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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园软面包、乐事薯
片、太平饼干低至 1.5 折，越
南进口菠萝蜜干每 56 克只
要3.7元、星巴克咖啡每281
毫升只要 4.5 元。这些平日
里原本价格较高的食品，因
为临近保质期，正以“白菜
价”在超市的货架上售卖。

家住金胜社区的精明主
妇胡艳秋是一个“入坑”两年
的“临期”食品购买者。她还
会隔三岔五地把在超市看到
的大减价信息分享到家庭或
好友的微信群里，呼唤更多
亲友去买。有的亲友会跟着
买，有的则会酸溜溜地说“不
差那钱。”那么，买“临期”食
品丢脸吗？近日，记者就此
一探究竟。

□记者 舒姿

记者了解到，对于“临期”商

品，传统的处理方式多是退回厂

家，最终厂家多作销毁处理。从一

定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浪费。

在国外，兴起了食品银行。食

品银行的起源是，在欧美发达国

家，一方面，由于物质丰富，社会上

存在浪费现象。各超市中那些即

将过期、但又卖不出去的食品就需

要花费不少的资金进行处理和销

毁；大量剩余农产品的加工处理同

样需要耗费人力、财力。与此相对

照的是，喝不上牛奶、吃不到黄油

的人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一

批志愿者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

食品银行。与其将这些剩余食品

白白扔掉或是耗费资金处理掉，不

如将它们收集起来，给那些有需要

的人。这样既减少了浪费，又帮助

了有需要的人。

不论是卖“临期”商品，还是食

品银行，都与我国现在倡导的光盘

行动有同样的目的，即减少浪费。

只要在保质期内，商家能明确注

明，消费者是可以放心选购的。

我省有关“临期”食品的相关

规定，可参照《浙江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临近保质期食

品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该

《通知》中，“临近保质期”定义为：

距食品包装物上标明的最后保质

日期的期限；而“临近保质期食品”

是指在临近保质期内但尚未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

该《通知》还对食品临近保质

期作了界定：保质期在一年以上的

（含一年，下同），临近保质期为 45

天；保质期在半年以上不足一年

的，临近保质期为 30 天；保质期在

90 天以上不足半年的，临近保质期

为 20 天；保质期在 30 天以上不足

90 天的，临近保质期为 10 天；保质

期在 10 天以上不足 30 天的，临近

保质期为 2 天；保质期在 10 天以下

的，临近保质期为1天。

该《通知》还指出，食品经营者

可与供货商自行商议临保期，但不

得低于上述期限。此外，食品经营

者“应设置临近保质期食品专区或

专柜，并在醒目位置标明‘临近保

质期食品销售专区’或‘临近保质

期食品销售专柜’字样”“未设临近

保质期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的，待

售的临近保质期食品上应有统一

的‘临近保质期食品’标签”。

杜绝浪费的有效之举

城区物美超市货架上1.5折的食品。

保质期剩1个多月,17.5元的星巴克咖啡降至4.5元

淘“临期”食品：捡了便宜丢了脸？

成为精明人士的消费新宠

“我主要买‘临期’的牛奶、饼干、小零食

等。它们多有一个月以上的保质期，买来后

都能在到期前吃完。”胡艳秋告诉记者，她有

两个娃，哥哥家有两个，平时多待在她母亲

家。4个孩子，需求量不小，一箱24瓶装的牛

奶常常一个星期就喝完了。其实，能用打折

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何乐而不为呢？

不少消费者与胡艳秋想法一样。刘春艳

是个新永康人，异乡打拼不容易，平时，常和

办公室里的同事互相分享优惠信息。她买得

最多的是“临期”的小零食、洗漱用品等，有时

候也趁着“白菜价”买些进口食品、用品。她

认为，包装食品口感变化通常不会太大，以她

吃零食的速度，也等不到它过期，太适合“钱

包瘪瘪但又想零食满满”的人了。

刘春艳说，现在的商家很会做生意，连她

租住的小区超市，也设了个小位置买“临期”

商品，卖货速度超快，有时早上看到想着晚上

回去买，等晚上已经没了。购买的人大多是

周边居民，年轻人、老人都有。她在杭州工作

时，还见到过“临期”食品专卖店，生意挺好。

只要商家注明商品到期时间等相关信息，消

费者一般乐于接受。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接

受新鲜事物，对零食的需求也大。在上海、北

京等城市，还出现了不少“临期”商品连锁加

盟店。

记者在城区物美等超市发现，早就出现

了“临期”零售的概念。每款商品临近保质期

的情况不尽相同，短则 10 天半月，长的还有

半年以上才到期，大多以市场价 1 折、5 折、8

折出售，日期越近折扣越大。这类商品对应

的价签会标注品名、产地及到期的日子。

同时，记者发现，线上这类食品的生意也

很红火。在淘宝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临

期”，能找到不少“临期”食品特卖专门店，其

中不乏已做到三皇冠、四皇冠的卖家。

另外，特卖垂直电商平台也渐渐涌现。

“好食期”是一个主打日期越近越便宜的品牌

食品特卖电商平台，将食品按照剩余保质期

长短进行分类，保质期还剩37天的丹麦曲奇

打 3.2 折，保质期还剩 103 天的混合坚果打

6.5 折⋯⋯折扣越大，说明该商品越临近过

期，访问量惊人。小程序电商平台“善食者联

盟”也以零售价除以保质期总天数计算商品

价值，商品价格随保质期临近逐渐降低。

城区物美超市临近保质期商品销售区。

“‘临期’食品很好卖，因为价

格相差很大。”永康物美超市工作

人员吴海青告诉记者。她指了指

身后货架上摆放着的星巴克咖啡

说，每 281 毫升原价 17.5 元，现在

只 卖 4.5 元 ，保 质 期 还 有 一 个 多

月。年轻人和精明的主妇买得特

别多。还有这个达利园蛋糕，保质

期也还有一个多月，打 1.5 折，已经

快卖完了。

吴海青告诉记者，物美超市大

概是在 2015 年开设“临期”特卖专

柜的，反响不错。

记者还发现，不少退休人员天

天到超市转悠，已经很清楚什么时

间段能淘到便宜货了。一般来说，

早上和晚高峰实惠商品较集中。尤

其是晚高峰，蔬菜瓜果这些新鲜产

品打折力度较大，他们可以买回去

做晚饭。另外，当日现烤的面包，也

多选择在晚高峰打折，他们10元就

能买 3 个了。还有不少需要冷藏的

牛奶类，商家也多会采取买一送一、

买三送一的方式销售。

记者发现食品中“临期”在售

的，一部分是进口商品。据悉，进口

食品的客单价通常不高，一般走海

运，海上走一两个月到了国内，清完

关，差不多要 3 个月。这类食品如

果保质期为半年，就等于还剩 3 个

月；保质期 8 个月一年的，上架一两

个月没卖完，也就马上要“临期”

了。在行业里，过一半的保质期，基

本上就会被当作“临期”食品。这就

造成进口食品成了最易“临期”的商

品之一。近两年，进口食品增多，客

观上增加了“临期”尾单。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 中国

进口食品消费白皮书》显示，2009

年至2018年，我国进口食品规模以

17.7%的复合增长率增长，2018 年

首次超过700亿美元。进口食品的

涌入，催生了大量“临期”进口食

品。有商家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

机，开出主打“临期”食品的折扣专

门店。

不过，就在一部分人乐此不疲

地在线上线下淘着“临期”商品时，

也有不少人表示不太能接受此类食

品。他们中间，有人对一些临期食

品的安全性（采购渠道等）不太放

心，也有人觉得临近保质期，口感不

如新鲜商品，比如，饼干不够酥脆、

坚果巧克力走油等。

特卖的大多是进口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