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外卖野蛮生长! 新业态产生新问题

“互联网＋信用监管” 管住网上“黑餐厅”

! ! ! !网上“黑餐厅”谁来管，怎么才能管好？在
可以预期的未来，这个食品安全新问题将有更
加完善的答案。

志愿者体察结果惊人
上个月，市消保委公布的志愿者体察调查

结果惊人：在 !""家餐厅中，仅 #$家在平台上
同时公示了可辨识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等
资质证明图片；而这 #$家餐厅中，仅 !$家餐厅
的证照信息与入网餐厅的实际经营主体相符。
“零号线”和“大众点评（外卖）”平台上的

商户没有一家公示餐厅资质证明，而“饿了
么”、“外卖超人”和“百度外卖”的亮证（照）率
也分别只有 !#!、%&!和 #'!。

公示与实际情况比较后的证照符合率更
是让人忧心。市民耳熟能详的一些网络外卖订
餐平台劣迹斑斑：“饿了么”的证照符合率为
"!，“点我吧”为 %&!，“美团外卖”为 ##!。

而且，在志愿者体察过程的 !""次订餐
中，有 %次被取消订餐，原因非常“神奇”：“口
碑外卖”平台上的“韩韩烧腊”显示“卖家未接
单：超时关闭”，“外卖超人”平台上的“星美便
当”反馈“餐厅暂时无法配送”。
此外，网络外卖订餐平台网页上明示可提

供发票，但即便消费者主动索要，仍未提供；网
页上明示不提供发票或满足一定条件才能提
供发票。比如“饿了么”平台上的“川味小菜”、
“福记港式烧腊”、“家庭小厨之便当”、“食乐坊
快捷餐厅”、“苏皖农家菜”等商户不开发票，
“咖喱屋”开票订单金额 &""元起，“特色黄焖
鸡米饭店”订单金额 &"元以上才开发票。“大
众点评（外卖）”平台上的“星期一便当（建国西
路店）”在网页上明说“本店不提供发票”。

新!食品安全法"有明确规定
网络外卖的火爆，如何监管？这是个新的

问题。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月 !日
开始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对第三方网络送
餐平台的运作有明确的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
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
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经
营者有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

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
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如果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到这些，会面临什

么呢？可能是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消费者如通过第三方网络送餐平台购买
食品，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而该平台又不能
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
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直接向平台要求赔偿。

!"月份以来，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先后
组织了对饿了么、美团外卖、外卖超人、大众点
评（外卖）、百度外卖、到家美食汇、口碑外卖、
点我吧等 '家主要网络外卖订餐平台进行执
法抽查，并对其中大部分平台进行约谈，指出
其存在的违法行为，责令其限期整改。

#以誉跟罚$是趋势
记者注意到，“美团外卖”与众安保险推出

食品安全保险业务，“饿了么”也与中国人保联
合推出食品安全“外卖保”。但事实上，一旦出
现食品安全事故，消费者面临取证难题，也就
是如何证明事故是平台上的餐厅食物所导致，
另外还需要出具医院证明等一系列繁琐手续。
消费者最终能否拿到理赔还要打一个问号。此
外，对于外卖送达时间过长的问题，消费者更
是投诉无门。
“当然，网络外卖订餐平台是个新兴业态，

监管部门应该支持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同时对
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打击。”市食药监局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近期将公布一些对
网络外卖订餐平台违法违规的处罚案例。同
时，鼓励网络外卖订餐平台采集和应用监管部
门许可和监管数据，鼓励将监管部门监管信息
纳入信用评价体系，鼓励向监管部门提供获得
的违法行为线索，鼓励公示入网餐饮单位食品
安全追溯信息，鼓励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
传和培训。当然，消费者“用脚投票”，客户的流
失会成为改进网络第三方服务的倒逼机制。另
外，考虑将网络外卖订餐平台的失信行为一并
纳入到征信体系，以“以誉跟罚”的方式督促其
正视自己的承诺。包括在本市餐饮业监管中推
行的“记分制”精神，未来有可能也应用到对网
络外卖订餐平台的管理之中。

本报记者 陈杰

方法一 订餐平台%防伪!"计&

在网络平台上开个饭店搞外卖，到底要有哪
些证？市食药监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所
谓的“证”是许可的一种形式。按照规定，餐饮单
位应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
证》。

然而，记者在市场观察中发现，有些入网商
户常常偷梁换柱，企图瞒天过海。在《入网餐饮单
位许可资质审查工作指南》中，图文并茂地展示
了相关的资质证照信息，也列出了经常会出现问
题和混淆的情况，供平台参考，对上网“淘吃”的
消费者来说也很有价值。

! %僵尸证&

有入网商户竟然拿出本市 %""$年 (月 !日
后不再核发的《上海市食品卫生许可证》，目前所
有餐饮单位的《上海市食品卫生许可证》均已失
效。另外，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单位仅能从
事食品生产，不得从事餐饮服务（制售饭、菜等膳
食）。持有《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单位仅能从事食
品销售，不得从事餐饮服务（制售饭、菜等膳食）。
《上海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是卫生行政部门
对于餐厅环境核发的许可证，持有该证的单位同
样不得从事餐饮服务（制售饭、菜等膳食）。

! 经营玩%越位&

按照规定，餐饮单位应根据《餐饮服务许可
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开展经营活
动，不应超范围经营。
然而，超范围经营的情况在网络外卖订餐平

台上还是屡屡出现。比如《餐饮服务许可证》或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为“饮品店”（饮品店仅能
制作饮料、冷饮等饮品），但店家却实际经营盒
饭、炒菜等食品。《餐饮服务许可证》“备注”栏标
注“不含熟食卤味”，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经
营项目”栏未包括“冷食类食品制售”，店家却实

际经营凉拌菜、改刀熟食、色拉等食品。《食品经
营许可证》“主体业态”栏标注“食品销售经营者”
或者“单位食堂”（单位食堂仅能供应单位内部），
未标注“餐饮服务经营者”。

! %查无此店&

《餐饮服务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均
实行“一个地址一张证”，然而，记者曾经在采访
中发现，许多入网商户在网络上提供的实体店铺
地址和公示的许可证地址不相符合，甚至按照地
址找不到这家店。

! 假证蒙人

记者注意到，本市所有餐饮单位《餐饮服务
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均应为
其所在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或者市场监
督管理局。业内人士坦言，如果许可证发证机关
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卫生局或
某区（县）卫生局，该许可证为伪造或变造的可能
性较大。

! 一次办证'永久使用(

《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有效期一般为三年，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一般为五年。超过有
效期限的许可证为无效许可证。

方法二 对接监管%大数据$

当然，完全依靠第三方网络送餐平台来鉴别
“李逵”和“李鬼”，并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现在
大家走进实体饭店时看到的笑脸、平脸、哭脸，诸如
此类的政府监管信息，向第三方平台开放、与第三
方平台对接，无疑是严格监管的重要一环。

市食药监局副局长许瑾前些时候表示，'月
%)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在本市率先运用“大
数据”理念，尝试在网络订餐行业实施“互联网"

信用监管”模式，在餐饮店数量多、监管难度大的
陆家嘴地区先行试点。消费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进
行网络订餐时，就能轻松实现与政府“大数据”的

“亲密接触”，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过程。消费者登
录“饿了么”网站或用手机 *++软件订餐时，在
餐厅列表页和详情介绍中点开“脸谱”图标，来自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的证照登记信息和相关检
查信息便一目了然。

网络外卖订餐平台与监管部门实现数据互
通之后，能够对入网商户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评
价体系。一方面，监管部门会给每家入网餐厅的
食品安全进行评级，如“笑脸”、“哭脸”等；另一方
面，消费者能在订餐平台上对每家餐厅的环境、
口味、服务态度等各方面进行客观点评。双管齐
下，督促商家进行改进。对此，浦东新区市场监管
局局长陈彦峰说：“仅凭第三方平台线上核查，或
是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线下监管，力量都是有限
的。”该合作项目的实施将达到订餐平台、餐饮商
户、政府部门以及消费者“多赢”的目标，今后还
将把信息共享、信用监管的模式向其他平台、领
域推广。
对于这样的政企合作方式，网络外卖订餐平

台“饿了么”,-.张旭豪称，“我们一直致力于加
强对入网商户的透明化、规范化管理，要求经营
者必须上传证照扫描件，但是很多信息我们无法
准确掌握，在进行资质审查时确实有困难。因此，
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政府权威信息的支撑。互联网
正深刻改造餐饮行业，互联网企业的优势是技
术，通过技术去促进、规范行业的发展”。

他说，无证经营确实是餐饮行业长期存在的
一个社会现象，订餐平台应在审核时有一套严格
的程序，不仅有线上证照审核，还有线下的实地
考察。!"月开始，“饿了么”进行了系统升级，通
过技术手段实现证照接近过期时的“预警提示”
等更自动化、智能化的新功能。一旦入网餐饮企
业的证照临近过期，就会自动预警，平台也会协
助入网商户去续办、补办证照。

本报记者 陈杰

! ! ! ! !!月 !%日，市食药监局曝光了 )个网络
外卖订餐平台上的 &%家问题餐厅，其中 !$家
无证经营、!!家伪造或借用他人证照、)家标
称的实际经营店址根本不存在。
一个月过去了，这些“问题餐厅”情况如何

呢？记者逐个对其查询和走访发现，绝大多数
已经在网络平台上难觅踪迹，但仍有些点点滴
滴的不规范痕迹。
比如美团外卖上的“峰味香黄焖鸡米饭”，

平台显示其地址为宁海东路 $#号，营业执照

显示为上海市长宁区麦强小吃店，地址为定西
路 !%%/号第四幢底层。目前在平台上仍能查
到其网页，但状态显示“休息中”。
大众点评外卖上的“黄开”，平台显示其地

址为吴淞路 #)!号，未公示营业执照，餐饮服
务许可证显示为浦东新区东波路 (#号的静心
苑食府，而且还能下单点外卖。记者试着用手
机点了个早餐套餐，顺利地收到了验证码。而
“黄开”网页的点评栏目内页点开后，却显示
“该商户不存在”。 本报记者 陈杰

! ! !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

授朱毅)

针对网络外卖订餐平台的监管! 新食品安全

法只是规定了一个大概! 具体实施细则的出台可

能要等到明年 !"月" 食药监总局发布的#网络食

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征求意

见完毕! 下一步将对该行业的有序发展起一个指

导作用" 另外!去年 !"月 !日开始实施的商务部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里面也有与网络外

卖有关的内容"

现在网络外卖市场处于粗放野蛮生长的状

态!为了走量!有的平台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关于网络外卖的纠纷(消费者的不满!原因都在

于有些平台对商家的放任状态)对于餐饮经营所

需的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餐

饮人员健康证!平台都没有进行有效监管!甚至有

的店家都是虚拟的! 根本不具备提供外卖服务的

资格*

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

员孙娟娟)

原本线下食品生产和销售中的+散小乱,构成

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难点! 互联网的发展和线

上食品的销售使得这一局面更为散乱! 即越来越

多的个体加入到网络食品销售中! 且突破地域的

限制*但是!比较而言!对于线上网络销售!网络平

台更具有信息搜集和管理其线上食品销售者的优

势! 包括通过安全管理制度进行风险防控和发现

风险时的及时应急*

网络外卖订餐平台在向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

的过程中涉及三个主体!一是网络食品经营者!也

就是商家-二是网络外卖订餐平台本身-三是消费

者*就第一主体的义务而言#首先涉及食品经营实

施许可制度! 网络食品经营者在通过网络销售食

品时应当具有许可经营的资质且与其许可经营的

范围相一致* 第二主体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第三

方平台!具有审查上述资质的义务!包括这些资质

的变更情况*此外!网络外卖订餐平台也应当建立

一些管理制度确保了解网络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情

况! 因为其在发现入网食品经营者有违法行为时

具有制止和报告的义务! 在未履行上述义务或者

其在明知或者应知网络食品经营者利用其平台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如果未采取措施!就要承担

连带责任*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

伴随着网络外卖订餐平台的不断涌现! 鱼龙

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突出*网络外卖订餐平台应

加强主体责任!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消费者

应留意网络外卖餐厅资质*

记者调查

多数!问题餐厅"已在网上!消失"

你以为订到了“高大上”的网络外卖，送来的其实是“脏乱差”的“黑暗
料理”。一个月之前，网络送餐“两张皮”被大起底，市消保委召开新闻通气
会，向9家订餐平台发出督促整改函。当时，有些网络外卖订餐平台大呼冤
枉，说“没能力、没人力、没权力”审查入网餐饮单位许可资质。记者日前从
市食药监局获悉，一份《入网餐饮单位许可资质审查工作指南》已经制定完
成，相关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将被组织参加培训，辨别入网商户中
的“李逵”和“李鬼”。而政府监管信息向第三方平台开放，“互联网＋信用监
管”模式的推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网络外卖如何!共管"

看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经验

网络平台责任须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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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拆除“看不见的炸弹”
! ! ! !现如今，“宅男宅女”吃饭不用跨出门槛，
就可以在家坐等了，这都归功于速度快捷、价
格便宜的网络订餐。网络订餐在快节奏的大
城市里尤其火爆。然而，近来，多地曝出网络
订餐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消费者看不见
店家做饭，因为不在现场，遇到不卫生的东西
不能马上找商家解决，或者商家根本不承认。
那么，对于这些隐藏在网络背后的食品

经营者应该如何有效监管呢？国外有什么好
办法吗？

美国 惩罚性赔偿有力威慑
在美国，电话订餐和网络订餐非常普遍，

许多消费者都会选择以上两种订餐方式，为
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不可否认，美国是世界
上食品安全体系比较完善健全的国家。严密
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召回制度以及惩罚性
赔偿制度，可以说是美国维护食品安全的三
把利剑。其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生产和销售
危险产品的企业日益发挥出有力的震慑作
用。惩罚性赔偿主要针对那些加害人主观上
有严重过错、恶意或根本无视受害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

!$$(年，美国奥德瓦拉公司生产的鲜榨果
中超标的大肠杆菌酿成 )"人住院、!名儿童死
亡的巨大食品安全事故，公司承担了 !"多起

民事诉讼，其中 &名重病的儿童获得了 !%""

万美元的赔偿。公司管理人员被罚款 !&"万美
元，同时被处以缓刑 &年的刑事处罚。
美国每年大约会扔掉价值 $!"亿美元的

食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了保质期。
美国历史上也曾有出售过期食品的商家，结
果被举报后受到重罚，只得关门。所以，无论
是商家还是老板，都不敢为了蝇头小利铤而
走险。
对于餐馆卫生条件的评估，美国与我们

一样，也是将不同卫生条件的餐馆分不同等
级。不一样的是，美国的餐馆最怕顾客举报和
起诉，一旦被起诉，就意味着离倒闭不远了。

澳大利亚 惩罚异常严苛
随着互联网络特别是智能手机应用网络

的发展，澳大利亚的网络订餐服务越来越发
达，在很多传统的外卖巨头求新求变的同时，
一些家庭作坊式的网上订餐也像雨后春笋
般，在澳大利亚繁荣兴旺起来。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定，任何家庭作坊

式的食品加工以及外卖同样需要申请商号，
并且要符合澳大利亚食品加工方面的安全条
例，肉类或鸡蛋必须要储存在 &摄氏度以下
的冰箱里，食品容器不可以混杂使用，所有的
原材料都必须记载购买来源和批次，以保证

任何原材料需要被召回的时候可以随时把它
们找出来。这些要求一样都不比开正式餐馆
来得简单，而任何违反食品安全条例的外卖
机构将会被处以两千到两万澳元的罚款。如
果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涉事，甚至有可能会被
遣返回国。

德国 召回须及时有效
德国也有网上订餐服务，但网络只是一

个平台，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应由企业也就是
食品提供者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负责。为了保
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德国建立了一整套严
格的法规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在法律方面，
包括《食品法》《食品以及日用品管理法》《食
品责任法》《食品标识条例》等 %""多部与食
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有着世界上最健全、最完善、最严格的
食品法律保障的同时，德国还有着严格的监
管机制，通过联邦各州各地方之间的配合与
具体分工，对食品质量与安全进行监管，而作
为食品质量和安全源头的生产企业，则要自
我监督与监测，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与标准
从事生产，一旦出现问题，必须要在 %/小时
内向专门的食品召回委员会提交报告，并且
采取一切补救措施，及时对民众发布信息。

本报记者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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