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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章宁旦

　 红灯亮起，外卖小哥阿坤立刻刹住电动

自行车；与此同时，旁边几名外卖骑手无视

红灯，直接快速冲过马路。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广东省广

州市天河北路与体育东路路口见到的一幕。

  “新规出来之前我很少闯红灯，但超速

行驶很难避免；新规出来后，每次跑单我

都会想到要控制车速。”已经做了近4年外

卖骑手的阿坤告诉记者，新规倒逼自己更

加遵守交通规则，但他也直言：如果新规

得到严格执行，大多数同事的收入可能会

明显减少。

　 阿坤所说的新规，是指前不久出台的

《广州市网约配送行业公约》（以下简称《行

业公约》）。为配合该公约的出台，广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对一周

内有3次以上违章行为的外卖骑手实施全行

业停单一天以上限制；在一个周期（3个月）

内违章次数超过10次的骑手，或将列入黑名

单，实行全行业永久禁业。

  “设立违规次数累计制度，是一个机制

上的创新，对于违章外卖骑手具有一定的震

慑作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

彭澎说，从治理角度看，该新规踏出了实在

的一步，而后续的成效，取决于多部门联合

执行以及网约配送平台的配合。

逆行超速闯红灯

成部分骑手标配

  傍晚时分，位于海珠区的中大布匹市场

熙熙攘攘，电动自行车川流不息。这里是全

国最大的几个布料市场之一，也是广州电动

自行车最集中的几个区域之一。记者注意

到，车流中身穿外卖服的骑手的车速明显快

过拉布料的电动自行车。

  由于不少商户会经营到晚上七八点，加

上该区域紧靠居民区与高校，因此这一带晚

上外卖业务十分繁忙。

  在瑞康路与逸景路路口，记者看到一名

外卖骑手疾驰而来。趁着他停车的间歇，记

者问他为什么新规出来了还要超速行驶。

  该外卖小哥愣了下答道：“没事，现在查

得不严。”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在布匹市场开档口的周小姐告诉记者，

在她印象中，骑电动自行车的各种人群里，

外卖骑手是骑得最快的。

  “有一次，我开车来上班，碰到一名外卖

骑手与汽车抢道，在路口右拐时摔倒了，连

人带车滑了很远，差一点就被后面的汽车轧

到。”周小姐回忆说，那名骑手是从她后面超

车过去的，而她当时开车的车速大约是50公

里/小时。

　 违章行驶，害己害人。前不久，荔湾区的

吴女士在西华路走斑马线时，被一名外卖骑

手撞到了腰。报警后，交警在后台查询发现，

这名骑手在这之前已有3条违章记录。

　 抢道、逆行、超速、乱穿马路、人行道上

闯红灯——— 记者梳理近年来涉及外卖骑手

的多起交通事故，发现其中很多外卖骑手存

在上述违章行为。

　 “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划着手机看

订单，也是外卖骑手很常见的危险动作。”市

民赵先生对记者说，驾驶汽车看手机属于违

章行为，如果被摄像头拍到会被处罚，骑电

动自行车看手机是不是也应如此？

  在网上，很多网友表示自己遭遇过外卖

骑手擦身而过的惊险时刻。有网友称：交通

规则对一些外卖骑手来说几乎形同虚设，超

速、逆行、闯红灯等行为，简直成了部分外卖

骑手的标配。

  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发生外卖骑

手交通事故1.2万宗，其中有近半数是因为

逆行造成。在广州，2021年全市网约配送行

业交通违法查处量为13万宗，同比上升

278%。2023年广州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同

比上升63%。2024年以来，广州共查处外卖电

动自行车各类违法行为超过12万宗。

  “市民观察到的外卖小哥骑电动自行车

速度快，可能是车主去改装店进行了改装的

缘故。”在去年7月广州举行的电动自行车通

行管理措施的听证会上，广东省自行车电动

车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如是说，“国标限速25

公里/小时是否能满足外卖配送行业需求，

还需进一步探讨”。

  对此，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梁明昌表示，不宜对外卖配送行业做出特殊

通行安排。

  记者注意到，针对外卖配送行业交通违

章乱象，近年来广州有关部门始终关注并大

力整治，其中包括部门联动执法、曝光外卖

平台、约谈平台负责人，但相关乱象依然无

法禁止。

不超速就会超时

需多方合力解困

  “闯红灯、逆行、超速都不安全，我们都

知道这一点，可如果不这样做，有时候订单

就无法按时送到。我们也存有侥幸心理：道

路上违规的交通骑手那么多，总不至于大的

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我头上。”

  服务于越秀区某平台的外卖小哥阿贵

对记者坦言，是通过违章行驶来提高收入，

还是不违章而忍受收入减少，是外卖骑手心

中最大的难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规被行业和不少

媒体视为解决外卖骑手违反交规的“一剂猛

药”，但不少外卖小哥则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担心收入会受到影响。

 　据了解，为配合《行业公约》开展的整治

行动，将所有在广州登记上牌的外卖行业电

动自行车（行业蓝牌）均列为整治对象。整治

工作重点是压实平台责任，督促配送企业要

按照电动自行车最高速度25公里/小时合法

行驶可完成配送任务的标准，设定配送时

限、路线；同时，配送企业要补充优化配送人

员使用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的工作程序，强

化动态监测核验。

  “按照《行业公约》规定，一个计分周期

内出现1次违规，就将面临1天的全行业停业

限制。但考虑到《行业公约》的推行需要时

间，因此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按照1周内

如果出现3次违章，对该骑手实施全行业停

单1天以上限制的处罚。”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行业公约》，如果

外卖骑手一个周期内违规超过10次，说明该

骑手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到时将被广州全

体网约配送行业拉入“黑名单”，在本行业内

永久禁业。

  “根据《行业公约》内容，如果我在一个

平台因为交通违规被停单或者禁业，就等于

是被整个行业停单或禁业，换平台接单是行

不通的。这些都倒逼外卖骑手遵守交通规

则。”阿贵表示，避免逆行、闯红灯等行为倒

不算难，难就难在禁止超速。“按照电动自行

车25公里/小时的国标速度送单，很容易超

时。特别是中午高峰时段，餐馆出餐速度跟

不上，中间会耽误很多时间，超时几乎是不

可避免的，即使平台不扣钱，我们的收入也

会因为送的单少而减少。”

 　长期在天河路商圈送外卖的阿坤认为，

外卖平台应该优化计酬方法。

  “我所在的商圈，中午高峰时段，外卖员

一下子接十几个单子是很常见的，最近两天

我在高峰时段送餐，比以往大约少了三分之

一，相应的收入也会减少。现在还不知道平

台到时怎么算。”阿坤说，他希望在限速的同

时，平台的各种规则也要作相应改变。

　 对此，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科室负责

人表示，会要求网约配送企业制定合理的考

核规则，努力优化从业环境，不断完善保障

制度。

  “《行业公约》还明确提出，不得将‘最严

算法’作为外卖人员的考核要求，要通过‘算

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

在线率等考核要素，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

配送时限。”该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王先生向记者介绍，破解外卖

小哥“不超速就超时”的困境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多方合力。

  “一方面要强制平台制定合理合法的规

则，禁止将逆行距离设置为配送的标准时间

距离，摒弃“以安全换速度”的考核机制，如

果订单需要急送可以通过加价方式由平台

专送；另一方面要整顿对电动自行车违法改

装行为，推动电动自行车蓄电池与电机的标

准化；还应当通过宣传教育，让消费者通过

提前点餐等，为骑手送餐多留出时间。”王先

生说。

多部门协同共治

将新规落到实处

  “交警执法必不可少，平台制定更加合

理的规则也必不可少，同时法律方面的教育

也不能松懈。”对于新规，广州市人大代表曾

德雄认为新规要落到实处，需从交警执法、

平台规则、安全教育等方面抓起。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与市

公安交警部门系统共治，推动行业协会出台

了《网约配送行业公约实施细则》，全省首创

对违法骑手实施全行业停单封禁惩戒机制。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指导广州市道路运

输协会完善骑手管理系统，同时与广州市交

警和交管所等相关部门的交通违法信息库

实现实时对接，相关骑手因违章被交警部门

查处后，违规信息会推送到管理系统中。”广

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已联合市

公安部门召开行政指导会，重点督促配送企

业合法合理设定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限、路

线，补充优化配送人员工作程序，强化动态

监测核验。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到相关

平台企业和即时配送企业总部，书面告知要

明确整治具体要求，完善配送管理制度和配

送人员车辆管理制度规则。

　 为加强协同共治，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牵头会同广州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商务局等成立外卖电动车行业联合管

理工作专班，综合治理外卖行业交通安

全。工作专班以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为

切入点，督促平台完善绩效考核和派单安

全机制。工作专班每月一次开展对平台企

业的督导考核，检查平台企业对相关工作

的落实情况。

　 据悉，近期市场监管部门已会同公安交

警部门，对多个平台骑手站点开展了专项督

导检查，督促平台配送合作企业强化日常安

全教育培训。

　 为进一步做好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产

品质量监管工作，今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公告，将对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

池、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实施强制性产品认

证，即3C认证管理，自今年10月15日起受理

认证委托。2025年11月1日后，电动自行车用

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应当经

过3C认证方可出厂、上市。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目前正在开展相关

宣传培训和引导工作，推动企业申请3C认

证。预计从明年11月起，对不符合认证要求

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和充电器生

产、销售、进口等行为进行查处。”广州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正在街面执法的海珠交警大队李警官

说，依据相关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电池电

压不超过48伏，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如果

发现上路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机超标，交

警便会以违法改装为由依法扣留该车辆。

　 记者从某外卖配送平台得知，该公司正

在积极配合广州监管部门的要求，抓紧研究

制定有关外卖人员新的考核办法与派单安

全机制。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 本报记者   陈磊

  “成人女装尺码是不是越来越小了？！”天津市和平区的王女士近日

去商场买衣服，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惑和感叹——— 她看中了件T恤，按

照自己的身材要了件M码（160码）的试穿，结果发现根本穿不进去。

  类似的情况她已经遇到过多次，自己以前明明一直穿M码，可这两

年M码的女装似乎越来越小了，她一度怀疑自己太胖了要减肥，颇为焦

虑，可实际上自己的身材和体重这几年没怎么变过。

  “有一次，我试穿了下我孩子160码的T恤，穿上去完全没问题。我几

年前买的M码T恤也都能穿。”王女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自己身边不

少女性朋友也发现了这一现象。还有网友吐槽，自己92斤塞不进的成年

女装，35斤的妹妹穿正好。

  受访专家认为，一些商家以小码为噱头称“穿小码衣服是对女性身

材的检验”，鼓吹小尺码女装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要勇敢地监督商

家，对不合理的衣服尺码说“不”；在服装领域，我国发布了相应国家标

准，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生产服装。

成人女装尺码越做越小

  “今年女装真是小得荒唐。”

  在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视频吐槽。在视频中，一名年轻女性展示了

其所买的L码夏季女装吊带，可试穿时，身高168cm、体重不到110斤的她

完全套不进去，“之前L码一般54公斤至60公斤的人都能穿，现在的L码怎

么这么小”？

  浙江杭州的黄女士曾经是小码女装的受众，即便是身材堪称纤细苗

条的她也不喜欢如今一些商家推崇的“小码风”。她告诉记者，以前她去

店里都是买XS、S码的衣服，可今年夏天去一家品牌店买背心，竟然穿不

下M码的。“我这些年身材一直没变，没想到女装尺码竟缩水了！”

  “商家可以按照大众审美和用户需求设计服装，但不能‘乱改’尺码，

更不应该将缩小尺码作为商业模式推广。”黄女士直言。

  王女士对此深有同感：“当下，减肥已经成为女性群体的潮流，商家

还要将衣服的正常尺码做小，这会加剧女性的身材焦虑，甚至导致部分

女生病态减肥。”

  在北京市民张女士看来，一些商家故意将尺码做小，美其名曰“修

身”“好看”“穿小码衣服是对女性身材的检验”，实际上导致了女性被“尺

码霸凌”。“我近几年体重没怎么变，衣服的尺码却越穿越大，本来穿M

码，现在却要穿L码和XL码，有时候都不敢和朋友一起去商场买衣服，无

形中也产生了身材焦虑。”

  有一次，张女士试穿一件L码的衣服，结果还是显小，店员直接呼叫

仓库人员拿最大号的来，让她感觉十分尴尬。不过，她最近发现，大号童

装似乎可以成为成人女装替代品——— 她在某品牌童装店发现，160码的

上衣腰围80cm，穿上非常宽松舒适，而不远处的某品牌女装，160码的上

衣腰围只有62cm。

  不仅是线下品牌店，线上一些直播间售卖的女装尺寸也偏小。山东济

南的宗女士说，前段时间她在直播间买了几件衣服，寄到后都穿不下，后

来再买衣服，都要在主播给的尺码基础上往大一两码下单。宗女士告诉记

者，她测量发现，最近线上购买的XXXL码衣服胸围86cm、腰围77cm，而几

年前在专卖店购买的L码衣服胸围88cm、腰围78cm，比XXXL还“大”一点。

  记者近日走访了北京东城、西城的几家商场，发现不少商家都将很小

的紧身款衣服摆在柜台显眼处。一家写着“辣妹俱乐部”等广告语的商铺，

里面各种样式的T恤、连衣裙都很迷你，如一条160码的裙子，其裙子腰部

宽度甚至只和女性小臂长度差不多，单边还不到30cm。商家称，来这里买衣服的女性身材都很好。

  在某女装店，记者看到一款吊带背心款上衣（160码），经测量腰围仅60cm，且该商店的所有衣

服都是均码。当记者提出要给身高近160cm、体重近100斤的朋友挑件衣服时，店员建议买宽松版，

以免穿不下。

  “进来以为是走进了童装店，这么小的衣服成年女性怎么会穿得进去？”正在该女装店等待女

朋友选购衣服的男生说，终于知道自己身材匀称的女朋友为啥老喊着要减肥了，“应该和服装店

衣服尺码缩水有点关系”。

  此外，记者注意到，社交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小码风、BM（Brandy Melville，一种主打适合够

瘦够薄女孩的服装）风。记者在某社交App上搜索“BM穿搭”，随即跳出不少帖子，如“BM风上身

款合集”“做一个BM女孩”等。

  “我净身高170cm，体重不到105斤。”一名看上去很瘦的博主在其账号分享试穿BM风衣服的

体验，仍“感觉自己真的很壮，会有想更瘦一些的冲动”。

畸形审美利益导向叠加

  女装尺码越做越小，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还是刻意制造“身材焦虑”？

  受访专家认为，女装尺码越来越小是畸形审美观以及利益导向所致。

  “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一些商家故意把女装尺码越做越小，必然是因为有利可图，这是市场

选择和某些舆论引导的综合体现。”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刘秋岑说。

  她进一步分析说，一方面，商家尺码越做越小，博主穿小码服装引流，都是因为有爆点，有人

愿意为此买单；另一方面，这些商家和博主通过宣传再次加剧普通人的自我怀疑和焦虑——— 仿佛

全网都是模特身材的人，自己穿不进小码衣服就是不健康、不美，甚至会以不健康的方式盲目减

肥、追求所谓“完美身材”。

  在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任方洁看来，女装尺码越来越小的根源是当下比较流

行的“白瘦幼”审美观。这种审美标准催生了一种“虚荣尺码”的营销策略，它利用消费者迎合所谓

主流审美的心理，从而进一步增加小尺码服装的销量。

  在她看来，“白瘦幼”审美观是对男性视角审美的趋同，商家们以小码为噱头，称“穿小码衣服

是对女性身材的检验”无疑又站在了错误角度看问题。一些女性消费者因此被不良网络风气

PUA（精神控制），从服装的消费者成了服装的“奴隶”。

  “‘穿衣自由’是基本的人身权利，鼓吹试穿小码衣服的商业手段，是对穿衣自由的禁锢、对女

性身材的‘霸凌’。利用‘白瘦幼’审美绑架女性，大力营销小尺码女装、贩卖身材焦虑，违反了企业

活动的非歧视原则。”方洁说。

完善制度实行标准尺码

  女装尺寸是否有相关标准？

  方洁介绍说，我国女装服装号型的国家标准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最早在1981年，依据

当时全国人体体型测量的数据结果制定了女装号型标准；1991年，相关部门发布了系统的初版服装

号型国家标准，该标准是强制执行的；1997年，我国对服装号型国家标准进行修订，改为推荐标准。

  “女装服装号型标准最近一次全面修订是在2008年，由《服装号型女子（GB/T 1335.2-2008)》代

替之前的GB/T 1335.2—1997，其标准并没有太大变动，依据的人体体型数据仍然来源于之前的测

量结果。”方洁说，当服装标准已无法适用女子体型、审美的变化，而推荐标准又只是商家的参考

数据，那么服装尺码标准的“决定者”便逐渐变成了一些追逐市场利益的商家，越来越小的女装便

这样产生了。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随着女装的不断“缩水”，许多女性不堪其扰，甚至出现了一些女性减

肥瘦身，只为了能挤进令人咋舌的狭窄尺码衣服的现象。

  在刘秋岑看来，要想解决女装尺码问题，就不应该提倡把衣服尺码与身材标准绑定，以此桎

梏审美、桎梏社会评价标准，过于追求小尺码女装，会有越来越多女性为追求极致而不惜牺牲健

康。社会应该认可多样的美。

  方洁发现，令人欣慰的是，当下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女装尺码越做越小是一种不合理的现

象，很多女性已敢于对小尺码女装说“我穿不进去，但不是我的问题”。

  “应当正视国家推荐标准过于陈旧已无法适应女子体型变化的现状，建议相关部门对全国人

体体型数据进行更新，据此修订服装号型标准。”方洁建议，虽然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畸形的服装

尺寸进行立法上的规制，但监管部门面对服装尺码乱象可以选择通过试点的方式，对各大流行服

装品牌集中要求实行标准尺码，引导和推动服装行业建立更加健康和积极的行业规范。

  “当消费者发现服装尺寸已经小到不符合大众身材标准时，可以向市场监管等部门反映，服装

尺码的异常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产品质量的不合格，消费者协会等应当主动去发现并解决。”在

方洁看来，商家鼓吹小尺码女装涉嫌违反广告法，严重的甚至涉嫌对消费者的欺诈。对商家涉嫌违

反广告法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对商家涉嫌欺诈的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向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和举报的方式进行维权，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对自己的权利进行维护。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应当考虑妇

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可以看到，现在公共场所中

母婴室、女厕所等公共设施的配置越来越完善。女性服装方面的问题也需要社会予以正视，公平

合理对待。”方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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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违章或入黑名单全行业禁业

  ● 交通规则对一些外卖骑手来说几乎形同虚设，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行为，简直成了部分外卖骑手的标配。公开数据

显示，2023年全国发生外卖骑手交通事故1.2万宗，其中有近半数是因为逆行造成

  ● 广州出台新规，对一周内有3次以上违章行为的外卖骑手实施全行业停单一天以上限制；在一个周期（3个月）内违

章次数超过10次的骑手，或将列入黑名单，实行全行业永久禁业

  ● 以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为切入点，督促平台完善绩效考核和派单安全机制，合法合理设定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限、

路线，补充优化配送人员工作程序，强化动态监测核验

广州外卖骑手新规落地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