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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姆超市卤水拼盘被曝实为保质期一年的预制菜，且存在
“阴阳标签”问题。这一事件不仅让消费者对商家诚信产生质疑，更提
出了预制菜是否应当明示的关键问题。

消费者对预制菜不陌生。从金汤花胶鸡到熟醉小龙虾，从蒜蓉帝
王蟹到奶油蘑菇汤，花样繁多的预制菜让消费者在家就能轻松享受世
界各地的大餐。但随着行业快速发展，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问题越发凸显。餐馆潜伏着大量预制菜已经让消费者很头疼，当以现
制出名的山姆超市熟食区也出现了预制菜，更让消费者破防了。

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态度其实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三个字：“别瞒
我”。多数人不抵触预制菜，也愿意买一些自家不擅长的硬菜尝鲜，但
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大老远跑一趟超市或餐厅，花了现做的钱，吃到的却
是工厂几个月前就做好的冷冻菜。预制菜不明示，“吃”掉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行业痛点。

预制菜本身并非见不得光，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让消费者吃得明
白。商家将预制菜与现制现卖混为一谈，本身违反了消法规定的真实
告知义务，一旦被揭穿，还会损失消费者信任，得不偿失。不如一开始
就明确告知，并以价格区分，把适合自身定位的消费者筛选出来、服务
好。

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预制菜食
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预
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并提出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这一
规定为预制菜行业的规范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提供
了有力支持。

让预制菜成为阳光下的一盘菜，还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细化和完
善。虽然《通知》倡导预制菜明示制度，但并非硬性规定。从消费者的
强烈呼声来看，要求商家亮明预制菜身份很有必要。消费者并非一味
排斥预制菜，而是不能接受糊里糊涂就吃下肚。写明预制菜身份，让消
费者自己选择，才能真正保障消费者权益。

同时，预制菜明示规定仅聚焦餐饮环节，而山姆超市案例提示，零

售环节同样存在预制菜与现制食品界限模糊的情况。法律法规应及时
补上这一缺失环节，将更多可能涉及预制菜的场景纳入监管范围，确保
消费者权益得到全面保障。

明示预制菜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也顺应民情民意，更有利于行业发
展。当前，消费者因无法分辨预制菜而引起的抵触情绪已经成为推广
预制菜最大的障碍之一。就像这次山姆的卤肉事件中，新鲜的分装日
期和仅数日的“最佳食用日期”提示，很容易让消费者误认为是现卤。
而这种错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加剧消费者对预制菜的不信任
感，最终对整个行业造成损害。

预制菜想要真正走入千家万户、健康发展，必须迈出“明示”这一
步。食品餐饮行业不仅要尽快推广预制菜明示制度，还应明确明示办
法。餐厅端上桌、超市买回家的是不是预制菜，不能变成一道让消费者
猜猜猜的谜题。说好的预制菜要明示，就该明明白白亮出来，别让消费
者等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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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想要真正走入千家万户、健康发展，必须迈出“明示”这一
步。食品餐饮行业不仅要尽快推广预制菜明示制度，还应明确明示
办法。餐厅端上桌、超市买回家的是不是预制菜，不能变成一道让消
费者猜猜猜的谜题。

“熬夜赶作业皮肤起皮还长痘，赶紧用某某产品抢救一下。”“有朋友好奇
我最近怎么变白了，其实是因为我用了某某产品。”在社交平台上，这类隐形
广告可谓层出不穷——博主以分享日常生活的名义，向网友推荐产品，令人
难以区分是真实体验还是广告。更有甚者，还会用夸张、博眼球的故事引发
网友关注，给广告套上虚假外衣。

互联网广告兴起后，相关法律规定也在不断完善。2023年5月1日正式施

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了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
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买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
标明“广告”。今年8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
指南》提出，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是指互联网广告能够与其他非广告信息
相区别，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不使消费
者产生误解。

然而，在自媒体平台上，打隐形广告的行为屡见不鲜。隐形广告之所以
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博主没有给广告打上标签的动力。通常来
说，当视频内容显示“广告”“推广”等字样后，除非付费“推流”，否则很
难获得更多流量；另一方面，对互联网广告标注的监管也存在一定难度，无
法仅从内容判定是否为收费推广。加之监管难度大，对海量网络内容一一核
查十分困难。

这种打“擦边球”的隐形广告，虽然在短时间里可能会获得流量和收
益，长远看却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当用户发现自己点击的是广告，或者购买
后的产品、体验与博主描述并不相符时，无论是博主、品牌方还是平台，都
会因此失去用户的信任。

规范互联网广告，平台有能力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平台应加大内容规
范，严格审核广告内容，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通过AI、算法等技
术手段识别隐形广告，及时要求博主进行标注，确保广告标识清晰、易于识
别。同时，平台也应优化调整广告策略，根据内容推出更加多样化的广告形
式，为创作者、广告商提供更多便利。

如今，先进的数字技术、畅通的媒介交互、丰富的互动模式，都为优质
广告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创作者与其费尽心思用套路为广告穿上
隐身马甲，不如在创意上多下功夫，用新颖、有趣的广告和适度投放获得用
户的认可。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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