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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温远灏

  在外卖平台上点了肉末茄子煲、小炒肉和米饭，

胡佳算了算，又加了西红柿炒蛋和手撕包菜。外卖送

到公司，吃完中午饭，菜和米饭都剩了不少，考虑到晚

上一般不吃饭，胡佳便把剩菜都扔进了垃圾桶。

  这是上周在北京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的胡佳经历

的一次外卖点餐。她向《法治日报》记者坦言，在点餐

时就预料到肯定吃不完，但“满减优惠”让她不得不点

这么多菜——— 肉末茄子煲、小炒肉和米饭一共47元，

按照商家“满45减5”，需要支付42元，而加上西红柿炒

蛋和手撕包菜一共70元，按照“满70减23”，需要支付47

元，“相当于花5元多点2个菜”。

  这样的规则让胡佳每次线上点餐都精打细算半

天，但很少会想到点多少就够吃了。“浪费确实不应

该，但如果不是这种‘满减优惠’政策，每个菜商家直

接便宜点，我也不至于点那么多。”胡佳说。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

的变化，外卖点餐等线上消费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

餐饮消费的重要形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

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5.21亿。

  线上点餐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因“满减优惠”、

货不对板、包装破损等导致的粮食浪费现象也层出不

穷。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外卖餐饮浪费问题不容小觑，

餐饮经营者和外卖平台应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

量点餐，比如在平台推出“菜量自动提醒”功能，或在

平台页面上提供食品分量、规格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

信息，最终通过监管部门、餐饮经营者、外卖平台和消

费者的合力，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时代新风尚。

为了享受满减优惠

很多顾客超量点餐

  单人牛肉盖饭套餐30.2元（原价42元）、砂锅扁豆

18.3元（原价38元）、包装费3元，折后共计50.5元……胡

佳打开外卖平台上的商户，开始认真计算和对比。

  满减折扣、神券、红包……各种优惠券，让胡佳点

餐时小心翼翼，“有时候，多点一个菜或一瓶饮料，达

到一定金额后使用这些优惠券，最后实际付的钱比少

点个菜还便宜”。

  胡佳的饭量并不大，但因为满额赠送、满减折扣

等规则，她在线上超量点餐成了常态。胡佳告诉记者，

据她观察，因各种原因，身边人叫外卖“吃一半扔一

半”的现象较为普遍，浪费严重。

  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桥附近随机采访了多

位线上餐饮消费者。大家一致认为，一些外卖平台和

商家推出的满减优惠和起送费，成为消费者超量点餐

的幕后推手；在点得越多越便宜的引导下，很多人往

往会不自觉地“超必要”点餐。

  “还有，一些商家推出的小份菜、半价菜，菜量少

了一半，价格却没降多少，性价比不高，不划算，还不

如点大份菜，哪怕吃不完。”一位消费者如是说。

  记者在多家外卖平台上看到，满减优惠几乎是平

台和商家的“标配”，一些商家还推出满多少额度+0.5

元（或1元）送小吃、饮料等活动，让人看着很有诱惑

力。多位消费者称，为“贪小便宜”多点了个菜，结果菜

和小吃都没吃完。

  对此，一外卖店家告诉记者，平台入驻商家多，竞

争加剧、成本压力加大，商家必须想方设法增加销量，

有时不得不参加一些免运费、打折活动，如满25减5、

满52减18、满88减30等优惠活动。“满减活动自然是鼓

励大家多点餐，至于会不会造成浪费没有考虑太多。

大家都在搞，如果我们不搞，客流量很容易下降。”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田甜也经常点外卖，她告诉记

者，线上点餐浪费不仅限于饭菜，还有大量自制或山

寨饮料。一些商家点满一定额度免费送饮料，其中不

少饮料的牌子从没听说过，有的是“三无”产品，往往

喝一两口就扔了。

  “给顾客送饮料可以减少店铺差评。”一位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原本很多外卖的套餐都赠送例汤，但外

卖员配送例汤时容易洒出，影响顾客用餐体验，甚至

招来差评。为此，一些商家用饮料代替例汤，但大牌的

饮料价格太贵，所以一些商家用廉价的饮料甚至小作

坊生产的饮料。反正是免费送的，消费者直接扔掉也

不觉得吃亏。

标识不清货不对板

导致食物白白浪费

  记者注意到，外卖菜量标识不够明确，缺乏必要

提醒也是造成超量点餐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位消费者反映，线下点餐时，服务员往往会根

据人数给出菜量提示，消费者也可以向服务员详细询

问分量、口味等细节，从而做到适量点餐。而在点外卖

时，消费者看不到实物，单从商家给出的餐品图片上

难以估计菜量，常有吃不完、剩很多的现象。

  “虽然内心并不希望浪费食物，但为了保险起见，

防止不够吃，还是会倾向于宁多勿少，从而造成超量

点餐。”田甜说。

  记者在一外卖平台上随机选取15家中式餐厅统

计发现，其中12家在菜品说明中没有标识原料、分量

或标识不全；大部分“一人食”“两人份”套餐中，都没

有标注菜品具体分量。

  田甜说，在她经常光顾的一家米粉店里，无论是

经典鸡肉炒米粉还是泡菜鸡肉炒米粉，原料表中都只

有米粉、鸡肉，其他配料都没有标明，也未标明整体分

量。“虽然里面标明了鸡肉，但实际上用的是鸡肉汁，

因此通常额外加点一份鸡肉，吃到一半基本就饱了。”

  记者搜索外卖平台发现，不少商家已经在菜品详

情页面提供了诸如“小份”“一人食”等选择，但是米

饭、馒头等主食几乎都无法选择分量。

  此外，一些消费者对外卖的原料、口味、制作工艺

等不甚了解，收到外卖后才发现不符合自己的消费习

惯和口味，或货不对板、食材质量不过关、商家没看备

注等情况，同样会导致浪费现象。

  北京一高校大学生孙迪向记者吐槽道，有的外卖

商家挂羊头卖狗肉，她在点餐时看到的图片非常精

美，收到外卖后却大失所望。尤其是有的食材一吃就

觉得不新鲜，油的质量也可能有问题，味道特别差，没

吃两口就扔了。

  “我不喜欢吃葱姜蒜，每次点外卖时都会在订单

上备注‘不吃葱姜蒜’，但有的商家根本没注意，收到

的外卖里还是放了很多葱姜蒜，根本没法吃。”孙

迪说。

  胡佳对此同样深有体会。她举例说，前几天

她点了一份网红烤鸭，评论区里好评如潮，收货

后却发现，烤鸭早就凉了，而且卖相很难看，与图

片上的相差很远，吃起来还有一股腥味，“严重怀

疑好评是刷出来的”。

及时发布提醒信息

有效避免超量点餐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餐饮经营者的法定

义务。”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思瑶说，外

卖餐饮浪费问题不容小觑，只有有效遏制外卖浪

费，才能形成反食品浪费的责任闭环。

  根据反食品浪费法，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

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餐饮外卖平台应当以

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餐饮服务经营者

通过餐饮外卖平台提供服务的，应当在平台页面

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分量、规格或者建议消费人

数等信息。否则，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餐饮经营者和外卖平台应积极履行提升餐

饮供给质量、公示外卖食品信

息、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

点餐等法律义务，充分满足消费

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浪费

规避权，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

理性消费，让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成为时代新风尚。”刘思瑶说。

  为有效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联合7家行

业协会、学会、商会共同发出“厉

行节约经营者有义务，反对浪费

消费者有责任”倡议，呼吁提升

外卖场景餐饮品质，减少食物浪

费。鼓励有条件的平台和餐饮经

营者在线上点餐环节推出“菜量

自动提醒”功能，在消费者设置

用餐人数后根据不同就餐情况

给出菜量提示，帮助消费者进行选择。鼓励餐饮外卖

平台结合动态点餐数据信息，在消费者点餐下单全流

程发布提醒信息，倡导适量点餐、绿色消费。

  在刘思瑶看来，线上点餐推出“菜量自动提醒”功

能，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进一步细化，有助于外卖平

台和餐饮经营者提示义务的落地落实，减少消费者的

信息不对称，有效避免超量点餐。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园星同样认为，餐饮

经营者和外卖平台应当多承担信息公开和提示责任，

与消费者高效沟通，补足消费者在外卖消费信息方面

的短板。

  “除了菜量提醒外，还要进一步完善精细服务，重

视和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口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防止菜品不合口味造成浪费。”代园星说。

  代园星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针对外卖餐饮浪费

问题加强监管，积极查处外卖平台或餐饮商家未履行

防止食品浪费提醒义务以及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

餐等问题，夯实法律红线，倒逼相关责任主体增强反

浪费意识，规范营销行为。

  采访中，有消费者提出，商家应该更加科学合理

地设置“满减优惠”等促销机制，避免不合理促销竞争

导致不合理点餐，进而产生浪费。

  反对浪费，经营者有义务，消费者同样也有责任。

  倡议强调，广大消费者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

也有责任牢固树立节约粮食的意识，把“光盘行动”作

为一种时尚，从自身做起，做制止餐饮浪费的“先行

者”；外出就餐、外卖按需点餐，剩余饭菜打包带走，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做制止餐饮浪费的“践行者”；对

违背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的餐饮浪费行为要积极举

报反映，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

  “避免浪费人人有责，只有监管部门、餐饮经营

者、外卖平台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才能实现反食品浪

费机制的全覆盖。”代园星说，无论社会倡导还是商家宣

传，最终都离不开消费者自觉的行为，消费者应该自觉

树立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观念，根据自身需求点餐，切

实做到珍惜每一粒粮食，实现“线上光盘行动”。

（文中田甜、胡佳、孙迪均为化名）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厉行节约用餐，制止餐饮浪费对

于倡导社会文明、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日

报》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各

地多措并举密集开展制止餐饮浪

费行动。

  ——— 福州市市场监管系统

响应国家反食品浪费的号召，

迅速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执

法行动，做好反食品浪费宣传，

监督商家严格遵守反食品浪费

相关法律，为消费者供应适量

饭菜。

  ——— 厦门市场监管部门积极

推广“小份菜”“半份菜”“网络点

餐明示食品重量”等做法，以醒目

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主动

提供打包服务，倡导使用可降解

打包、外卖餐盒餐具；围绕压实平

台责任，规范外卖行为；治理诱导

过度消费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

成；引导平台建立健全外卖餐品

描述、外卖点餐消费提示、消费教

育引导、优化商家管理服务等制

度机制；倡导平台探索建立对商

家的正向激励制度。

  ———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关于推行制止餐饮浪费“红黑

榜”制度的通告》，明确对拉萨市

餐饮服务经营单位实施制止餐饮

浪费“红黑榜”制度管理。该制度

适用范围包括拉萨市区内在营的

各类餐饮服务经营单位（含企事

业单位食堂）。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结合“随机查餐厅”行动，联合各县（区）市场监管

局每月组织执法人员对各类餐饮服务经营单位开

展随机抽查，检查结果纳入“红黑榜”评比范围。拉

萨市市场监管局、自治区烹饪餐饮饭店业协会根

据每月检查情况评定“红黑榜”名单并定期公示

曝光。

  ——— 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对基层市场监管所负

责人、美团平台、部分食品经营主体及外卖骑手等

从业人员进行集中培训，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食

品安全创城考核标准落实各项工作，运用国家标

准规范外卖和餐饮供应管理，将珍惜粮食、反对浪

费纳入从业人员培训和考核内容。

  ——— 玉林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学校、幼儿园、

餐饮业代表作制止餐饮浪费承诺宣誓，培训餐

饮从业人员2516名，引导广大餐饮业经营者和

消费者自觉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培育文明

新风尚。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还通过开展“光盘行

动”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农贸市场等活

动，通过微信平台、科普微视频、主题宣讲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群众形成科学、理性、

文明的消费理念，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营

造“厉行勤俭节约、抵制餐饮浪费”的社会共识

和良好风尚。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整理）  

记者调查线上超量点餐导致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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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享受优惠，线上点餐“一点再点”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防止和减少餐

饮浪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从八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推进反餐饮浪费工作

落实落细，包括严格明码标价、推行明白标量、减少宴

会餐饮浪费、完善用餐评价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倡导

节俭风尚、持续宣传引导、加强督促指导等。

  多位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国家

发展改革委专门就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发布公告，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于深入推动我国餐饮行业多元

治理、有效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行为、倡导文明健康

节约的食品消费方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有利于积极

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道德风尚，切实维护

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行为规范更加明确

合规激励效果更好

  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到，目前我国餐饮企业近

1400万家，其中2022年新增注册企业超过200万家。对

于如此庞大的商家主体，又该如何落实主体责任？

  “《征求意见稿》要求餐饮企业严格落实明码标价

规定，禁止设置最低消费，推行明白标量，减少餐饮浪

费，这些要求均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法律依据，

是对餐饮企业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的一种提醒、警示与

划线。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餐饮企业，有关部门可以

依据反食品浪费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即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罚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

室主任席月民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

究员孙娟娟看来，餐饮企业是反餐饮浪费的重要主

体，在防止食品浪费方面需要积极履行法定义务。根

据反食品浪费法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有义务采取一

系列措施来防止食品浪费，包括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

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提供团体用餐服务时将防止食

品浪费理念纳入菜单设计等。此次《征求意见稿》实则

针对规模用餐及其餐饮服务经营者进一步重申并细

化了相关举措，这使得相关餐饮服务经营者在履行反

食品浪费法时有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范。例如，法律

规定的“合理确定数量、分量，提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

选择”在《征求意见稿》中体现为宴会菜品允许消费者

选择不同规格、分量。 

  “对于商家来说，反食品浪费已从社会责任上升

至法定义务。这意味着商家需要将反食品浪费的举措

要求纳入其合规管理。除了违规处罚，合规激励更有

助于提升商家积极性。这既包括政府在制度配套时考

虑反食品浪费的执行情况，如信用监管；也包括发挥

市场力量，如政府的公务接待和消费者的宴会选择，

优先考虑在反食品浪费方面卓有成效的餐饮企业。”

孙娟娟说。

  席月民提出，《征求意见稿》重点呼应了反食品浪

费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价格法的执法实践需求，

这些内容对餐饮企业、餐饮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以

及相关政府部门等主体提出了一系列反食品浪费要

求，做到重点突出、正面引导与反面划线相结合。

  “在反食品浪费执法中，如何认定是否构成餐饮

浪费行为，商家如何举证证明，如何解决有关争议

等，这些问题都是执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现行法律

体系和法律制度已经作出细致规定，《征求意见稿》

没必要进行重复规定。”席月民说，如何从根本上转

变餐饮企业和消费者不良的思想观念、消费方式、消

费习惯，积极开展经营者和消费者教育，帮助经营者

和消费者真正养成勤俭节约、保护环境的美德与习

惯，真正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是未来需要重点注意解

决的问题。

  在他看来，必须依法建立健全反餐饮浪费综合治

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其难点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政府与餐饮企业的关系，把政府引导、部门监督与

企业内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做到单位主

责、人人有责。

建立信用评价机制

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提出，浪费将被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那么该如何建立奖惩机制和

信用等级评价机制，又该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体

系呢？

  对此，孙娟娟提出，从现有的消费情况来看，餐饮

环节的食品浪费现象依旧存在，如违规设置最低消费

屡禁不止。鉴于此，《征求意见稿》试图通过更为明细

的举措来督促包括餐饮服务者在内的各类商家加大

执行力度。宴会套餐、单桌1500元以上（不含酒水）的场

景细化也为商家的合规管理和政府的监督检查提供

了更为明细的标准。

  “诚然，这增加了商家的合规管理成本，但与可能

出现的1499元套餐的规避行为相比，提供多元菜品选

择、注重菜品质量提升，更迎合当前日益多元化、个性

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孙娟娟说。

  席月民则认为，建立和完善奖惩机制和信用等级

评价机制，对依法预防和减少餐饮浪费行为具有重要

激励、约束和保障作用。其中，奖励需要在奖项设定、

评奖程序、评奖标准、评奖决定以及颁奖等方面出台

具体细则，惩罚则需要在责任认定、处罚程序、处罚标

准、处罚决定、处罚救济等方面给出明确依据，奖惩机

制可以是一体的，也可以是分开的，其关键在于奖励

是否具有吸引力，惩罚是否具有威慑力。

  “反食品浪费的监管体制是多头型监管，国务院

发展改革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等都具有一定监管权力，在北

京、河北、山东等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中，对教育部

门、卫生健康部门以及文化和旅游、城市管理、国有资

产管理、机关事务管理等其他部门的监管职责也作出

了相应规定，因此实践中避免多头重复的奖励和处罚

至关重要。在信用等级评价机制中，为保证评价结果

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权威性，引入第三方主体评价机

制更为重要。在社会监督体系方面，把反食品浪费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举报制度落到实处是关键，在这一

方面，应积极鼓励和保护实名举报。”席月民说。

宣传普及营养知识

树立绿色消费理念

  反对食品浪费，除了商家外，其他主体也应该积

极作为。

  孙娟娟说：“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家的行为影响具

有市场指向性，即所谓的用脚投票。因此，反食品浪费

法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

理念。理念影响行为选择，但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

就。因此，法律提及的防止食品浪费知识、营养知识的

宣传普及、勤俭节约的习惯养成以及科学的饮食习

惯，都可以通过食育的系统化来助力个体自小形成文

明、健康、理性和绿色的消费理念。”

  席月民也认同消费者在反食品浪费中的重要作

用。“消费者要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

在日常饮食消费中爱惜粮食、按需取餐，避免舌尖上

的浪费。在公务接待用餐中，接待单位要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标准，坚决摈弃爱面子、搞

排场等接待陋习，自觉执行预算标准并接受社会监

督，杜绝公款吃喝浪费现象。”席月民说。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成升魁补

充道，反对餐饮浪费务必形成社会氛围，学校要培养

学生勤俭节约的习惯，各个行业也要制定与之相关的

措施来抑制餐饮浪费。

国家发改委就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征求意见 专家建议

用信用评价机制压实餐饮企业责任

依法整治餐饮浪费

《浪费隐患》 漫画/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