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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签不受标签面积的限

制，消费者可以通过页面放大、语

音识读、视频讲解等多种形式更便

捷地获取食品信息。

牧 区 里 的 新 消 费
本报记者 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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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消费红火显商机

沈

慧

近 日 ，

二手消费电

子 产 品 交 易

和 服 务 平 台

万 物 新 生 集 团

（爱 回 收）对 外

公 布 其 2023 年

第三季度财报：

报告期内，爱回

收 实 现 营 收

32.6 亿 元 ，同 比

增长 28.4%。

回 顾 这 几 年

二手电商的发展，爱

回收的表现并不出人

意料。闲鱼宣布其用户数突

破 5 亿，并收取软件服务费；红

布林新增股东 58 同城，且加码

直播交易⋯⋯二手电商持续走

热的背后是蓬勃发展的二手消

费。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

究所等机构发布的《2021 中国

闲置二手交易碳减排报告》显

示，中国二手闲置物品交易规

模从 2015 年的约 3000 亿元提

升至 2020 年的破万亿元市场

规模，预计 2025 年将接近 3 万

亿 元 。 艾 媒 咨 询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我国网民中有 43.7%的

用户会经常使用二手电商平

台，其中，“90 后”“00 后”成为

闲置交易的主力军。

小到二手玩具、衣服，大到

二手家电、家具⋯⋯从昔日的

“喜新厌旧”到如今的“喜新也

买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二手

闲置交易，最直接的理由是经

济实惠。原价 1 万多元的实木床，2000 元即可搬走；一款九五

成新的 LV 男士公文包，2999 元就能拿下；某知名品牌四色眼

影盘，全新未拆封价格 299 元⋯⋯看到这些“诱人”的二手商

品和价格，喜欢“买买买”的你会不会心动？正如一位消费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二手消费让她更理性消费的同时，也

更敢于消费。确实，相比新品消费，二手商品在价格方面拥有

巨大优势，而且很多商品虽是二手却保养良好，材质、品质、成

色皆为上等。以平替的价格用上高配的商品，高性价比让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了二手消费。

当然，低廉的价格并不是年轻人热衷二手消费的唯一原

因。曾几何时，由于固有认知，不少国人对二手物品充满了偏

见。在一些人眼里，使用“二手”不仅有失身份，甚至有些不吉

利。时代变迁，随着循环经济、绿色消费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买二手、用二手”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理性务实的消费者特别

是年轻一代所接受，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更具个性和潮流的生

活方式。比如，一些二手物品自带的“历史感”“故事感”“时代

感”就让它们区别于普通新品，从而受到新一代消费者的青

睐。有关数据显示，26%的消费者购买中古奢侈品是因为专

柜买不到，比起专柜新品，更能凸显个性特征的“孤品”吸引着

消费者。再如，在家中摆上几件旧家具、老物件，也成为时

下不少年轻人喜欢的“收藏”。

伴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政策的利好，当前二

手消费在国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但也应该看到，

买卖双方的不信任、网络售假等问题依旧存在并制约着

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期待随着二手商品市场的

繁荣壮大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未来能有更多的消费者爱

上旧物，爱上绿色消费。

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近期不少预制食

品 的 外 包 装 上 多 了 一 个 拇 指 大 小 的 二 维

码。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可以看到该食

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等更全面的信息。这

个 二 维 码 就 是 我 国 目 前 正 在 试 点 的 数 字

标签。

食品数字标签试点工作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于今年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等单位共同开展，目前部分试点产品已经

进入市场，其他产品预计也将在年底前陆续

进入市场。食品数字标签将为消费者带来

哪些便利？又会对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进行了采访。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需求

的提升，近年来，消费者比以往更加注重阅

读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食品。然而随着食品

标签标示信息的增多，囿于商品包装上的空

间限制，很多食品的标签信息印刷又小又

密，在一定程度上给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

者获取信息带来不便。为解决这一痛点，食

品数字标签应运而生。

“数字标签通过二维码等形式来展示食

品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扫

描 食 品 标 签 上 的 二 维 码 获 取 更 多 食 品 信

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李宁

介绍，其中包括食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

质期、产品标准号、生产企业等详细信息。

相较于传统标签，数字标签不受标签面

积的限制。李宁说：“消费者可以通过页面

放大、语音识读、视频讲解等多种形式更便

捷地获取食品信息。数字标签大幅提升了

消费者的阅读体验与便利性，也为食品企业

与消费者开展良性互动、丰富标签展示方式

提供了空间。”

记者在北京盒马鲜生林奥店看到，达

能、洽洽、星巴克等品牌的数字标签试点产

品已经陈列在货架上出售。记者拿起标记

着数字标签的某品牌方便面扫描，可以看到

传统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产地等信息，还可

以点击观看冲泡视频。而扫描某品牌矿泉

水的数字标签，可以看到其钙、镁、钠离子含

量 ，以 及 水 的 软 硬 度 等 信 息 和 相 关 科 普

知识。

国家卫健委食品司副司长田建新介绍，

目前全国已有 20 余家企业超过 40 款产品加

入了数字化标签的试点工作，覆盖乳制品、

饮料、包装饮用水、方便食品、肉制品、植物

油、糖果等主要食品类别，下一步试点范围

还将进一步扩大，相信会有更多的食品生产

企业采用数字标签的方式展示产品信息，方

便消费者了解。

为企业生产提供便利

对于食品企业来说，数字标签也为其生

产经营和管理提供了便利。此次入选数字

标签试点的洽洽食品相关负责人姚亚

兰告诉记者，此前，对于标签信息较多

的食品，企业在标签设计时也有不便。

数字标签增加了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

的灵活性，使企业食品标签管理工作的

效率和准确率更高。此外，使用数字标

签还可以节约食品企业包装成本，减少

油墨使用量，对环境更加友好。

“当前国际物品编码组织也在全球推动

物品编码载体从一维码向二维码的迁移，二

维码应用能通过自动识别传输和交换信息，

支持结算物流，实现监管方面的多项业务功

能。”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表

示，我国开展的数字标签试点工作符合国际

发展趋势。事实上，目前已经有美国、日本

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推广使用数字标签，标

签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将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数字标签未来是否会逐步取代传

统食品标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副主任樊永祥认为，数字化应用已经深入生

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也成为各国食品标签管

理的趋势，无论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还是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数字标签取代现有

食品标签的一些功能应是趋势。

不过，数字标签完全替代实体标签还需

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同时也要满足几个条

件。樊永祥介绍，一是需要提升消费者对数

字标签的认可度；二是需要食品企业将数字

标签作为常态化的标签载体，在食品生产中

按照标准要求规范使用，逐步推开，全面应

用；三是数字标签要满足市场监管部门对于

食品标签的监管需求，通过数字标签的应用

提升监管效率。

总体来看，数字标签相比传统食品标

签，无论在消费者获取信息、食品生产企业

经营方面，还是在市场监管工作中，都可以

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各方共同努

力。田建新认为，数字标签的推广应在满足

公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需求

的同时，兼顾产业生产经营和食品安全监管

需要，实现食品标签管理上的“共赢”。

进一步规范产品标示

记者走访北京各大超市了解到，目前已

上市食品的数字标签呈现出的信息丰富程

度和有效性参差不齐。比如，一款食用油的

数字标签详细列出了配料、营养成分

表、产地等商品信息，而一款黄色的

功能饮料的数字标签则用大篇幅进

行公益活动推广。多位消费者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阅读数字标签主

要是希望获得食品相关信息，应尽

量减少对企业的相关展示。

那 么 对 于 数 字 标 签 这

一食品“电子身份证”该

如 何 规 范 管 理 ？ 樊

永祥表示，为确保数字标签准确地向消

费者传递食品标签信息，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正在组织修订《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拟将数

字标签作为推荐性标示内容纳入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范围，明确其应用原则、要

求和展示内容，保证数字标签展示信息的真

实、规范，为食品生产经营和市场监管提供

技术依据。

“对于企业应该通过标签向消费者传递

哪些信息，通则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李宁

表示，例如都是酸奶，如果标注“发酵乳”，表

明它是以乳和乳粉为原料经菌种发酵制成，

不添加其他配料；而“风味发酵乳”则可以添

加糖、果蔬谷物等其他配料。因此，食品标签

传递的信息必须准确、真实、与实物相匹配。

此外，专家建议，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

大线上线下的监管力度，对原料、生产、储存

及销售等各环节进行溯源，确保食品数字标

签真实可靠，保障食品安全。同时，对涉及

数字标签造假的食品企业，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从严

从重予以查处，对屡教不改的食品企业，取

消食品产销的资质，责令永久退出食品市

场，以此倒逼食品企业必须规范经营。

“我国开展数字标签试点，并将在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中纳入对数字标签的要求，已

经走在世界前列，体现出我国在食品安全标

准领域逐步成为领跑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

说，除了数字标签，正在修订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对于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日期、营养

声称、营养标签等要求都进行了相应完善，

对于我国食品标签的科学化管理具有重要

意义。

部分数字标签试点产品已进入市场——

“扫一扫”让你吃得明明白白
本报记者 吴佳佳

茫茫草原上，点点毡房里，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与尘世疏离，与牛羊作伴，与绿

草相依；纵马驰骋，快意草原⋯⋯这是不少

人向往的世外桃源生活，也是多年来草原

上牧民的真实生活写照。如今的牧民依然

这般生活吗？

“虽然许多传统的牧民生产生活方式

保留至今，但是与过去相比还是有很多不

同，尤其是在消费方式、消费理念方面发生

了很大变化，高品位消费需求比重在逐年

加大，与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差距明

显缩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商

务局局长乌力吉说。

今年 53 岁的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

查干诺尔嘎查牧民格根哈斯就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新潮的发型、时尚的着装以及精

致的妆容，如果没有被提前告知，很难想象

这位大姐是常年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我

们家有 1 万多亩草场，牛羊也有 1000 多头

（只），虽然每年放牧接羔挺忙的，但是生活

质量不能降低。”格根哈斯告诉记者，自家

在牧区里有砖房，在旗区的呼木吉勒小区

也买了商品房。“不过商品房住得少，一年

也就住两三个月。”

格根哈斯家所在的牧区与旗区距离几

十公里，开车不到 1 小时车程。平时，格根

哈斯会开着红色的皮卡车去旗区超市购

物。“主要买些米面粮油和日常生活用品，还

有水果蔬菜，这些在牧区里买不到。”虽然嘎

查里物资较少，但是格根哈斯还是喜欢在牧

区生活。“我们嘎查的房子里啥也不缺，冰

箱、洗衣机、电视机等一应俱全。”

查干诺尔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达巴图

巴雅尔告诉记者，嘎查里的牧民收入主要来

源于养殖和售卖牧草，除了日常生活生产消

费之外，大多用来买车买房买设备。“现在牧

民的消费方式、消费理念跟城里的居民差别

越来越小。在我们嘎查，年轻人经常在线上

购物。”巴图巴雅尔说。

皮卡车是陈巴尔虎旗牧民很喜欢用的

交通工具，马力足、耐用，还能装东西。每当

有皮卡车在超市门口停下，付密就知道又有

牧民朋友过来购物了。付密是陈巴尔虎旗

蜜蜂生鲜超市负责人，经营超市已经有 5 年

多的时间了。“来购物的牧民比较多，占我们

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付密告诉记者，虽

然现在交通方便，牧民还是习惯为家里多囤

些物资。“他们大多会买一些保质期长、放得

住的食品。”付密发现，这两年牧民买酒的少

了，买水果蔬菜的多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市场供给的丰富，不

少牧民也愿意主动尝尝鲜了”。

除了皮卡车，摩托车也是牧民生产生

活中的“好朋友”。与摩托车打了 30 多年交

道的陈巴尔虎旗晓三摩托家电商场负责人

邵辉告诉记者，摩托车的主要消费群体就

是牧民。“我们店在旗里算规模小的，每年

也能卖出几十台摩托车，每台价格 3000 元

到 8000 元不等。这两年我们也开始卖电动

三轮车，跟摩托车一样方便，还能运牛粪、

饲草料，牧民也比较欢迎。”

开皮卡、骑摩托也是牧民来旗区参加亲

朋好友聚会的主要方式。尤其是每年牛羊肥

壮、水草丰美的时候，旗区里的金鼎酒店门口

就经常停放着各种皮卡车、摩托车等。“我们

酒店经营模式是大餐饮小住宿，每年有两三

百场宴席，其中 90%左右是牧民的宴席，平均

每场宴席消费在 2万元左右。”陈巴尔虎旗金

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玉梅告诉记

者，牧民家的宴席比较有特点，民族味道浓，

才艺表演多，热闹红火，宴席持续时间也长。

“他们对牛羊肉等食材要求比较高，海鲜及酸

辣的菜品吃得少。我们专门设计了适合牧民

口味的宴席套餐，目前有 4 种，每桌费用在

600元到 1500元之间。”

陈巴尔虎旗位于呼伦贝尔市西北部，

是边境牧业旗，全旗总面积 17458 平方公

里，全旗人口有 5 万多人，居住着汉族、蒙古

族、鄂温克族等 25 个民族。近年来，陈巴尔

虎旗始终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

方式，组织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千方百

计促进消费。2022 年陈巴尔虎旗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75644 万元，同比增长 2.2%。今

年 1 月至 9 月，陈巴尔虎旗累计实现全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57524.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9%。其中城镇零售额同比增长 4.4%，乡

村零售额同比增长 14.8%。

“下一步，我们要借力牧区电商、直播

带货等方式，打造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为

主要抓手的销售新渠道，切实解决出村‘最

先一公里’与进村‘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更

多新鲜的农畜产品顺利上市，推动实现消

费端与生产端互利共赢。同时，通过发放

消费券、组织举办各类促销活动等举措，激

发牧民的消费潜力。”乌力吉说。

图为食品数字标签试点产品图为食品数字标签试点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摄摄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食品相即可获取食品相

关信息关信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摄摄

①①

②②

图图①① 格根哈斯在旗区的超市里购买水果格根哈斯在旗区的超市里购买水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摄摄

图图②② 牧民牧民开着皮卡车光顾蜜蜂生鲜超市开着皮卡车光顾蜜蜂生鲜超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