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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临期食品为何“火”起来了？
最近，有关临期食品的

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还引来

多家资本入局。据相关数据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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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也有望突破300亿元。临

期食品为何“火”起来了？货

源从哪里来？记者日前就此

进行调查。

最近，临期食品“火”

了起来，相关话题在全网

热度不减。

微博上，“年轻人买临

期食品来减少浪费”这一

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亿，B

站上有关临期食品的视频

最高播放量近 60 万次，知

乎上“带你了解临期食品”

的文章热度近2万，小红书

上临期食品的相关笔记超

过 2600 篇……不仅如此，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

全抽检监测司还委托食品

安全权威专家，制作了科

普短视频《临期食品，可以

买吗？》，向消费者介绍和

解读临期食品安全知识，

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临期

食品“忽如一夜春风来”，

出圈的同时也让更多资本

嗅到商机，纷纷入局。

货源从哪来？

临期食品并不是一个

新概念。中国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告诉记者，早

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就

有了临期食品市场，当时

以售卖临期进口食品为

主，满足了一部分消费群

体的多维消费需求。

时至今日，临期食品

早已变了“样”——最新研

究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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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市场规模也有望突破

300亿元。

记者实地探访了北京

的“好特卖”“嗨特购”“东罗

西搜”等食品折扣店，这些

店内销售的产品基本为市

场普遍售价的2折至6折。

通过比对产品包装上的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记者发

现，货架上的食品距过期至

少都还有2个至3个月，有

的甚至达半年以上。

目前，我国对临期食品

的界定还没有统一标准。业

内普遍遵循的规则来源于

原北京市工商局2012年出

台的《临近保质期限食品销

售专区制度》。该制度规定，

根据食品保质期长短，纳入

临期食品范畴的食品为其

保质期期满之日前45天至

1天不等。

根据这一定义，“好特

卖”等门店销售的产品多

数并没有临近保质期，该

不该算作临期食品？科信

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

主任钟凯告诉记者，“一般

商家都会有一个内控的时

间，不能随便往货架上放，

但提前多长时间可以灵活

操作？临期食品没有准确

定义，如果有较大折扣，那

就可以当临期食品看待”。

“东罗西搜”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商超体系有

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食品

保质期过去三分之一，就

无法进入商超流通，剩下

的就会沦为临期产品，成

为各大食品折扣店货架上

的商品。

“从供应端来看，临期

食品的货源主要分3种，一

是大型商超下架的产品；

二是电商平台的退换货；

三是经销商手里真正进入

临期的产品。”临期食品行

业从业者田云告诉记者，

“临期食品的货源并不稳

定，主要根据正期食品的

销售情况而定。产品在正

期时卖得好，那么临期的

货就会相应减少。”

因而，临期仓库成为

临期食品供应链上的重要

一环。“东罗西搜”的工作

人员坦言，“拥有仓库的品

牌折扣店，在一定程度上

更有优势。如果个人想开

临期食品店，货源会比较

零散，找起来比较困难”。

田云介绍说，临期仓

库可以作为一个中间商对

接一些小规模经营者。不

过，到临期仓库进货，须让

供货商提供生产许可证、

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单等相

关证明，验证其资质。

“在临期食品市场，货

源很关键，经销商的仓库如

果不规范，比如温度控制等

环境保障不到位，有的产品

到临期时可能已经不能食

用了。”朱丹蓬告诉记者。

为何角逐愈发激烈？

过去，临近过期的食

品在商超、便利店会被降

价促销，吸引的多是中老

年人。如今，随着消费观念

的转变，年轻人开始追求

价格打折而美味不打折的

消费体验，购买临期食品

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

在豆瓣“我爱临期食

品”小组，聚集了7万多名

临期食品爱好者，分享优

质店铺和购买心得。来自

江苏的“90后”小徐就是其

中一员。“有需求，不浪费，

价格又合适，为什么不买

临期食品？”小徐告诉记

者，自己是一个奶制品爱

好者，平时会在超市购买

打折酸奶，也会在喜欢的

品牌旗舰店网上下单购买

临期打折牛奶。“购买临期

食品的体验并不差。我也

买过很贵的进口食品，高

价格会让我产生高期待，

到手后反倒觉得性价比不

高。临期食品便宜，通常期

待值较低，反而能给人一

种惊喜感。”小徐说。

今年发布的《2020 年

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

析及消费者研究报告》显

示，中国临期食品消费群

体以中青年为主，其中消

费者年龄为 26 岁至 35 岁

的占47.8%。

消费者“薅羊毛”热情

不减，让临期经济从小众

需求发展成一个创业新风

口。临期食品从商超专区，

扩展到专门售卖临期产品

的连锁折扣超市和电商平

台。目前，临期食品赛道已

有“好特卖”“繁荣集市”

“小象生活”“甩甩卖”“好

食期”等多个头部商家，并

引来资本入局。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3

月 17 日，天津社区折扣零

售店“食惠邦”已完成数千

万元天使轮融资，由惟一

资本领投，钟鼎资本跟投；

4月12日，折扣超市“小象

生活”已完成数千万元天

使轮融资，愉悦资本为领

投方，天使湾资本跟投；

“好特卖”在 2019~2020 年

间完成了4笔融资；“好食

期”早在 2018 年就获得了

阿里巴巴独家 1.1 亿元 C

轮融资……近3年来，临期

食品企业注册量呈现增长

趋势。

准入机制尚须完善

伴随行业迅速发展，

临期食品在销售中也呈现

出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

发现，不少临期食品店铺

的评价中存在关于食品质

量问题的差评。

重庆消费者石欢向记

者分享了在电商平台购买

临期进口零食的经历，“买

回来后多放几天就不敢吃

了，因为看不懂进口零食包

装上的说明，即使没过期也

担心吃了出问题，所以买之

前还是要考虑清楚”。

朱丹蓬也提醒消费

者，“临期食品行业准入机

制仍有待完善，消费者要

有自我甄别能力，尽量购

买正规渠道售卖的产品”。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

市率先上线了“我要开临

期食品店”办事指南，对开

设临期食品店所需证照的

办理流程、申请材料进行

了详细说明。开设临期食

品店，从受理申请材料到

颁发相关证照，承诺9个工

作日办结。

朱丹蓬认为，未来的

临期食品市场将会朝着规

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

本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

展，其中规范化是目前临

期食品市场亟待解决的主

要问题。（据《经济日报》）

8月14日，晚上8点30

分，扬州国际展览中心灯

火通明。两组共十个舱位

的“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呈

“L”字形排列，近百名工作

人员分布其中。他们在和

时间赛跑，以最快速度找

出病毒的蛛丝马迹。

从10日凌晨设备进场

到 11 日上午正式投入使

用，这只“猎鹰”在短短几

天内已经参与了扬州多轮

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检

测数量超21万管，按10混

1 的采样方式，覆盖约 200

万人次。

“我们两百多人分为

两班，24小时不间断工作，

最高日检测能力达到15万

管。”金域医学高级运营总

监江真君说。

从南京到扬州，此轮

疫情暴发以来，江真君和

他的“战友们”已连续奋战

多天，也在一场场与“德尔

塔”的较量中不断提升自

己的“内功”。

记者走进“猎鹰号”气

膜实验室的样品处理区看

到，样本、检验仪器、医疗废

弃物被分区域整齐摆放，两

台全自动加样机正在辅助

人工完成一些重复性工序。

一旁，经过三级防护的工作

人员时而操作设备，时而记

录信息，无声地忙碌。

尽管“武装”到只露出

双眼，但依旧可以分辨，这

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1999年出生的李丽兵

正在安全柜里熟练地进行

加样操作。这是一个需要

“直面”病毒的工作，意在

通过PCR 扩增（聚合酶链

式反应），把狡猾的病毒放

大数万倍，便于后续更精

准地定位。“不觉得害怕，

就想着早点发现病毒，让

扬州早点好起来。”这位东

北姑娘说。

江真君告诉记者，扬

州“猎鹰号”气膜实验室的

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地，

平均年龄不到28岁。每天，

他们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工

作十几个小时。

晚上 10 点，记者结束

采访走出实验室，一辆载有

检测样本的运输车辆，在警

用摩托的开道下飞驰而来。

今夜的“猎鹰”，注定无眠。

【相关新闻】

扬州新增确诊病例
降至个位数

新华社消息 记者16

日从江苏省扬州市疫情防

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8月15日0~24时，扬州

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 6

例，3例轻型，3例普通型。

同时，扬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施桥镇由此前的中风险

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数据显示，8 月 10 日

扬州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54 例，8 月 11 日起逐日

下降，15 日进入个位数区

间。新增确诊病例从来源

看，5人来自集中隔离点，1

人来自封控小区筛查。截

至目前，扬州本轮疫情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552

例，出院10例。

8月16日，扬州继续对

邗江区、广陵区、经开区、蜀

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和

生态科技新城开展重点地

区和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

截至目前，扬州市共

有高风险地区 10 个，中风

险地区26个。

（朱 程 蒋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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