求，增加了料理包、冷冻
蔬菜、火锅丸子等品类几十种产
品，商品备货量较此前增长超10
倍，全力保障市民和餐厅食材的供
应和价格稳定。

“五一”生鲜电商
整体订单增长

转型与创新成农产品电商发展新热点

随着以电商平台、新零售为
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
民间传统手工小吃、博主秘制私
房菜等各类自制食品在朋友圈、
QQ群、微博、短视频平台上推广
出售的案例已屡见不鲜。“纯绿
色”“无添加”“全手工”“独家秘
制”等字眼赚足了“吃货”们的眼
球。然而，部分自制食品处于监
管的灰色地带，满足消费者口腹
之欲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食
品安全问题。出现网购食品安全
问题，网络平台应该承担怎样的
责任，又该如何加强平台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