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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价”并不优惠

　　近日，多个电商平台推出类似“顺手买一件”的功能，购
买商品结账页面最下方会出现一件推荐商品，用户可以直
接勾选后一起付款。经过测试发现，这件被推荐的商品比
较随机，且无法查看具体商品详情。
　　打开某购物平台的APP，记者随机挑选了食品、服
饰、家居用品等不同品种的商品并下单，结算页面均出现
了“顺手买一件”的推荐。其中有化妆品小样、美妆代购
商品、零食等，每次推荐的商品都不一样。这些“顺手买
一件”的商品虽与选购产品没有关联，但均是记者测试账
号平时经常浏览的内容，这一推荐机制，让消费者很容易
“顺手下单”。
　　不过，“顺手买一件”的产品无法查看商品详情，结
算页面只显示了商品的店铺、净含量和顺手价，除非是下
单购买或退出付款页面去搜索这些顺手买的产品才可以查
看原价及其他详细介绍。
　　不少消费者认为“顺手买一件”的价格应该更优惠，
但实际上，不少商品的定价普遍高于直接购买价。比如100
毫升颐莲玻尿酸补水喷雾顺手价18.9元，直接购买价仅需
14.9元；5毫升的兰芝隔离小样顺手价为7.5元，原价7.5元；
一盒fifi8蛋白质巧克力顺手价15.9元，比原价高出6元。
　　记者查看“顺手买一件”的用户协议，发现其中并没
有对“顺手买一件”商品的定价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平台
设置的“顺手买一件”活动规则，当消费者选购的商家商
品订单总金额达到该商家设置的活动门槛，将有机会参与
“顺手买一件”活动，可以以优惠价格换购商品，但这优
惠价格究竟是否高于平台直接购买的价格，协议并没有给
出明确说法。

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

　　实际上，“顺手买一件”的商品还存在以次充好、临期食
品、缺斤短两等问题。
　　有顺手购买过补水喷雾的消费者评价是：“劣质产品”
“过敏”“有股味道”；有顺手购买过蛋白质巧克力的消费者
评价说“日期不好”“不划算”“过保一大半”；有顺手购买过
封面标注一大袋大米的消费者表示“到手只有7两”。
　　还有用户表示，“顺手买一件”的商品质量差，还难
以维权，购买体验不好。“网上买个自行车座垫，在快捷
下单页面，有推荐顺手下单一把小车锁，就买了一个。买
的时候没法点进详情页去仔细分析商品是否靠谱。结果质
量很差，只有密码没有钥匙，锁坏了都没有备用的钥匙能
打开。我去问客服，客服让去帮助里反馈，帮助里反馈完
了，又让我去找客服。维权太难了。”最终，该消费者认
为，这个价格为10元的小车锁，退货产生的运费可能都高
于原价，只好作罢。
　　对于电商平台的“顺手买一件”存在的诸多问题，网经
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顺手买一件”推荐的
商品不让消费者查看价格和详情，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
应该督促整改。该功能虽然有利于商品推广，但平台的销
售规则还不够完善，平台需要倾听消费者的心声，完善内
容。“顺手买一件”一般都是低价商品，如果暗藏假冒伪劣商

品，对于平台和消费者来说都不公平，甚至会造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互联网分析师信海光表示，消费者在电商
平台可能是有目的的购物，但当买完目标商
品要结账的时候，系统通过大数据按其以往
购物偏好推送一些商品，消费者极可能顺手
加到付款列表，这样就实现了营收的增加。
因此这种模式短时间内就在多个电商平台
流行起来。

　　不过，“顺手买一件”多是一些消
费者只看价格而无需过多思考就

能决策的商品，产品详情也不方
便跳转查看，这就为部分店

铺、商品价格造假、品质造
假提供了空间。如果不

及时治理，会影响消
费 者 对 平 台 的

信任。
 据《北京
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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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不少网友对多个购物平台新推出
的“顺手买一件”功能提出质疑，称以“优惠
价”加购的商品其实并不优惠，甚至定价高
于直接购买价格。还有消费者反映，“顺手
买一件”的商品还存在质量差、缺斤少两等
问题。

　　5.9元两个面包、12.9元三份寿司……商家
将当天没有卖完的食物随机搭配，以优惠价销
售所谓的“剩菜盲盒”。这种食品盲盒销售形
式如今悄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兴起。
“剩菜盲盒”里都有些什么？其食品安全能否
得到保障？这样的盲盒你会买吗？

初衷是为减少浪费

　　今年26岁的湖南长沙市民孙女士是“剩菜盲盒”的常
客，她从去年开始“尝鲜”。“我是在短视频平台刷到的
信息，然后发现长沙就有‘剩菜盲盒’销售。我第一次花
12.9元买了两个欧包，拿回去当早餐很合适，之后就经常
买。盲盒的乐趣就在于你也不知道最后能买到什么，每天
的早饭也都不一样。”孙女士说。
　　记者对比多个“剩菜盲盒”小程序发现，盲盒产品主要
是面包、寿司和卤味，还有水果、奶茶等，其中有商家是知名
连锁烘焙店；盲盒产品可以通过预约或线上购买的方式获
得，取货时间多在晚上6时30分之后。
　　根据公开信息，国外在几年前就出现了销售“剩菜盲
盒”的应用软件。随后，这种销售模式逐渐在国内多个城市
走红，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等，惜食魔法袋、米粒
盒子、趣小袋等本土化平台走进年轻人视野。
  据业内人士介绍，鲜食类门店很难做到销量与预估产
量完全匹配，这催生了“剩菜盲盒”的落地。惜食魔法袋平
台负责人孙国民称，他们的初衷就是解决食品浪费问题，也
可以让消费者以较实惠的价格买到“魔法袋”。

盲盒装的多为临期食品

　　目前，国内“剩菜盲盒”以临期食品居多，一般为餐
饮商家当日未售出的库存和快到期的食品，因此商家通常
规定消费者在下单10分钟内，或距离截止取货时间至少5小
时才能取消订单，否则无法取消和退款。对此，也有消费者
称，如果买到不合自己口味的食品，反而会造成浪费。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门店在消费者到店取货前，
已经完成了装袋工序，由于“剩菜盲盒”多是现烤现制食
品，因此包装上通常不会标注生产信息。消费者不仅看不
见食品，连应该标注的配料表、保质期、保存条件等信息
也通通在外包装上消失了。
　　采访中，有消费者告诉记者：“买过好几次，其中一
次踩了坑，开到的盲盒食品都是自己不爱吃的，而且味道
也不好。”在这位消费者看来，销售“剩菜盲盒”的商家
良莠不齐，有的会糊弄消费者。还有消费者担心食品里面
含过敏物质或者买到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吃完后可能引起
肠胃不适。

应坚守食品安全底线

  食品到底能否以盲盒形式销售呢？
　　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
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中规定：“食品、化
妆品，不具备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条件的，不应当
以盲盒形式销售。”《指引》同时强调，食品经营者在从
事食品销售、餐饮服务过程中附赠其他盲盒商品开展促销
活动的，应当遵守反食品浪费法有关规定。餐饮服务经营
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在能够保障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遵守反食品浪费
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可以以盲盒形式销售食品。”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认为，“剩菜
盲盒”为没有成功交易的食品类商品提供了再次
销售的可能，如果这种模式能够良性发展，有
助于商家降低经营成本、消费者买到性价比高
的食物，同时减少食品浪费。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表
示，食品以盲盒形式售卖是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在考虑食品能否以盲盒形式售卖时，
应当综合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
护等多项条件。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
对“剩菜盲盒”销售的监管力
度，完善相关规则和规范，明
确“剩菜盲盒”销售的标准
和要求。
  消费者购买“剩菜
盲盒”时应合理预期
所 获 得 的 产 品 价
值，理性对待盲
盒 销 售 。 据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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