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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打包费有时候真让人不知道钱花在
了哪里！”日前，北京海淀某高校的大四学生李
秀向记者反映，她和同学常点的一家麻辣拌店的
打包费收得不明不白——“点0.01元的素菜福
利，能多加一片青菜，但订单同时增加了1元的打
包费，连选择口味都会再被收取1元打包费，不仔
细看很容易忽视。”她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家住北京昌平回龙观的卢女士的外卖订
单也显示：一份酸菜鱼加上一份米饭，店铺优
惠后全单共35.3元，其中打包费3.5元，餐具包
再另收0.3元。“这些费用超过餐费的10%。”卢
女士感慨，“原来我在外卖打包费上花了这么
多钱。”

选个口味也要收打包费、收取打包费但不
一定提供包装、到店自取与外卖打包费用不一
致……不少消费者表示，能接受外卖包装的成
本，但打包费经常是一笔“糊涂账”，让人摸不
着头脑。

“早餐的茶叶蛋每个收取1元打包费，买两
个就是2元，送到一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河
南郑州的周女士感到疑惑，“那我的打包费究
竟花在了哪里？”

这类情况在烧烤外卖订单里更为明显。
消费者王天雨收到一份外卖炸串后发现，订单
页里，打包费每串收取0.3元，自己点了十几种
不同菜品，打包费叠加，而实际到手只有一张
锡纸包在一起。

也有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奶茶饮品存在多
杯叠加收取打包费的情况。而如果到店购买
奶茶，同样的包装却不收打包费。

采访中，提到打包费，一些商家表示也有
“委屈”。北京市东城区一家羊汤店的店长解
释道：“餐盒、打包袋、一次性筷子、汤匙都有成
本，再加上平台的订单抽成、消费者的红包补
贴，为了补回成本，打包费会加一点。”

对此，消费者并不买账。卢女士认为：“外
卖餐盒批量采购，成本并不高。如果是因为活
动和红包补贴，商家可以不参加，而不应把成
本转移给消费者。”

对于外卖打包费的收取标准，河北厚诺律
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表示，消费者有权获得质
量保证、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商家在收取打包费时应明确告知。他提醒道：

“一些商家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看似写明了

相关类目及费用，但并未标明该服务的具体内
容、包装方式及规格等信息，本质上仍不属于
明码标价。一些商家企图用‘浑水摸鱼’的方
式在消费者不知情的状况下多收取打包费，有
变相强制消费之嫌。”

雷家茂建议，平台要进一步规范外卖打包
费，商家要综合商品特性，餐食、打包袋的实际
用量等因素合理计价打包，并明确告知消费
者。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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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我国宠物数量的稳步增长，宠物市场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繁荣景象。萌宠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吸引了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关注和投入。据《2023-2024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消费报告）》显示，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在2023年已达到惊
人的2793亿元，并有望在2026年进一步攀升至3613亿元。

在宠物经济的浪潮中，智能养宠设备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受
到了广大宠物主的热烈追捧。定时喂水机、喂食机以及智能猫厕
所等智能化产品，以其便捷性和智能化特点，极大地提升了宠物
主们的养宠体验。这些设备的出现，不仅满足了宠物主们对于高
效、智能养宠的需求，也为宠物提供了更为舒适和健康的生活环
境。

业内人士分析，智能养宠设备的兴起，不仅反映了消费者对
于宠物生活品质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科技创新在宠物行业中的
深入应用。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养宠
设备的功能将更加丰富和完善，为宠物主们提供更加全面、个性
化的服务。

同时，智能养宠设备的热销也带动了宠物用品市场的快速增
长。相关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宠物用品市场规模在未来几
年内将持续扩大，预计2024年将达到443.4亿元，到2025年更有
望突破484亿元。这一趋势表明，宠物用品市场正迎来巨大的发
展机遇，未来潜力巨大。

此外，随着宠物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宠物主们消费观念的转
变，宠物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大品牌纷纷加大研发力度，
推出更多创新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宠物行业也面临着新
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关
注的焦点。

在智能养宠设备的推动下，宠物市场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
势。未来，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
宠物经济将继续焕发新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 来源：中国商报

宠物经济持续升温
智能养宠设备成市场新宠

小包装化妆品产业链条的系统性改
造与创新性重组，需要研发、设计、生产、
包装、材料、质量管理等各个环节协同配
合、同向发力，这是消费品质升级、化妆
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生产经
营者计长远、算细账，把钱花在满足消费
新需求上，才能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
共赢，让包装变小实现市场做大。

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规
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
品。但调查发现，一些化妆品经营者依
然开展“分装化妆品”的违法销售，给消
费者美妆消费带来安全隐患。（据4月22
日《中国消费者报》报道）

相较价格不菲、动辄千元的正装化
妆品，小包装化妆品（小样）以其利于消
费者“尝鲜”、试错成本低成为众多消费
者试新的主要方式；体积小、分量轻、便
携性强的小样也为消费者旅途出差提供
了便利；同时赠品、试验装、体验装的小
样也是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增强用户黏
性、扩大品牌销路的常见方式。按照相
关规定，这些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也
要标签，标签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可谓

“身板虽小，但五脏俱全”。
同样是小包装，还有一种所谓“分装

品”。一般来讲，所谓“分装品”是指在非
生产环节进行分装的小包装化妆品。即
使具有生产、经营化妆品资质的经营者，
如若在不符合法定生产条件的环境，将
整装化妆品化“大”为“小”、拆“整”装

“散”，变身为多个“分装化妆品”，然后销
售给消费者，这类行为也是违法的。这
些经营者拆掉的不仅仅是包装，也将化
妆品的“安全屏障”拆得七零八落，同时
也增加掺杂使假的可能性。

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的美妆消费
需求，催生出规模可观的化妆品小样市
场。现实中，一些化妆品小样赠品被大
量售卖的同时，违法“分装化妆品”亦大
行其道。如何适应化妆品市场的新需
求，还是需要疏堵结合。一方面，监管部

门要加强市场检查，坚决查处违法分装
行为，保护消费者的用妆安全；同时加强
消费引导，提示消费者不要对来路不明
的小包装化妆品轻易出手。另外一方
面，经营者也要着力打造合规化妆品小
包装的生产体系。有资质的化妆品厂家
不妨尝试包装“小样化”、家庭装变身“旅
途装”，让小包装化妆品市场环境变得公
开透明，消费者也可以购买到安全又低
价的产品，何乐而不为？

满足新需求还需新思路。近几年，
国产化妆品的生产水平、销售数量和品
牌认可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要实
现比肩国际产品的水平，经营者还需在
洞察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上多下功夫。小
包装化妆品生产也许就是产品出圈的一
条路径。因为，相较于价格不菲而且动
辄几个月用量的整装化妆品，少而廉的
小包装化妆品更能引发人们下场试用的
兴趣，也就更有利于产品的传播，相当于
无声的广告宣传。

当然，小包装化妆品产业链条的系
统性改造与创新性重组，需要研发、设
计、生产、包装、材料、质量管理等各个环
节协同配合、同向发力，这也正是消费品
质升级、化妆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
之义。生产经营者计长远、算细账，把钱
花在满足消费新需求上，才能实现生产
者与消费者的共赢，让包装变小实现市
场做大。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让小包装生产
做大国产化妆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