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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餐馆老板的
最后一根稻草
竟是扫码点餐

数据安全需要警惕

过去十年，我国数字经济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

必经之路。
在政府、平台以及餐饮企业多方推

动下，餐饮业也正拥抱新的数字化经营
主场，打造新的增长曲线。中国饭店协
会数据显示，2020年，58%的餐饮企业认
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是行业增效的有
效路径。

在文志宏看来，数字化已经成为餐
饮从业者的必修课。一方面，数字技术
通过创造新消费场景，构建线上业务渠
道，减少了服务业的时空制约，餐饮行业
形成线上线下良性循环的发展局面。另
一方面，数字化带动智能机器人、大数
据、SaaS系统等在餐饮业领域的应用，提
高了餐饮行业生产和服务效率。

不过由于我国餐饮市场的主体是中
小餐企，完全自研数字化系统对他们而
言成本太高，因此现阶段寻求与SaaS系
统服务商合作更为现实。

而随着SaaS系统服务商收集的数据
愈发庞大，数据安全和风险隐患也日益
突出。

对于这一点，哗啦啦方面也予以承
认。“过去的一年，公司确实在经营方面遇
到困难，叠加商户提现延迟问题，致使市
场中出现了‘哗啦啦挪用资金’的误解。”

事实上，SaaS行业亏损并不是新闻。
2018年4月，另一家头部餐饮SaaS系统服
务商客如云宣布从新三板摘牌。背后的
缘由很大程度是因为公司经营不善、持
续亏损。财报显示，2016、2017两个财
年，客如云累计亏损约1.5亿元。2020年
2月，客如云被阿里全资收购。

文志宏表示，中国餐饮业数字化仍
然处于早期阶段，SaaS行业内的企业大
多处于投入期，真正盈利的企业并不多。
而持续三年的疫情，进一步恶化了SaaS
行业的生存状况。

通常来说，SaaS系统服务商想要盈
利主要通过两点，一是软件版权费用，另
一部分则是软件运营费用。哗啦啦表
示，疫情下餐馆大量倒闭，降低了使用哗
啦啦软件的频次。即便是能够活下来的
企业，花钱也更谨慎了，普遍减少了数字
化方面的投入。

不过孟庆刚也指出，即便这是SaaS
行业的普遍现状，也不能成为哗啦啦提
现难的借口。当务之急是尽快厘清漏
洞，早日解决问题，避免给餐饮企业造成
更大损失。

哗啦啦方面表示，对于未能如期解
决商户提现问题，感到万分抱歉、非常惭
愧。据12月26日统计，受到影响的商户
总计为3705户。截至1月31日已处理
83%，目前待处理商户数仅剩600余户。
根据目前的计划和预期，3月底前可解决
全部问题。

对于这一点，记者向一家与哗啦啦
合作，且同样遭遇提现难的知名连锁烘
焙品牌求证，对方表示12月中旬开始出
现提现延时问题，大约三周之后完全解
决。另外一家辽宁商户也表示，自己12
月无法提取的流水总计为120万元，目前
每天能提取5万元。

不过即便问题解决了，给商户造成
的信心伤害却无法在短期内消弭。在采
访中，不少商户出于对哗啦啦的担心，表
示已经暂停了系统的使用。

哗啦啦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同时强
调客户流失比例不足1%。对此一位业内
人士分析，切换SaaS系统的成本并不低，
而且SaaS行业好用的选择也不多，商家
继续使用哗啦啦更多还是无奈之举。

本报综合

扫码点餐并完成支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餐厅的必备服务。
但或许很多人不会想到，付给餐厅的钱可能没有直接进入老板的账户，甚至有一天连提取都成了问题。
自2022年12月开始，不断有餐饮商家发现，自己通过餐饮SaaS系统服务商“哗啦啦”收取的账款，提不出来了。
哗啦啦成立于2011年，主要业务是为餐饮企业提供收银管理、会员营销管理、人事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数据分析等

数字化服务。据其官网介绍，哗啦啦已签约餐饮商户超40万家，客户年交易总额超7000亿元，占整个餐饮行业年收入的
15%。

“提现难”被曝出后，哗啦啦曾表示问题将在1月底之前完全解决。然而到了1月底，哗啦啦又将解决时间推迟到3月底。
这些本属于商户的钱，为何提不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商户为何心甘情愿把钱交给哗啦啦？

为了探明提现难的真相，
记者近日前往哗啦啦总部，相
关负责人对于近期的质疑进
行了逐一回应。

哗啦啦方面表示，2022年
11月份，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
增长的需求，公司按计划进行
机房迁移和系统升级，相关服
务迁移和升级到新机房和阿
里云。

“由于负责基础运维的部
分员工突然确诊新冠阳性，技
术团队其他成员皆被判为密
接，机房所在物业方根据防疫
政策要求，无法允许我司员工
进入。

同时，系统升级过程中出
现技术故障，造成数据紊乱，

结算和交易数据存在差异，需
要人工逐条对数据进行梳理、
核对，确保数据链还原。当时
预判可在1月31日前解决全部
提现问题。

但在1月份持续推进过程
中，公司发现部分原始数据存
在错乱情况，需要更多数据源
去稽核、验证，这导致工作量
剧增。由此导致所涉及的部
分商户目前无法按照原定计
划的解决方案如期完成。”

对于商户资金被挪用的
质疑，哗啦啦方面表示，所有
商户的收单资金都会在第三
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进
行处理，而备付金接受央行监
管，哗啦啦和爱农驿站均无权

处置。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

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跟哗啦啦
合作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
金实际都是放在央行的账户
里，不太可能存在资金挪用的
情况。孟庆刚也表示，从规则
上看，哗啦啦本身只是一家
SaaS系统服务商，没有权限划
拨商户的资金。

不过一位金融行业人士
表示，备付金交由央行集中存
管虽能有效遏制资金挪用风
险，但不能绝对杜绝支付机构
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虚假商户
与虚假交易，也无法完全避免
非法交易平台传递给支付机
构引发的资金风险。

事实上，爱农驿站此前就
有过违规记录。资料显示，
2019年2月、2022年7月和10
月，爱农驿站曾分别因违反清
算规定、违反规定将境内外汇
转移境外等原因，受到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行
政处罚。

其中在2022年7月，中国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
发布的处罚信息显示，爱农驿
站因七项违法违规行为被警
告，合计罚没716.28万元。违
规行为包括，违规进行非同名
资金划转；未按照规定履行客
户身份识别义务；与不明身份
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
开立匿名、假名账户等。

令人好奇的是，在移动支
付如此便捷的当下，为何餐厅
的钱款没有直接进入自己的
账户，而是要从哗啦啦再“转
一道”？

一位辽宁的商户告诉记
者，对于初创型餐饮企业来
说，哗啦啦使用起来非常便
利。客人必须在支付完成后
才会出单，再进入菜品制作的
环节。由此便可以很大程度
上避免跑单现象的发生。

另一位河南商户也持同
样看法，他还补充道，使用哗
啦啦可以实时查看客单价、菜
品销售情况、所有进销货以及
外卖平台的信息，并算出餐厅
的毛利和净利，帮助商家做好

经营计划。“这些信息很全面
也很实时，如果没有它就要自
己做报表，不仅复杂，工作量
也很大。”

知支之（上海）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创始人孟庆刚拥有
30年餐饮从业经历，曾参与过
多家国内头部餐企及供应链
的数字化系统建设。他告诉
记者，商户使用哗啦啦，并通
过其收款有着三层必要性。

“从商户层面来说，所有
数据要做留存，统一出口便于
收集所有数据；从顾客层面来
说，高度集成的收银软件，使
用便利性和体验感最好；从国
家层面来说，包括钱款在内的
数据都有据可查，更利于监

管。”孟庆刚解释道。
更重要的是，使用哗啦啦

的支付服务，扣点更低。有商
户介绍，哗啦啦的提现手续费
是千分之3.8，低于微信和支
付宝或者其他第三方支付
平台。

不过对于收钱的事情，哗
啦啦却觉得自己很“冤枉”，因
为商户的钱压根没有进入它
们的账户，千分之3.8的手续
费也不是交给它们。资料显
示，哗啦啦本身并不持有《支
付业务许可证》，其支付服务
其实是通过北京爱农驿站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农驿站”）来实现的。
换句话说，商户的钱经过

哗啦啦，最终流入了爱农驿
站。那么爱农驿站又是一家
什么公司呢？

从股权关系来看，爱农驿
站与哗啦啦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兄弟
公司”。根据天眼查，哗啦啦
所属的北京多来点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创始人是万颖彦，万
颖彦同时也是爱农驿站和北
京谷泰科技的法人代表。

此外，北京多来点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
北京格致璞科技有限公司。
爱农驿站的控股股东是北京
谷泰科技有限公司，而北京谷
泰科技的第三大股东也是北
京格致璞科技有限公司。

2月5日，正是农历正月十
五元宵佳节，“人从众”的火爆
场景在多地餐饮市场上演。
然而就在无数餐饮人忙碌的
同时，在河北沧州经营一家烧
烤店的刘欢（化名），却在自己
的朋友圈发布了门店整体转
让的通知。

刘欢告诉记者，自去年11
月以来，生意就因为疫情时断
时续，流水少了一多半。不过
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却不
是疫情，而是哗啦啦。

据刘欢介绍，她与哗啦啦
的合作是从2020年6月开始
的。“当时看到同行都在用它
们的系统，反馈也不错，我们
也就上了。”

刘欢使用的哗啦啦系统

包含点餐、收银、后厨划菜等
多种功能，一次性的软件购置
费是2万多元，此外每年还需
要支付1300多元管理费。“这
期间合作一直都不错，系统定
时升级，不需要我们操心。”

至于最重要的现金提现
功能，刘欢也表示一直很及
时。“之前到账的时间是T+1
（下一个工作日），很稳定，直
到去年12月。”

去年12月23日，当刘欢再
次点击提现功能时，钱却没有
和之前一样，在第二个工作日
到账。

就在刘欢倍感疑惑时，12
月27日，哗啦啦对外发布公告
承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表
示将在2023年1月31号前解

决。好不容易等到1月31日，
不承想哗啦啦再一次爽约，并
将解决问题的时间推迟到了3
月31日。

可作为高度依赖现金流
的餐饮企业，刘欢根本等不了
那么久。“提不出来的金额累
计有7万多元，这可是我们一
个月的全部收入。”

刘欢表示，疫情下现金流
本就紧张，如今还提不出来，
直接导致门店的资金链断裂，
没钱再付房租和人工了，无奈
只能将门店转让。

遭遇哗啦啦提现难题的
不止刘欢一人。在黑猫投诉
平台上，关于哗啦啦提现难的
投诉多达上百条，光是近30天
的投诉就有53条。

一位在上海开饺子馆的
商户向记者反映，她早在去年
12月2日就发现无法从哗啦啦
提现了。起初她联系客服，工
作人员表示12月20号就能恢
复正常。然而直至今日，去年
12月的全部流水，累计6.8万
元依旧提不出来。“六万八对
于大企业来说不算什么，可对
于我们小店来说影响很大，如
今房租和人工都欠着呢。”

对于可能会给餐饮商户
造成困难和不便，哗啦啦方面
承诺，截至2023年1月1日凌
晨还未出账的提现金额，公司
将按照每日0.03%给予补偿。
不过很多商户并不在乎赔偿，
只想尽快要回属于他们的营
业收入。

提现难，难在哪儿？

商家的钱为何要“转一道”？

受影响的多为中小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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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已成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