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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为提醒广大群众保持警

醒，预防购买保健食品时上当受骗，河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河北省公安厅专业

人士对保健食品类犯罪的侵害对象、高发种

类及犯罪手法进行了归纳梳理。

保健食品违法犯罪的侵害对象主要是

中老年群体、儿童群体和特定病患群体。犯

罪高发种类为减肥类、降血糖类、缓解体力

疲劳、降血压及壮阳类等保健食品。

专家提醒：一是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请

及时到正规医院、药店寻医就诊购药，不要

盲听盲信保健食品功效；二是如果接到相关

的邀请或推销电话，请保持警惕，不要盲目

听信并及时挂掉；三是对打着免费体检、免

费讲座幌子的推销活动应不予参加；四是遇

到或发现前述情况，如果不小心上当受骗或

听到亲戚朋友被骗，请及时向１２３３１举

报平台或公安机关报案，并保存好购买的保

健品和相关消费证据，以便公安机关开展调

查。

购买保健食品别上当,专家有四点提醒

网络订餐有法可依了
2000亿在线外卖市场迎来规范化时代
经营者需要有实体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到饭点，大街小巷就可以见到外卖小哥穿梭的身影，有的外卖平台全国单

日订餐数量达1800万单之多……如今，外卖平台呈“井喷式”增长趋势，外卖食

品安全也成为民众越来越关心的大事。2018年1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庞大的“网络订餐”市

场终于跨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此前发布报告预

计，2017年我国仅在线餐饮外卖交易规模就达2000亿元以上。对此，记者采访

了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从法律角度解读《办法》。

本报记者 李春炜

对于《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出台，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李旻认为：

首先，《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是针对网络餐饮服务问题规

定的最直接的一部法律文件，该办法的

出台希望能够从立法层面最为直接有效

地防范网络餐饮的相关问题。首先，从

餐饮主体层面，该办法就作出了严格的

限制，即开展网络餐饮服务的提供者需

要有实体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这不仅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餐饮

食品不合格的风险，也方便了日后食品

监管部门的检查。

其次，该办法对第三方平台作出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第三方平台资质、提供

的容器质量以及对送餐人的培训等问题

该办法也均作出了规定。第三方平台不

仅要得到通信部门的批准，而且也需要

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这一规定不

仅对第三方平台进行了资质的审查，也

便于日后若产生问题，可以有处可寻，追

究第三方平台的法律责任。

最后，较之前网络餐饮违法行为没

有统一处罚标准问题，该办法第二十八

条至第三十八条根据不同情形及程度作

出了不同的处罚规定，降低了因违法行

为应处罚多少而各执一词的情形。

解读一：《办法》实施让网络餐饮违法有了统一处罚标准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

人高兴发认为，当前，中国网络餐饮市场

正经历“井喷式”增长，但存在的问题也

层出不穷，外卖平台也屡入投诉最多的

电商平台名单。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网络

餐饮市场的规定比较简单、笼统，《网络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出

台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方面，《办法》的出台在内容上填

补了法律在网络餐饮领域的缺位，《办

法》规定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

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明确了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义务以及送餐人员和送餐过程要求，

且对网络餐饮的监督管理机制和消费者

的权益保护机制都有了很大的完善。

另一方面，《办法》将促使网络餐饮

市场行业在经历野蛮生长后更加规范地

发展，亦有利于提升该行业的食品安全

水平。

解读二：《办法》出台有利于网络餐饮市场规范发展

上海百良律师事务所何轶智律师则

认为，《办法》明确了责任与义务。其中：

1.《办法》要求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以下简称“第三方平台”）登

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

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

息。此规定使得在确定食品安全事故案

件的责任主体时，可以“有人可寻”，降低

了实务中因为网络餐饮产生的侵权案件

的追责难度。

2.《办法》规定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

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委托送餐单位送餐

的，送餐单位应当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

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可见，在确定因送

餐人员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侵权案件的责

任主体时，需要确认该送餐人员的实际

管理方，而不是一味地追究第三方平台

的责任。

3.《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义务进行

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但第三方平台在履

行部分义务的同时还是需要相关行政部

门的协助的。如《办法》要求第三方平台

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进行审查并对其经营行为进行抽查和

检测，但如果缺乏相关工商部门或者食

药监部门的协助，第三方平台很难落实

到实处。

解读三：《办法》明确了责任与义务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北京市亿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

认为《办法》是外卖痛点解决之道。

新规一、外卖平台须有实体店支持。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指

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

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

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自己的加工操作

区内加工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

经营者加工制作。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

当与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

一致。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

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

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

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

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当与实体店销售的

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即明确“线上

线下一致”原则。通过外卖骑手取餐坐标，

核验实际取餐地址与食品经营许可证地址

的一致性，规避幽灵餐厅。通过把商户录

入地址进行反算坐标，与外卖骑手取餐坐

标做对比，核验二者地址的一致性。

新规二、对快递员进行规范。《办法》规

定，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

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证配送过程食品不

受污染。送餐单位要加强对送餐人员的培

训和管理。配送有保鲜、保温、冷藏或冷冻

等特殊要求食品的，要采取能保证食品安

全的保存、配送措施。《规范》对外卖配送中

的一些细节也予以明确：如外卖配送员到

达消费者家门口时，应轻声敲门，若无人响

应，应电话或短信联系消费者;不应进入消

费者家中;不能有收取小费或有其他不文

明举止。

新规三、使用可降解容器。《办法》里体

现了绿色理念，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提供可降解的食品容器、餐具

和包装材料。

董毅智律师还指出，根据现行的相关

规定，目前更多的是对电商平台自制食品

销售的监管，对于像微信朋友圈等方式进

行销售的自制食品监管仍有较大难度。一

些“家庭外卖”“共享厨房”等仍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

解读四：《办法》是外卖痛点解决之道

同时，对于《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中国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生活服务电商部助理分析师陈礼腾认

为，网络餐饮行业将迎来以下三大发展趋

势。

1.外卖与科技结合解决痛点。对于外

卖平台来说，人工配送所带来的成本是不

可忽视的。随着办法的实施，监管日益趋

严，要想获得更好发展就必须在技术上进

行革新。在未来的配送调度中，类似于百

度外卖所使用的人工智能调度算法将成为

标配。外卖与硬件、与物联网技术，与人工

智能，会有很多结合点。

2.餐饮创业门槛提高。严格落实网络

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的责任，包括确保在

平台上展示的餐饮企业的许可证是真实

的，确保在送餐的过程中食物不被污染，确

保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得到及时处理。新规

下，不仅是私厨共享平台和O2O订餐平台

受到挑战，整个互联网+餐饮的创业的准入

门槛，也将大大提高。

3.深耕用户服务，品质成为关键。随着

外卖行业的发展，外卖厂商纷纷进行策略

迭代，通过各种策略措施不断挖掘用户的

多样化需求，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差异化服

务，提升用户满意度，加强品牌忠诚度。在

未来，精细化的运营，提供给用户更好的品

质服务才将是竞争的关键。

观点：网络餐饮行业将迎来品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