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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买临期食品
实付款要低于原价
但不能挑选口味

“一袋11.9元，一袋19.9元，这几天的早午餐就算基本解决了。”赶在办公楼
下的面包店关门前取走两大袋“剩菜盲盒”的陈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战果。

对于陈女士来说，上班前看看小程序里的“剩菜盲盒”已经成为习惯，即
便不必每天下单，不定时入驻的新商家也极富吸引力，更不必说偶尔还会开出
性价比极高的盲盒。

像陈女士这样对“剩菜盲盒”着迷的消费者最近似乎越来越多了。记者在多个社交
平台上搜索“剩菜盲盒”，各种相关的晒图和帖子下面不乏网友的留言，相互分享战果和经验。
尤其是近日有着让食材物尽其用理念的“惜食魔法袋”官方宣布入驻多个城市，更是引发了网友
对“剩菜盲盒”的关注。

类似于临期食品，实付款要低于原价，但是不能自己挑选口味，这种消费形式你会尝试吗？

在“万物皆可盲盒”的消费
时代，盲盒热还在继续。从玩具
到文具，再到机票，这次盲盒盯
上了“剩菜”。

据了解，“剩菜盲盒”里的剩
菜并非客人吃剩下的残羹冷炙，
而是未出过后厨的餐品，或者是
烘焙糕点、寿司等简餐食物。从
本质上看，“剩菜盲盒”与近两年
比较火的临期食品有些相似，但
是前者的保质期更短，多则也就
两到三天，有的甚至建议当天就
食用。

目前主流的“剩菜盲盒”普
遍在第三方平台上出售，除了上
文所述的“惜食魔法袋”以外，还

有“袋走pack-age”“兜着走”
“米粒盒子”等等。这些第三方
平台在整合了能够提供剩菜盲
盒的餐饮店后，有效连接了消费
者和门店，顾客在线上预约，到
线下门店自取，平台从中赚取流
量和佣金。平台参与的商家中
有不少知名品牌，比如面包新
语、墨茉点心、原麦山丘等。虽
然开盲盒基本靠运气，但是由于
价格低廉，又有知名品牌背书，
在既能满足消费者好奇心的同
时也与反对食物浪费的理念相
契合，消费者普遍还是感到物超
所值。

而且对于餐饮门店来说，处

理“当日未售完食物”本就是个
棘手的难题，往往只能采取弃
置、销毁等方式，在造成资源巨
大浪费的同时，本身也是成本
不菲。

为此，商家早就想过各种法
子。比如，有些烘焙店在晚上8
点以后全店商品打折出售，有些
寿司摊则会在晚上8点以后推出
买一送一的活动，还有一些商超
会将临期牛奶和新鲜牛奶捆绑
出售，以达到清理库存的目的。
如今走红的“剩菜盲盒”，可以说
是另一种形式的促销手段，通过
薄利清库存，似乎也更能被商家
所接受。

原价30多元
打三到五折

记者近日体验了一款小程序。小程序打
开后，页面显示“珍惜每一粒粮食”的字样，首
页上是网友购买后分享的留言图文。记者找
到了在南京入驻的门店，发现同样以烘焙类为
主，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其中还有一些较为
知名的连锁烘焙店。

随机点开几家店铺后记者看到，其规定的
取袋时间基本上都在晚上8点以后，并且时长
控制在了一小时以内，只有少数商家在白天也
可以取袋。下单之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领取，
需要注意的是，超时未取订单将无法退款。如
果有忌口或者过敏的情况，则需要提前与商家
进行沟通。

记者买了一家连锁桃酥店的产品，下单的
时候显示还剩两份，花了11.9元。根据提示，需
要在下午5点之前将订单取走。工作人员向记
者索要了取件码，现场拿来了一袋甜点，逐个
称重，这一袋的原价总共要33.86元。

记者现场“开盒”发现，里面一共有4种甜
品，包括蛋挞、肉松小贝、糯米糕和冰激凌泡
芙。这些甜品在店里属于散称食品，是用透明
塑料盒包装起来的。店员告诉记者，这些都是
前一天没卖完的，保质期三天，最好尽快吃掉。

“一袋的原价都是30元到33元，根据前一
天售卖的剩余情况随机搭配。”店员表示，以前
店里当天没有卖完的甜品也不会打折卖，都是
直接报损，其实这些东西并没有坏，只是口感

稍微受到影响。“我们一般当天都会
卖完，如果剩下的多才会上线到
这个小程序，所以不是固定每天
都有订单。”随后记者尝了一下
泡芙，有几个外面的面包皮
被里面的奶油泡得比较松
软，有的则直接裂开，口
感会有一些影响。

据《现代快报》
《中 国 商 报》《新
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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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类似的经营模式其
实可以追溯到2015年。丹麦的
一家公司开发了一款App，将餐
厅每日打烊前的临期食品信息
汇总在一起，在该App上进行低
价甩卖，既能解决食物浪费，又
能让消费者省钱，看起来一举两
得。在这款App上有不少美食
可以选择，比如面包、正餐等，但
消费者下单后在打开商品包装
之前，完全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
么，类似于盲盒的概念。

消费者可在App上预约下

单，到店取货。这种方式既可以
帮助商家处理当天卖不掉的食
物，避免浪费，又可以使消费者
以折扣价买到食物，节省生活
成本。

在环保低碳、盲盒经济、临
期食品三个标签的加持下，2021
年开始在国内出现的“剩菜盲
盒”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
概念。

在业内人士看来，“剩菜盲
盒”之所以能走红，是由餐饮商
家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所促成。

经营者将其打包成“剩菜盲盒”
打折出售，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商
户的损失。

而“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是
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而拆
盲盒的心情就像开彩票，消费者
可以从中获得未知的神秘感，以
及打开包装时的惊喜感，加之极
具性价比，年轻人对“剩菜盲盒”
乐此不疲。因此，“剩菜盲盒”的
出现符合年轻人的消费喜好，双
方共同助力了“剩菜盲盒”的
发展。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商
品门类，在廉价便捷之余，“剩菜
盲盒”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其食
品安全风险的担忧。例如，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就发现某寿司店
在当天晚上9点出售的“剩菜盲
盒”上并未标有生产日期和最佳
赏味日期，消费者前去取餐时仅
有店员口头告知。

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装进
“剩菜盲盒”的一般是卖剩下的，
换言之就是“不好吃，卖不出去”
的商品，一旦打开也没法退换，
只能自认倒霉。并且不排除部
分消费者或许会出于不理性消
费或者好奇心驱使，跟风盲目购
买，原本是为了“环保低碳”，结

果却导致二次浪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按照

保质期要求，一款盲盒的面包必
须当天吃完。记者表示当晚没
办法食用，店员说可以放冰箱储
存，但她同时表示“一般情况下
没事，但如果有问题，需要消费
者自行承担责任”。她强调“‘剩
菜盲盒’的原则就是售卖临期食
品，若不接受就不要下单”。

当前，对于“剩菜盲盒”这类
临期食品标准的监管办法，我国
尚未明确出台，一切都建立在商
家与消费者双向诚信之上。“剩
菜盲盒”一经售出，万一发生纠
纷，责任很难追究。对此，有专
家直言，因食品安全风险较高，

不建议对短保质期食
品设置盲盒形式，建议
监管部门加大对“剩菜盲
盒”的监管力度。

去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了《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
引（试行）（征求意见稿）》，拟对
盲盒销售的内容、形式、销售对
象等方面作出规定。该指引提
出，食品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并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在使用
盲盒商品开展促销活动时不得
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目
前，该指引还在征求意见中，也
许在未来能看到对于食品盲盒
的规范更明确的指引方向。

盲盒家族又有新成员

靠低价和环保抢市场

或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记者买到的盲盒，一
共4份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