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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把面包放在地上，人从上面跨着走，这样的面
包你敢吃吗”“看着真脏，没有一点想吃的欲望”……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晒出在一些烘焙店
遇到的代购分装“怪象”。从照片上来看，一些代购随意
将买来的蛋糕放在地上，就地开始切块分装，蛋糕旁边频
繁有路人经过。而用来分切、储存蛋糕的工具，也被代购
随意摆在旁边。评论区内，来自多地的网友留言称所在
地的“网红”店铺，这种黄牛代购分装乱象十分常见。

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热门的“网红”店铺催生出一
批黄牛代购党，为了揽客，这些代购将大分量的蛋糕、面
包等食物分装散卖，溢价通常在10%至40%左右。他们
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着摆摊日常招揽顾客，其售卖的分
装烘焙产品的盒子上，无任何产品标识和生产日期。

在北京读研一的雨薇，是某山姆代购群的常客。“我
所在的群是代购建的第6个群，群内已满员（500人）。”
每周她都会买两次山姆蛋糕的分装，由代购送到学校宿
舍楼下。商品价格是在原价基础上多加5元的代购费
和1元打包费。

“学校离山姆店比较远，我又没有会员卡，所以选择
了代购的方式。”雨薇说，因为山姆售卖的商品分量都比
较大，所以代购分装是常事。看到热搜上的“疑似山姆
代购蹲厕所分装蛋糕”后，她和不少群友在群里讨论此
事，希望以后“老板”（代购）能保证分装时的卫生环节。

“‘老板’在群里发过分装的照片，感觉挺卫生的，我以后
应该还是会继续购买。”

记者采访发现，像雨薇这种“不发现问题，就还会继
续”的心态是不少购买分装代购食品消费者的共有态
度，他们多数乐观地觉得“厕所分装”是极端个例，“我不
会那么倒霉遇到”。

辽宁的上班族李想原本也抱有这样的想法，直到他
真的从代购那里买到了有问题的分装食品。2024年11
月，他从代购处购买了一盒分装蛋糕，吃到一半时，发现
盒子里有一只蚂蚁，立马把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蛋
糕吐了出来，没吃完的全扔了。“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发现问题后，他立马联系代购要求退钱。代购表示
抱歉后倒是很爽快地退了款，并承诺下次再购买会给他
7折优惠。后来李想又购买了有独立包装的饼干，“这个
好歹卫生些”。

“为了这么一个小东西，我才懒得去维权。”这也是
不少消费者在买到问题代购食品时的共同反应。记者
注意到，社交平台上发布的食品代购避雷帖里，除了和
代购本人就退款、赔偿事宜做沟通外，基本没有什么人
去进一步维权。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告诉记者，商家将商品售卖给个人，双方之间就建
立起了合同关系。而消费者委托代购人帮其购买商品，
其本身并没有跟商家建立合同关系，而是被委托的代购
人跟商家建立了合同关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商
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只能向代购人主张权利。如果是商
家导致质量问题的，只能由代购人去向商家主张权利。
消费者因为没有直接与商家建立合同关系，无法直接找
商家维权。“由此可见，消费者通过个人代购方式购买商
品，其消费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证。”

面包就地分装 工具散落一地 包装无任何标识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食品代购

卫生安全无法保障
消费者遇事难维权

狭小逼仄的厕所竟成了“生产车间”：代购徒手将大份蛋糕切割、分装，用于储存食
品的器具随意摆放在地上，卫生状况全然不达标。分装盒上更是一片空白，没有生产日
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任何关键标识，消费者购买后完全处于信息盲区。

近日，“山姆代购在厕所分装蛋糕”的话题冲上热搜，代购分装食品问题引发热议。
记者调查发现，代购售卖分装食品如今在不少地方卖得火热，但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问
题，如分装、储存食品的环境不达标、不卫生、分装盒上无任何标识、卖家虚标生产日期
等。受访专家认为，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任何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环节都
不应被忽视，而个人代购分装的模式，恰恰成了食品安全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代购
者多为普通消费者，缺乏经营食品的资质和专业知识，他们在食品的保存、运输、分装和
包装过程中，很可能无法遵循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这种“无证经营”的模式，不仅让食
品的质量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更让消费者的权益和健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记者从一些社交平台上发现，不少从事
食品代购业务的博主会展示自己如何“开加
盟店做大做强”“月入10万+”，并且观看人数
和点赞量都很高，评论区大多是希望入行的
人“求带”。其中，就有一些博主通过知识付
费形式售卖所谓的相关“入行秘籍”。

记者随机购买一份“山姆代购入行资料”
发现，其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统计订单、如何
建立社群、办理卓越会员还是普通会员、代购
商品定价等，内容简短，甚至不如很多平台上
的代购“经验帖”。

“这些资料根本没用，代购其实只要你会
买东西、有车就行。”在山东做山姆代购已经快
两年的雅琴告诉记者，目前很多帖子营造代购
很容易赚钱的假象，其实背后的根本目的是赚
别人的“加盟费”“带教费”，“实际上根本不懂
经营和食品安全等，如新鲜烤鸡，到了他们手
上变成了冷冻鸡，卖得却比原店还贵很多”。

除代购者的资质问题外，食品代购、分装等
环节中的卫生安全问题引发不少消费者担忧。

朱晓峰提到，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高危易腐食品需要严格控制储存和
配送条件。然而，由于个人代购绕开了平台
和监管渠道，食品分装和运输中普遍缺乏必

要的卫生保障。个人代购往往将蛋糕、熟食
等直接打包寄送，甚至在非洁净环境下进行
分装。这不仅给消费者健康带来潜在威胁，
还为监管部门增添了执法难度。

同时，受访专家还提到，个人代购分装的
行为破坏了食品标签可溯源的体系。食品标
签是消费者了解食品信息、选择放心产品的
重要途径，也是监管部门快速定位问题源头、
防范和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有效手段。然
而，一旦食品被代购者私自分装，其原有的标
签信息就可能被篡改或丢失，导致消费者无
法得知食品的真实来源和加工过程。这种信
息的缺失，不仅使消费者难以获得完整的信
息，也为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埋下了隐患，增
加了维权难度。

“商家应加强内部管理，尽量防止商品被
代购分装；同时，也可以考虑推出更加灵活多
样的销售策略，满足消费者对于小分量、多样
化食品的需求。监管部门则应加大对个人代
购分装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无证经营、违反
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同时，
也应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意识和维权意识。”朱晓峰建议。
(文中受访者除专家外均为化名)来源：新华网

严厉打击无证经营
协同保障消费权益

“我也需要办证吗？”
来自广东的周逸飞是新入行的一名代购，

目前活跃在大学城的社交群，售卖山姆商品及
分装。他特地制作了一面写着“山姆代购”字样
和聊天群组二维码图片的广告布贴在学校的栅
栏上，为自己招揽顾客。不到两个月，他已经建
立了3个500人的社交群。他每天的工作流程
就是前一天统计群内接龙数量，第二天根据接
龙要求进行商品采购，分装好再送到学校来。

“安全靠谱，全流程透明”是他对自己“业
务”的标榜。但记者一问他是否有营业执照、
食品生产许可证等，他便一头雾水，有了上述
发问。在他看来，开实体店才需要这些资质，

“我又没开实体店，不需要吧”。
记者调查发现，进行分装“二次加工”的代

购们大多没有取得相应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
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等，属
于“无证经营”。一名在辽宁沈阳专门做分装
食品的代购在给记者展示自己的营业执照后，
宣称他敢保证所在市区山姆分装代购有执照
的“只此一家”。

值得注意的是，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结
合《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对可分装的食品

分类，蛋糕不属于允许分装的食品类别。
受访专家表示，监管部门不应当让不规范

的食品代购“肆意生长”。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清杰认为，我国监管部门主要是对商家营利
行为进行监管，而对个人销售行为是开了一个
口子的，比如个人通过平台售卖手工作品等小
物件，可以不用办理营业执照等。“而代购正是
介于商家和个体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

“如果代购人的代购行为具有固定模式或
达到一定规模，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终端销售
商的角色，就应依法办理营业执照、食品销售
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注册登记手续，就要依
法承担经营者的责任，被纳入日常监管。”陈音
江说，如果消费者明明知道代购人没有办理注
册登记，并不是合法的经营主体，还通过其购
买商品或服务，实际上也得不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保护。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分析，有
偿代购中的受托人既是消费者，又是销售者，
由于现行法对不同销售者的资格有不同的规
定，导致不符合这些特别规定的有偿代购者在
从事相关行为时可能涉嫌违法。

个人代购缺乏资质
灰色地带监管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