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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期 食 品 变 了 样临 期 食 品 变 了 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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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记者日前就

此进行调查。

目前来看，临期食品市场走热对于商家和消费

者而言是双赢的。但是，业内仍存在货源不稳定、价

格不透明、规模化发展企业数量较少等问题。对于

想入局临期食品生意的人来说，加盟较大的连锁店，

可能会面临较高的加盟费，开设小店又会存在因议

价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货源供应无法保障等问题。从

消费端来看，消费者认可度依然不足。对于临期食

品行业的“火爆”，还需理性看待。

首先，守好安全底线是基础。随着临期食品市

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大监管力度。

一是加大对临期食品违法销售的惩戒力度；二是加

强临期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监管部门可建立临

期食品经营者信用档案、采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

技术追溯监督，严格管控流通销售过程，甚至考虑开

通专门的消费者监督渠道等。

其次，经销者要把好质量关，强化服务意识和责

任意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谨防已过期产品

继续售卖行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观望者更要充分

了解行业具体情况，谨慎入局。临期食品的货源、合

理回收期限、贮存方式、运输渠道、店址附近消费者

观念情况等各方面问题都需仔细考量。

再次，消费者要自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理性

购物，不要单纯因价格折扣冲动消费，导致过多囤积

临期食品；也不要被有些商家的宣

传噱头迷了眼睛，只为了一个新鲜

概念而消费。

理性看待“临期热”
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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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龙池村位

于群山之中，沿着盘山公路顺山而上，再步行穿

过崎岖的山间小道，就来到了位于龙池村七组

的大缺崖。站在悬崖边望去，一条空中水管穿

越悬崖，连接着两山之巅，如同“空中飞线”，在

云遮雾罩之下若隐若现。

横向跨度 1480 米、最大悬空高度 600 多

米……这条千米“飞线”，解决了龙池村 305 户

村民的吃水难题。

找水：深山密林觅水源

龙池村位于武陵山区，属喀斯特地貌，蓄

水、保水能力差。“天干的时候，吃水要去山下

背，一次背 50 斤，来回一小时；下雨的时候，家

中的锅碗瓢盆齐上阵；洗菜的水用来洗脸，洗脸

的水还要浇菜地……”龙池村党支部书记赵丽

华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制

约当地脱贫致富的“瓶颈”。

喝上干净安全的自来水，是龙池村村民多

年的期盼。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靠天吃水”的困

境，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引水。

水从哪儿来？“曾研究过几套方案，但都被

否决了。”赵丽华说，龙池村附近既没有高位水

库，也没有山泉水。从邻近的巴东县引水，路程

远，协调难；从山下的大布滩河抽水上山，需建

4座泵站提水，建设难度大，维护成本高。

艰难的找水之路，龙池村历届村干部走了

几十年。2018 年初，听说山对面的招徕河村有

一口泉，村委委员吴道远、村民覃仕武一大早就

出了门，骑了 4个小时摩托车到山脚下，又用几

个小时艰难爬上了陡崖。

“有水，有水!”一股清泉叮咚流淌。覃仕武

捧起泉水喝了一大口——是甜的！喜悦过后，

看着两岸刀劈斧削的绝壁，两人犯了愁：怎么把

水引到村里？

经过多次实地勘查，长阳县水利部门决定

从水源地架设一道空中水管，横跨峡谷，用索道

将两地相连，长距离引水。

引水：绝壁“飞线”引清泉

找水不易，“飞线”更难。2018年 8月，长阳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飞线”工程

开工建设。该工程由两根钢丝绳和一根水管组

成，两头“系”在大布滩河两岸的悬崖上，单跨和

悬空高度均为湖北省同类饮水工程之最。

“1000 多米的空中‘飞线’，我做了 30 多年

索道工程也从没见过。”施工负责人田康继告诉

记者，龙池村山路陡峭崎岖，施工设备无法进

场，工人不得不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将材料背上

山。“飞线”跨度太大，工人只能抓着绳索降到山

脚下，再坐木排到对岸，通过小型设备中转 3

次，把接近 10 吨重的工程材料与 250 根钢丝骨

架管送达对面山巅。施工时，工人被吊在近 700

米的高空，用双手将钢丝骨架一截截接起来。

“两边都是悬崖，跨越峡谷的工程需要人工

作业。”施工队员向长江回忆：“我们就系上安全

绳，拉着 0.4 厘米粗的钢缆，分别从对岸山顶下

到招徕河水库，坐船将两根钢缆在河中央对接，

再用细钢索将直径更粗的钢缆拉过对岸……”

施工队员殷云寿告诉记者，为节省施工时

间，那段时间他和工友每天背着开水、馒头、烧

饼施工。“中午肚子饿了，我们就在悬崖上找一

小块相对平坦的地方，抱着安全绳，拿出馒头和

开水匆忙吃完，继续开工。”

2019年 6月 2日，历时近 10个月，“飞线”终

于架设完毕；15 天后，集中供水工程完工。“水

来了！”大家奔走相告，还有村民专程从外地赶

回来品尝山泉水。

“今年，我们又升级了供水管道，再也不怕

‘飞线’冬季被冻住了。”田康继说。

“钻山洞、架飞线、延管网，为让百姓彻底告

别‘吃天水’，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长阳

县水利和湖泊局局长傅建斌告诉记者，2014 年

以来，长阳县统筹资金 3.2 亿元，建设集中供水

工程 1663 处、分散供水工程 8029 处，跨区域调

水工程4处，有效保障了农村饮水安全。

用水：活水灌溉“甜”日子

“飞线”水管每天可供水 240 立方米，水源

地水量充足，彻底解决了村民们的饮水难题，大

家致富奔小康的劲头越来越足。

“我们这水可是山泉水！”67岁的龙池村七

组村民柳昌群拧开水龙头，汩汩清泉水平稳流

淌。以前，他种的板栗因为缺水，长势不好。通

水后，他又种上了木瓜和葡萄，用上了滴灌。“管

理到位的话，一亩地能赚 4000 元到 5000 元，收

入增长了很多。”

“山上风景宜人，我准备把外出打工的儿子

叫回来，开个农家乐。”柳昌群满是憧憬。

从柳昌群家出来盘山而下，不多时便到了

龙池村五组村民彭月娥家。一杯清茶、一盘桃

子端到了记者面前。“以前来了客人，想泡杯茶

都没有干净水，现在通水了，茶和桃都是自家种

的。”彭月娥笑得合不拢嘴。

彭月娥夫妇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养了

100多头猪。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00头猪每

天光饮水就要 1.5 吨，要是没有“飞线”供水，根

本无法实现。夫妇俩还将房前屋后种满了树苗

和碰柑。“猪粪处理后可以做果木肥料，循环利

用没有污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离乡村民如今都

陆续返乡，在家门口实现致富。柳昌洪便是一

位返乡村民代表。今年，他返乡在家专心当起

了“猪倌”。“我养了 20多头猪，收入肯定不比在

外面打工差。”柳昌洪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了解到，不到两年，当地有 20 多户村

民发展了生态养殖。

“2020 年，龙池村人均收入达 9000 元，比

2015年翻了一倍还多。”赵丽华说，解了“渴”的

龙池村，形成了以木瓜、茶叶等为主导，以蜜蜂、

猪羊养殖等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模式，村民日子

越过越红火。

绝 壁“ 飞 线 ”引 来 致 富 泉
本报记者 柳 洁

“龙池飞线”解决了村民们的吃水难题。周星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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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期食品货源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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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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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在顾客在临期食品折扣店内选购商品临期食品折扣店内选购商品。。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悦悦摄摄

顾客在河北邢台市某超市选购打折商品顾客在河北邢台市某超市选购打折商品。。 宋宋 杰杰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