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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丹平

日前，南京一家面
包店因扔掉品相不好
和当天未能售出的面
包 ，受 到 许 多 网 友 批
评，并被监管部门责令
改正。据媒体报道，一
些网店或超市以“白菜
价”售卖临期食品，让
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
临期食品正逐渐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青睐，某
宝上售卖临期食品的
店铺已近万家。

多年来，临期食品
一度让商家十分棘手、
让消费者避之不及，其
命运大多是挨过一段
时 日 直 接 进 垃 圾 桶 。
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零食行业总产值规
模近 3 万亿元，再加上
大量进口食品，若按照
每年 1%的库存沉淀计
算，临期食品的市场规
模至少在 300 亿元以
上。如果全部报废，倒
掉的不仅是真金白银，
更 糟 蹋 了“ 汗 滴 禾 下
土”的辛勤劳动。

勤俭节约一直都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当下全球还有数亿
人处于温饱线之下，中
国 人 富 起 来 也 还 为
时不久。“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临期食品受认可，说明拒绝浪费、
倡导节约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
行动。而且，反食品浪费已经明明白
白写入法律。如果仅因食品“色香味”
中的某项指标不佳，将它们销毁或遗
弃，既是一种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追求，
也不符合反食品浪费法的立法精神。
临期食品除了买一赠一、打折销售等，
也不妨借鉴欧美一些国家曾推出的

“食物银行”“慈善超市”等，将临期食
物放在冷藏柜里，让有需求者免费自
取，既物尽其用，也暖了人心。

当然，安全必须是临期食品的售卖
底线，如果发现把过期食品重贴临期标
签、低价出售等违规现象，监管部门应
该从严处罚，决不姑息。此外，超市、商
场、便利店等涉及食品销售场所应给临
期食品留出标示醒目的专属区域，同时
打磨服务细节，保障临期食品的购物体
验。消费者也应理性购买，合理安排食
用时间，并按照食品标签上的要求贮
存。总之，临期食品价格可以打折，但
质量不能打折，安全更不能打折。

近年来，反对食品浪费已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认同和参与，无论是开展

“光盘行动”、打包剩饭剩菜、反对“吃
播”糟蹋食物，还是如今临期食品“破
圈”，都是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具体
体现。临期食品升温，就是给“舌尖上
的浪费”降温。一买一卖之间，体现节
俭低耗的经营智慧，更折射出趋于理
性的消费态度；这不仅是买卖两者间
的双赢，更是社会发展和资源节约之
间的共惠。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临期
食品“变废为宝”，将会节约更多的公
共资源，有助于实践可持续发展模式
和文明绿色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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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打折美味不打折，节省钱粮又避免浪费

临期食品，“变废为宝”成绿色新食尚

■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
安全系副教授 范志红

1.合格的预包装食品，保质期内都没有食
品安全风险。原则是：不能因为快到期了就直
接扔掉。只要状态、风味正常，就可以吃。保质
期特别长的食品，只要不拆开包装，过期几天
到几周时间，和过期之前几天相比，其品质变
化并不大。比如说，真空包装粮食、罐头、软罐
头、饼干之类，保质期在 1～2 年之间，在到期
之前45天，它们就进入了临期范畴。虽说一
些维生素的含量会随着保质期而逐渐下降，但
对一个保持期长达365天的食品来说，到期前
50天和到期前30天，成分没有多大区别。

2.过期食品不等于一定存在食品安全

问题，但需要自己综合判断。对于长货架期
食品来说，只要储藏条件符合要求，大部分
情况下，保质期是打了富余的。比如，真空
包装的杂粮、豆子，如果包装没有破损，品
质是比较稳定的，过期之后只要没出现腐
败、长霉、变味的问题，完全可以正常食
用。持续冷藏的酸奶过期两三天，如果风
味和味道正常，通常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另一方面，一些包装不够可靠的长货
架期食物，还是尽量购买新出厂的比较好。
比如一些富含油脂的坚果类零食，如果不是
真空/充氮包装，随着时间推移脂肪氧化会越
来越严重，维生素E含量是持续下降的。可
能在保质期限到来之前，过氧化值指标就已
经超了，甚至产生了“哈喇味”，这时候酸价可

能也已超标，已不适合食用。
3.需要冷藏、冷冻的产品或短货架期食

品，最好购买最新上架产品。对那些需要冷
藏、冷冻的食品，临期产品真的不能随便买。
因为一旦脱离了冷链，或者冷藏、冷冻温度达
不到要求，或者环境温度过高，食品会“提前
过期”的。冷藏的豆腐等豆制品的抗菌能力
比奶类还要弱，一旦脱离冷链环境或过了保
质期，滋生危险致病菌的可能比奶类还要大。

4.买打折的临期食品，一定要及时吃掉
或降温储藏。保质期只有几天的食品，大
量买临期食品是有风险的。比如面包、馒
头，一旦环境温度高于20～25摄氏度范
围，很容易提前过期。如果已买回过多的临
期食品怎么办？补救方法是赶紧降温储

藏。一种产品如果在室温下能放7天，放在
4摄氏度下冷藏储存至少半个月问题不大；
如果冷冻起来，三个月甚至更久也不会变
质。假如发现买来的面包明天就到期了，建
议分成一次能吃完的小份，放在冷冻室里保
存，慢慢享用。

5.有些食物要特别小心“修改保质期”，吃
之前要杀菌消毒。超市和农贸市场的熟食
肉类或豆制品，一旦过期就很可能微生物超
标，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在购买这类食品
时，一定要小心“临期打折”。即便看到标签
上写着没有过期，买来之后也不要直接入
口，而要好好消毒杀菌，然后用最快速度吃
完。不能马上吃完，建议冷冻起来。取出食
用之前，不要忘记再加热杀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保质期还剩一个多月的进口曲奇饼干，从
126元降到12.6元；60元一袋的燕麦片“跳楼价”
卖20元；22元一盒的奥地利牛奶只需7元；10元
的星巴克咖啡……这些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
格，缘于它们都已临近保质期，也就是临期食品。

过去，往往只有对新鲜度要求较高的食品才
会打折甩卖；但现在，很多保质期相对较长的食
品也“走”上了临期食品的货架。临期食品，顾名
思义是指即将到达保质期的食品。正是由于其
诱人的价格、丰富的品种，临期食品也引来了众
多年轻人的追捧，并迅速形成了一种美食新时
尚。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查询发现，微博上，
临期食品热门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亿；豆瓣网站
上“我爱临期食品”小组目前聚集了6万多人；B
站上关于临期食品的视频播放量在15万以上；知
乎上“带你了解临期食品”的文章有近1万的热
度；小红书上关于临期食品的相关笔记有将近
1500篇……据阿里数据统计，每年都有210多
万人在淘宝上挑选临期食品，且这一数字还在不
断扩大。《2020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
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临期食品的市场规模目
前已超过300亿元。

临期食品仍在保质期内可安全食
用，价格低廉是临期食品爆红法宝

7月3日上午，北京中关村附近的一家嗨特
购门店的收银台前排着长队，每个人的购物筐里
都满满当当。“自从发现了这里，我几乎每周都要
来囤货。”公司白领晓竹一边熟门熟路地在货架
上翻找零食，一边对记者说：“这里的东西太便宜
了，临期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买回去不仅自
己吃，也常和朋友一起分享，很快就能吃光。”

许多人对临期食品难以接受，往往因为质疑
其安全性，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11年发布的《预
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对保质期的最新定义是：预
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
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并保持
标签中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也就
是说，在质保期内，产品是可以正常食用的。而
食品专家也指出，临期食品属于仍在保质期内的
食品，符合安全食品的范围，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根据食品行业“允
收期”惯例，大型商超通常拒收保质期已过1/3的
国产食品和保质期已过1/2的进口食品。食品上
架后若销量不佳，终端店铺也会将尾货退还给经
销商，这些食品就会以极低价格流向临期市场。
而早在2012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就发文明确要
求：食品经营者对即将过期的食品应向消费者作
出醒目提示。也就是说，到了保质期临界期限的
食品需要告之顾客并单独出售。

其实，对于不同商品，临期的标准也不同。北
京市工商局曾明确规定，将处于保质期届满日之
前指定天数内的食品界定为“临期食品”，具体标
准分为：保质期为一年以上的，如罐头、糖果、饼干
等食品，临界期为保质期前45天；标注保质期6个
月到不足1年的，临界期为到期前20天，比如方便
面、无菌包装的牛奶、果汁之类；标注保质期90天
到不足半年的，如真空包装并冷藏的熟食品、速食
米饭等，临界期为到期前15天；标注保质期30天
到不足90天的，如灭菌包装的肉食品、鲜鸡蛋等，
临界期为到期前10天；标注保质期在16天到不足
30天的，像酸奶、点心等，临界期为到期前5天；标
注保质期少于15天的，如新鲜牛奶、现做现卖的主
食、未灭菌的熟食、未灭菌盒装豆制品等，临界期
为到期前1～4天。而临近保质期的进口食品，指
进口食品在取得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时一般已
超过保质期限2/3时限的食品。

记者发现，在线下，临期食品经历了超市“买
一赠一”的捆绑销售、大型商场专门开辟的打折

货架、临期折扣专卖店遍地开花3个阶段；在线
上，天猫国际、拼多多均早已上架自营的临期食
品，好食期、甩甩卖等专营临期食品的APP也相
继上线。记者在淘宝搜索关键词发现，直接将

“临期”写入店名的店铺就多达几千家。其中，销
量排在首位的店铺拥有150多万粉丝。在该网
店的食品介绍里，不仅显示了保质期，还能看到
与正期食品的价格差。记者打开一款专做临期
食品的APP，“日期越近越便宜”的标语十分醒
目，主页被划分为2～6折专区，按照保质期倒计
时折算价格。业内人士表示，消费者真正敏感的
是价格而非保质期，这是临期食品火爆的真正原
因。如果食品日期不同而价格无差别，消费者选
购时就会挑最新鲜的；而一旦根据日期形成差异
化定价，性价比的优势得以显现，每类食品都会
找到合适的消费人群。而很多临期食品的卖点
就是“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

买临期食品并非消费降级，可低价
淘宝的快乐“真香”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进口
食品规模已超7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进口食品消费国之一。而淘宝联合科普中国发
布的《临期消费冷知识报告》显示，大部分食品在
保质期还剩20%～50%的时候，会迎来一波销售
高峰；薯片等膨化食品的临期效应最明显，其次是
方便面和饮料。这些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的临期食

品，加上电商模式的流量属性，势必会吸引爱追求
个性化、时尚化的年轻人成为其消费主力。

大学生阿琦通过网购临期食品，大胆尝试了
很多新奇美味的零食，她告诉记者，选择临期食
品不但能省钱，更大快感来源于“淘到宝了的快
乐”。因此，对年轻人来说，买临期食品并不意味
着“消费降级”，价格低不是唯一目标，他们更看
重商品的品质，也更享受购买本身的快乐。记者
看见，在豆瓣“我爱临期食品”小组名为“你会觉
得买临期食品丢人吗？”的热帖下，很多人表示在
多次尝试后感觉“真香”，“买临期食品不丢人！”

《2020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消费
者研究报告》显示，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购买并向身边人推荐临期食品；临期食品消费群
体中，26岁～35岁的占比为47.8%。而如今的年
轻人在消费中不讲面子和排场，根据自身需要自
主判断、理性购买，花更少的钱享受几乎同等的质
量和体验，这恰恰也是一种消费观念的升级。

临期食品热卖也是低碳环保新风
尚，但食品安全底线必须守好

与以往只把价格作为卖点不同，临期食品现
在更注重倡导商品的低碳、环保性，打出了“拒绝
食物浪费”的口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
球每年大约有13亿吨食物被浪费，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9400亿美元。据统计，我国每年被损耗和浪
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粮食总产量的6%。

临期食品本是一种产业过剩造成的负担，
处理不当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临期
食品的出售无疑是对资源的再次配置，不仅减
轻了产品的成本损失，更能弥补市场空缺、收获
新的消费群体。所以选择“临期食品”不仅成了
一种节约粮食、避免浪费的新风尚，还被不少人
看作即将成为“百亿市场”的新风口。正如一位
食品供货商向记者所言：“原本临期食品的归宿
是饲料厂和垃圾场，用好临期资源可以实现双
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使商家及时止损。”

但因为临期与过期仅一线之隔，临期食品
的爆红，也对加强市场监管、商家和相关部门共
同守好临期食品的安全底线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4月29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
浪费法》中明确规定，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
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
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示或者集中陈
列出售。这也为临期食品规范处理提供了法律
保障。

有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完善规范餐饮企业促销活动，鼓励企业在确保
食品安全和市场经营秩序的前提下，打折销售
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同时，要针对目前网络直
播营销中的食品安全问题，依据《食品安全法》，
重点查处无经营资质销售食品、销售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或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等违法行为。

买临期食品，如何安全“捡漏”？

绿色态度态度

降温储藏及时吃、食用之前杀菌消毒、冷冻食品警惕“提前过期”……

绿色观察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