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社交平台，“19.9 元开
出高价甜品盲盒”的笔记点赞量
过万次，探店博主沉浸式拆盒的
视频播放量超百万次。一种临
期食品盲盒，或者叫剩菜盲盒的
东西正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消
费方式。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餐饮商
家开始试水剩菜盲盒模式，将当
天没有卖完的食品打包出售。
一些商家表示，这种模式帮助他
们降低了库存压力，同时也提升
了品牌形象。剩菜盲盒这一模
式也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议，
如保质期、储存条件以及相关监
管措施等等。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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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涉事餐厅为崇川区沙仑餐饮店，
对外店名招牌为“三石 omakase”。6 月 26
日，现代快报记者通过“企查查”查询发现，该
餐饮店成立于2022年。该餐厅主打的是刺
身等日料，菜品价格不低，单人套餐价格从
580元到1280元不等。

记者看到，该账号目前已经删除关于“撒
金粉”的帖子，但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可以看
到许多网友晒出用餐经历时都会提到，该餐
厅会使用“金粉”。有网友拍摄到了一张餐厅
工作人员左手拿着餐盘，右手拿着小壶喷洒

“金粉”的画面，无数亮晶晶的金色粉末落在
食物上，给食物镀上了一层“金衣”。

处罚显示，2025年 4月 29日，崇川区市
场监管局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
当事人经营场所东侧吊柜内摆放有一瓶已用
完的标称“PCB食用色粉珠光系列-金色”的
食品添加剂；当事人于2025年4月27日使用
某社交平台账号发布文章《南通板前omak-
ase撒金粉》，内容为“南通的宝子们想喷金粉
不用去大阪，店家已经实地考察拜访，约起来
非omakase#日本料理#撒金粉#日本撒金粉
餐厅#日料#南通美食#南通日料”。

初步调查显示，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的
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二十八条的规定，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
第一款、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该局部门负责人
批准，该局当日立案调查。

现查明，当事人于2023年 4月开始从事
日料餐饮服务活动。2025年2月10日，当事
人在淘宝平台从一家店铺购进1瓶标称“PCB
食用色粉珠光系列-金色”的食品添加剂，标
签内容为“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不可直接
食用；原料：二氧化钛80%，二氧化硅12%，柠
檬黄铝色淀5%,日落黄铝色淀1.75%，胭脂红
铝色淀1%，亮蓝铝色淀0.25%；产品用途：巧
克力着色或按GB2760标准使用；使用限量:
0.25%”等，购进单价为89.1元/瓶。

当事人使用该食品添加剂色粉为顾客提
供饭前表演，即将该色粉喷洒于海胆上营造
金光闪闪的效果，然后顾客会将喷洒了色粉
的海胆放到海鲜盖饭里面搅拌食用。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2024)，该食品添加剂色粉的使用
范围不包含制作海胆菜品，不可直接用于餐
饮环节。

当事人称店里菜单是套餐形式，该表演
是套餐之外的服务，只有当顾客要求时才会
提供，该食品添加剂色粉仅在3月份使用过

几次，剩余的已经在检查之前倒掉了，故无法
提供上述喷洒食品添加剂色粉的海胆或海鲜
盖饭的销售记录以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记
录。因此，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
剂的食品的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认定，涉事餐厅超经
营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发布虚假广
告，对此处以12000元罚款。

给食物“撒金粉”，曾经在餐饮界风靡一
时。但随着相关规定的出台，这种现象如今
已经越来越少见。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三部委联合印发
了《关于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
违法行为的通知》。

通知里明确指出，食品生产者不得采购
使用金银箔粉生产加工食品，食品销售者不
得采购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餐饮服务提供
者不得制作售卖含金银箔粉餐食。并要求各
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生产经
营含金银箔粉食品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虚
假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的违法行为，严厉打
击进口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相关违法
行为一经查实，一律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涉嫌犯罪的，一律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单人套餐卖上千元
餐厅用假金粉给海胆“镀金”被罚

为了吸引顾客，制造“噱头”，部分网红餐厅会使用给菜品“撒金粉”来做宣传。南通一
家网红餐厅就在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这样的宣传帖子，还有不少顾客拍下了餐厅工作
人员“撒金粉”互动的画面。6月中旬，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发布处罚通知，该餐厅使
用的“金粉”实为食品添加剂，且标签注明不可直接食用，对此罚款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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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与消费者
“双赢”的消费模式

某知名连锁烘焙店每天下午都会出售当
天的面包盲盒，38元的盲盒里含有零售价50
多元的面包。店员表示，盲盒下午3点开始
售卖，两到三个不等，卖完为止。都是当天的
面包，常温能保存两天，冷冻半个月。

除了面包店、甜品店，也有很多餐馆将当
日未售完的食物打包成“盲盒”低价售卖。北
京某西餐厅每天下午3点和晚上9点后售卖
蔬菜沙拉盲盒，消费者在一款剩菜盲盒App
上下单，便可在规定时间段到店领取。

未知+省钱
新型消费理念受年轻人追捧

记者发现，北京热门商区内，大多数商家
每天出售的剩菜盲盒都很有限，售完为止。
下单App上提示：距离截止取货时间至少5
小时才能取消订单，超时未取的订单无法取

消和退款。如果不能及时取走和食用，食物
就浪费了。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这种新颖的消
费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勇坚指出，这类食品盲盒通常价格优惠，
符合当代年轻人理性消费的特点，而食品与
盲盒的结合，更精准击中了追求新奇体验的
消费爽点。因为盲盒有很大的乐趣性和一
定的未知性，这是剩菜盲盒这种营销模式兴
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剩菜盲盒本身就代表
一种环保消费理念，所以在绿色消费这些新
消费文化的引导下，它发展得很快，热度也很
高。

食品安全问题
该如何保证

不过，这种看似商家与消费者双赢的模
式，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有顾客对于盲盒内
部的品类构成提出异议，例如在便利店购买
的9.9元的面包吐司盲盒，给的都是饮料。记
者以消费者身份电话询问该店店员，得到的

答复是盲盒的配置根据店内当天的实际情况
进行搭配，随机性较高。

还有更多消费者担心盲盒里的食品是否
新鲜、安全。有消费者表示，担心食品临近期
限了会不会变质，吃了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记者注意到，这些食品盲盒的包装并没有标
明生产日期及保质期，但店员通常会现场提
醒食用时间和保存方式。

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发布消费提醒，建议
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注意食品种类是否符合
个人口味，关注高温天气下食品的贮存风险，
仔细查看保质日期，同时选择信誉良好的商
家进行购买。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
系教授范志红表示，一方面商家要诚信经营，
确保食品质量；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要理性消
费，避免因贪图便宜而造成新的浪费。

李勇坚认为，食品盲盒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需建立更规范的运营标准，包括更具体的
食品安全标准以及盲盒相关规则标准等。此
外，与第三方平台的衔接、供需匹配等行业堵
点也需畅通，才能让食品盲盒走得更远。

临期食品盲盒受追捧
环保与食品安全如何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