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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店离地铁很近，我下班回来经常顺便进来逛逛，虽然许多食品已临期，但和正价商品比折扣力度很
大，品类也挺多，挺划算的。 ”像张玲（化名）这样顺便进店随意挑选喜爱的折扣食品的年轻人很多。

“现在一些 90 后、00 后并不介意食品临期，因为本身在保质期以内，价格还便宜。 ”店主对记者说，这家店
开了近两年，生意一直还不错，回头客多半是年轻的上班族。

“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
近年， 随着临期食品行业的迅速发

展，以“进口食品折扣店”名义主营临期食
品的店铺开始在街头出现，大部分临期食
品已过保质期 2/3 时限，并且越临近保质
期的商品折扣力度越大。

一些年轻人对临期食品的消费热情

催生了线下临期食品市场新经营业态的
出现，更有不少年轻人在线上“薅羊毛”。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中输入“临期食品”
后，发现有很多带有“裸价”“折扣”字样的
专门经营临期食品的特卖网店，店里有不
同类型的包装食品可供下单购买；手机上

也可搜索到多款专门网购临期食品的应
用和微信小程序。

在一些社交平台和与临期食品相关
的社区里，数以万计的成员在分享购物心
得，如豆瓣网站上的“我爱临期食品”小组
自去年 9 月创建以来， 成员数量持续上
升，目前已超过 7 万。“用打折的价格，吃
到不打折的美味”， 成为这些年轻人选择
临期食品的理由。

临期食品市场潜力到底有多大
淘宝联合科普中国发布的《临期消费

冷知识报告》显示，每年有 210 万人在淘
宝平台挑选临期食品。艾媒咨询今年 1 月
发布的《2020 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
分析及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从供给侧
来看，2020� 年中国零食行业总产值规模

超过 3 万亿元， 即使按 1%的库存沉淀计
算，临期食品行业市场规模也会突破 300
亿元。 目前中国临期食品消费者年龄为
26 岁至 35 岁的占比 47.8%， 年轻人成为
购买主力。

实际上，临期食品并不是一门“新”

生意， 在电商平台上众多的临期食品
售卖店中， 有些店铺经营时间长达 5
年。 但随着越来越多临期食品的出现，
其市场价值逐渐被进一步发掘。 尤其
在疫情之后，以好特卖、小象生活为代
表的多家大型线下临期食品折扣品牌
店以连锁的方式不断扩张， 个体经营
的小型临期食品折扣店数量也在持续
增加。

守护临期食品安全底线
线上线下临期食品销售的火爆也让

很多人看到了商机，于是，越来越多的商
家涌入这一市场。临期食品安全问题也越
发引人关注。

在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看来，临期食品是
即将到达食品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
食品，规范来说，其本身属于安全食品，只
是由于销售环节可能存在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而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和消费纠纷。

今年 4 月 29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以下简称反食
品浪费法）中特别提到，食品经营者应当
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
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

但是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并不是所有
较大规模的商超都执行了这一规定；有的
大型商超虽已专门设置了标示为“临近保
质期食品专区”的货架，但同时也存在将
某些临期食品与未临期食品一起混杂在
其他普通促销区的现象；有的大型商超虽
然设置了临期食品专售区，却以“折扣淘”

“特价”等标示语回避“临期食品”字眼。
对此，孙娟娟认为，反食品浪费法已

明确规定了将临期食品进行“分类管理”
“特别标示”“集中陈列出售”的要求，也就

是说，商家销售临期食品必须要让消费者
在保障知情权的前提下， 明明白白地购
买。 否则，一旦某些临期食品混杂在普通
促销区，很可能会因商超管理人员未及时
检查分拣，导致过期食品销售问题发生。

进口食品本身正价较高，所以无论是
在线上还是线下临期食品专卖店，临期进
口食品对年轻人而言也是抢手货。但记者
在一家进口食品折扣店发现，一种标明原
产国“乌克兰”的糖果虽然俄文产品信息
中注明了生产日期和过期日期，但中文标
签中却缺少相应的标识。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进口
食品应当经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法
检验， 经检验合格后在外包装上添加中文
标签， 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
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之后才能进入我
国境内市场销售。孙娟娟认为，中文标签上
生产日期的缺失侵犯了消费者对商品的知
情权。 消费者如果发现可以通过正当途径
合理维权，这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

据了解，临期食品的货源目前主要来
自大型商超的供货商即经销商。一旦大型
商超将临期食品退回经销商，临期食品将
经历“大型经销商———大型二手囤货
商———若干小型中间商———实体临期食

品折扣店———消费者”这一新的多重流通
环节。在一些社交网站、短视频网站上，一
些“倒爷”UP 主经常会分享其收售经验，
在很多中间商建立的微信群中，收售临期
食品的信息不在少数。

面对如此多重环节的流通链条， 本身
就在“期限”压力下的临期食品是否存在修
改生产日期的情况？对此，很多消费者不免
存疑。虽然在采访中，一些临期食品供货商
对此予以否认， 理由是许多临期食品定价
本身就几毛钱，改日期的成本高划不来，但
也有人觉得，随着行业的不断扩张，入行者
鱼龙混杂，经历如此“三倒四倒”后的临期
食品，不否认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

对此，孙娟娟表示，商家篡改生产日
期这种行为并不是专门由临期食品引发
的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只不过在临期食品
销售中，这种驱动力可能会更大。实际上，
行业内部举报、消费者投诉都是针对此类
不法行为有效监督的方式。 同时，现行的
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也
对此类问题作出了相关处罚规定。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
钟凯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临期食品时应注
意以下三点： 临期食品仍在保质期内，可
以放心购买和食用；购买临期食品应按需
购买，不要囤积，以免过期变质造成浪费；
购买的临期食品最好在保质期内吃完。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