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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期现货价格为何会背离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本版编辑 孟 飞 美 编 倪梦婷

因未经消费者同意收取包装费被罚——

一元钱“绊倒”大超市
本报记者 佘 颖

最近，民政部印发《最低生

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其中，

适度拓展低保范围，加快推进

低保制度城乡统筹等提法引发

关注。实际上，这个《办法》早

在 2012 年就开始试行。值得

注意的是，新《办法》和原来的

相比，突出了最低生活保障的

灵活性，使低保制度能够更加

灵活地发挥救济作用。

新《办法》到底灵活在哪

呢？主要体现在低保户受理环

节。新《办法》规定，可以通过

互联网提出申请，而且区分各

种情况，充分考虑了农民外出

打工和农村家庭成员分布的不

同情况。新《办法》规定，共同

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不

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可以由其中一个户籍所在地与

经常居住地一致的家庭成员向

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共同

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

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可由

任一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

提出申请。此外，新《办法》还

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有序

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

申办最低生活保障。

我国农村务工人员有数以

亿计流动在农村之外，其中有

一些人需要低保制度来保障其

生活需求。在此前制定的确认

办法中，只规定了“在同一市县辖区内，申请人经常居住地

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这种情况。民政部刚刚印发的《办

法》不仅规定了“在同一市县辖区内申请人经常居住地与户

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而且充分考虑到“共同生活的家

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不

仅扩大了低保制度保障的范围，而且极大地照顾到了大量

农村人口流动的现实。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困难人口生活保障的“底线”。这项

制度无论在救济城市困难人群，还是在农村脱贫攻坚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如何让好制度更好落地，如何结合最新

情况，在优化流程、便于操作等方面做出

更多探索，低保审核确认方面的改革，无

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点赞。

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菜市场里的鸡

蛋变贵了。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 月以

来，全国鸡蛋批发价格持续上涨。统计显

示，最近一个月涨幅已超20%。

鸡蛋期货也是行业价格风向标。鸡蛋收

购价和批发价快速上涨的同时，鸡蛋期货价

格却持续震荡下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鸡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背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鸡蛋消费有季

节性规律，每年 7 月和 8 月蛋价几乎都上

涨。“三季度，工业备货、中秋节及国庆节

的节日需求，再叠加 9 月开学季的需求提

振，鸡蛋现货处于供需紧平衡状态。”光大

期货农产品研究员孔海兰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近期鸡蛋现货价格的反

弹，符合鸡蛋价格季节性规律。一般来

看，鸡蛋现货价格会从 7 月开始反弹，到

中秋节前是全年最高点，价格涨幅在 1.5

元/斤至 2元/斤。

“鸡蛋现货及期货走势符合历史同期走

势。”一德期货生鲜品事业部分析师侯晓瑞

表示，现货上涨的原因，主要由供求关系

决定。

从供给情况看，今年上半年全国产蛋鸡

存栏量处于下跌趋势之中。由于玉米价格处

于近十年来的高位，导致蛋鸡养殖成本较

高，蛋鸡养殖利润依然薄弱。7月开始，产

蛋鸡存栏量企稳，但仍维持偏低位置。加之

进入 7月份，天气逐步炎热，蛋鸡进入歇伏

期，产蛋率下滑，进一步导致鸡蛋供给

减少。

另一方面，洪涝灾害及疫情等多种因素

也推动现货大幅上涨。尤其在鸡蛋各环节库

存偏低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居民备货热情较

高，导致局部地区现货价格率先上涨，进一

步推动全国蛋价上涨。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疫情也会对集中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形

成后期蛋价上涨动力不足的情形。

一位鸡蛋批发商告诉记者，从季节角度

看，待到 9月温度下降后，蛋鸡产蛋率会逐

步回升，鸡蛋供给稳步增加，预计鸡蛋价格

到时会迎来季节性下跌。

在期货市场，当前鸡蛋期货主力是 9月

合约。今年上半年，鸡蛋期货 9月合约走势

高位震荡。但进入 7月份，鸡蛋期货挤出升

水，期货价格在 7月份初开始走弱，在月中

开始低位震荡。

对于这一走势，侯晓瑞分析，年初期货

市场预测今年产蛋鸡存栏量处于历史偏低位

置，供需紧平衡，所以给予的升水偏高。数

据显示，7 月全国产蛋鸡存栏量为 11.719 亿

只，环比跌幅1.02%，同比跌幅9.64%。

但是，随着鸡蛋期货 8月合约进入交割

月，期货价格向现货价格靠拢，期货价格走

势基本与现货价格走势同步。而作为主力合

约的 9月合约则包含了市场对中秋节后季节

性回调的预期，因此反而弱势震荡。

“其实，每年 8 月现货上涨行情中，期

货大都会提前走出节后下跌行情，9月合约

逐步由升水转变为贴水状态。”侯晓瑞表

示，目前 9 月合约贴水现货 500 点左右，基

差基本与历史同期水平相当，无明显偏差，

期货预计仍会维持区间震荡为主，无明显大

涨大跌动力。“期货与现货价格不同步，反

映了投资者并不看好鸡蛋未来的价格。”一

位鸡蛋期货投资者告诉记者。

关于后市，侯晓瑞认为，鸡蛋现货价格

在 8月份仍会有上涨空间，后续主要关注现

货上涨的高度和持久性是否超过市场预期。

按照规律，元旦、春节鸡蛋需求将达到全年

次高点。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届时鸡

蛋需求将出现季节性增加。孔海兰预测，8

月末受需求减少影响，现货价格可能会进入

季节性回落趋势中。

一般来说，经常网购的消费者会注意产品能否包邮，但网

购要收 1元包装费，这事儿还挺新鲜。

近日，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因在其运营维护的微信小

程序“YH 永辉生活+”中，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对每笔订单

收取 1 元包装费，被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强迫

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没收违法所得 8059.2 元，罚

款 3.22368 万元。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通过微信小程序“YH 永辉生

活+”，对 201480 笔订单收取包装费，违法所得 8059.2元。

未征得同意，收取 1 元包装费，永辉超市该不该罚？收的 1

元包装费，永辉超市该不该退？

该不该罚

8 月 10 日，记者登录“YH 永辉生活+”小程序发现，目前，

对送货上门的订单，永辉云创除了收取 6 元配送费，依然还要

收取 1 元包装费，且为默认选项，无法取消或更改。同样从事

社区生鲜业务的叮咚买菜、美团买菜在近似消费金额前提下，

不仅没有收取任何包装费，连配送费也免了。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法学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YH 永辉生活+”

收取的这笔包装费，实际上相当于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买了

一个塑料袋。“但在超市结账时买塑料袋，通常由消费者主动

提出，且可以根据商品数量选择买大买小。‘YH 永辉生活+’没

有让消费者选择，这属于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陈音江说。

公开资料显示，永辉云创为永辉超市 2015 年 6 月内部孵化

的新零售业务平台，旗下业务形态包括超级物种、永辉生活、

永辉到家等。目前，永辉超市持有永辉云创 46.6%的股权，是

永辉云创的控股股东。今年 3 月份，永辉云创还曾因生产、销

售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没

收违法所得 0.437168 万元，罚款 2.9400万元。

对此次永辉云创被处罚，多数网友表示未告知的收费不

合理，同时吐槽外卖平台也是默认收取包装费。

对此，陈音江认为，企业有经营成本，在不违反现有法律

的情况下，可收取合理成本费用，关键应该让消费者做选择。

该不该退

目前，永辉云创在“YH 永辉生活+”小程序的包装收费一

栏，以二级菜单方式呈现了一则声明，称永辉超市高度重视

“收取 1 元包装费”的问题，正在紧急优化商品包装服务及收费

规则。对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及其引发的社会关注，表示诚

挚的歉意。

从这段声明可以看出，永辉云创被罚后，已经意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也将做出整改。但可能是技术原因，截至 8 月 10 日

晚 10 时，修改版本还没有上线。8 月 11 日下午，记者再次查

看时，小程序已做修改，取消了包装费。

同时，永辉云创还表示，根据国家“限塑令”相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要求，永辉有义务推广、使用可降解包装袋。以此

推测，永辉使用的包装袋应该是可降解的环保袋。

记者咨询了 1688 网站上的商家，得知超市常用的单面

单色可降解大号塑料袋批发价约 1 毛一个。这就意味着如

果不计算运费，“YH 永辉生活+”向消费者收取的 1 元包装

费比成本价贵了 9倍。

对于消费者被收取的 1 元钱，上海市消保委提出，消费

者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涉事企业有义务改正错误，对消费

者做出赔偿或者补偿。

如果永辉确实认识到“未经消费者同意，收取 1 元包装

费”是错的，应考虑把这 1块钱退还给消费者。

“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是两回事，行政处罚不能代替民

事赔偿。”陈音江也认为，既然监管部门已认定这 1 元包装费

是通过违法方式收取的，或者说是以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手段收取的，那么，消费者就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不

说加倍赔偿，至少应主动退还收取的 1元包装费。

专家还表示，退费工作应由“YH 永辉生活+”后台自动

完成，因为消费者一般不会特意去找超市退 1 元钱，用技术

手段主动进行批量退款并不难。

8 月 11 日，永辉超市向上海消保委表示，将通过小程序

主动为消费者返还 1元包装费。

错在哪

“YH 永辉生活+”收取 1 元包装费，有没有成本考虑？

可能有，但并不大，企业可以内部消化。毕竟其社区生鲜同

行、各大电商平台，甚至连淘宝个人卖家很多都没有向消费

者收取包装费，顶多收个运费，偌大的永辉超市不可能负担

不起包装袋成本。

有没有多赚点钱的小心思？可能也有。社区电商竞争

这么激烈，各种补贴已经把利润压得极薄。每单悄悄向消

费者多收 1 块钱，两个月 20 万单，一年下来就是 120 万元。

产品经理可能舍不得这笔收入，但永辉超市不该这样跟消

费者算账。

永辉超市割舍不下 1 元包装费，最可能的原因是这家老

牌超市在向线上过渡时，还背着线下商家的思想包袱，没有

迈过惯性思维的门槛。

跟大多数传统超市一样，永辉超市在线下一直收包装

袋费用。线下大袋子 1 元，线上也是 1 元，可谓“线上线下同

价”。但不同之处在于，线下购物时，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

很多消费者还会自带购物袋，而线上消费者被剥夺了选择

权，只能默认购买。

更重要的是，线上消费场景中，这几年包装袋的市场价几

乎都是免费，“YH 永辉生活+”打破了这一惯例，又没有提供

超过同行的服务，很容易引起消费者抵触。这一点，可能是

“YH永辉生活+”当初设计包装费时没有考虑清楚的问题。

商家在向新业务形态转型中有成本压力，从支持新业

态发展的角度看，在不违反现有法律情况下，可适当收取合

理成本。但是在此过程中，应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

包装是否一定要收费，也值得商榷。有消费者提出，超

市送货可以不用塑料袋，用布袋把商品送过来，配送员再把

布袋带回超市，循环利用。举措是否可行，也值得探讨。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创新，是找到消费者的痛点，成为

产品创新的源泉。如果沉浸在过去的思路中看转型，既没

学到新的优势，又带着旧的束缚，看似身子进门了，但脑袋

还在门外边，这样的转型恐怕很难成功。这一点，永辉超市

更值得认真琢磨。

在贵州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一家养殖企业，工人在精选鸡蛋。 胡攀学摄（新华社发）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