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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蔺
雨葳） 随处可见的扫码点餐形式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只要用手机

轻轻一扫就可以完成诸多操作，

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隐患与争议。3月25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

协”）发文指出“扫码点餐”不应成

为“单选题”，要警惕“消费便利”

变成“消费烦恼”。

中消协指出，仅提供“扫码点

餐”涉嫌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

息。《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

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

并确保信息安全……”《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经

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消

费者到餐厅就餐，并无必要提供

手机号、生日、姓名、地理位置、

通讯录等与餐饮消费无关的信

息。一些餐厅不再提供人工点

餐，要求现场就餐消费者先关注

公众号或小程序，再进行扫码点

餐，借此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不仅违反法律规定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

要原则，涉嫌对消费者个人信息

的过度收集，而且，如果保管不

善，消费者个人信息还有被泄露、

丢失的风险。

消费者小王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我在某家大型连锁餐厅点餐

时，家里老人想看菜单，但店家告

知只能手机扫码点餐。而且线上

点餐需要我提供手机号、地理位

置等很多信息，感觉隐私受到了

侵害。”

“目前的‘扫码点餐’系统在

应用过程中一方面存在信息安全

问题，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强制或

诱导安装、强制推广问题，给顾客

的信息安全及软件应用带来了不

好的体验。另外，一部分老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数字鸿沟’在扫

码点餐这一应用场景中同样会给

这部分人群带来困扰，如何解决

这部分消费群体的应用需求也是

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国企业

资本联盟副理事长、IPG中国区首

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

此外，中消协认为，仅提供

“扫码点餐”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

易权。餐厅经营者不提供人工点

餐服务，只提供“扫码点餐”，不仅

有违商业惯例，也使现场就餐消

费者只能关注或绑定经营者的

公众号或小程序，被动授权经营

者获取其个人信息。这种做法侵

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是设

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

现场就餐消费者的一种强制交易

行为。

同时，不提供现场菜单有损

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表示，有

消费者反映，部分餐厅在只提供

扫码点餐的同时，还不向现场就

餐者提供直观可查的现场菜单和

菜品价格，消费者只有扫码关注

餐厅后才能看到具体菜单，知晓

菜品价格。菜单是消费者决策的

重要参考依据，与是否接受餐饮

服务直接关联，餐厅应当提供直

观可查的现场菜单，供消费者了

解菜品和价格，决定是否用餐。不

提供现场菜单，扫码关注后才能

浏览菜品和价格的做法，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

中消协还表示，新技术应用

不应成为特殊消费群体的消费阻

碍。由于智能手机操作的复杂性，

扫码点餐并不具有普适性。老年

人、未成年人往往需要他人协助，

才能完成扫码点餐过程，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体验和消

费实现。

国货受力挺 纺织服装股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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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题”
中消协批评强制交易

折800投诉不断 特卖“小而不美”何解

商品破损 平台体验差

特卖电商似乎摆脱不了商品“低价低质”

的难题。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

发现，有用户投诉称，他在折800购买了一双

短靴，收货拆箱后发现商品已经破损。

该用户认为，卖家明知商品已经破损，但

仍旧发货。而卖家则反驳称，上述商品为库存

款，截至此次交易，该商家已经销售同款短靴

约500余双，其中约10双短靴出现了“开箱即

破损”的情况。

另外，折800的售后处理效率也不尽如人

意。另一位用户在黑猫投诉平台投诉称，她将

已购买的商品申请退货，物流信息显示卖家已

经签收快递，但却没有按照承诺的时限对买家

的退货申请进行处理。

无论是购物过程，还是售后处理，用户们

在折800的体验并“不愉快”。用户在黑猫投

诉的“指控”不是个例。早在2019年，网经社

“电诉宝”平台的电商消费评级数据中，折

800就获得“不建议下单”评级。此项评级依

据反馈率、反馈时效、满意度多项指标模型

评估，其数据评级完全由系统自动生成。天

眼查信息显示，折800介绍页面的内容中，相

关新闻舆情消息均为商品质量问题以及平

台售后问题等。

对于平台的“冷处理”、平台卖家的审核以

及对商户商品检测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尝试通

过公开客服电话与折800进行联系，客服人员

表示，相关采访请以邮件形式进行。记者已向

折800发送了采访邮件，但截至发稿，该平台并

未给出回复。

“低价”“下沉” 左右逢“敌”

打开折800App，首页推荐的商品多为

6.9元包邮、9.9元包邮的家居类商品，“9.9元包

邮”的子频道入口也排列在“品牌团”的入口

前，不难看出折800对于低价商品的青睐。

早在2016年，折800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曾透露了诸多关键词。该负责人

表示，折800在供应商和货源地旁建仓，实现

收发货。折800用户中很多是二三线城市的妈

妈，可支配收入不是特别高，但又有一定消费

需求。

另外，折800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商家之所

以能够提供低价产品，原因在于商家要么是工

厂，要么拥有第一手货源。

将上述信息置于当下，折800似乎也确

定了“低价”“下沉”的策略。但自2020年以

来，电商巨头们也纷纷借力源头商品，以低

价谋划下沉市场。巨头们纷纷打出“1元”概

念，拼多多推出真香节，苏宁易购则紧随发

声“1元真香节”，淘宝特价版也不甘示弱叫

板“1元更香”。

低价遭遇围堵，巨头在下沉市场也颇有耐

心。京东京喜、天猫聚划算则瞄准产业带市场，

将源头商品搬至线上。在电商巨头纷纷争论1

元购到底香不香时，折800或许只能体会到竞

争中的“苦”。

折800成立于2011年，主要从事团购导

购，还提供限时特卖服务。2014年，折800实现

日交易额破千万。2015年，折800的注册用户

超过1亿。

在市场份额不断被挤压的同时，折800也

逐渐失去了资本的青睐。天眼查信息显示，折

800母公司团博百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最近

的一次融资发生在2015年。没有获得更多资本

加持的折800，如何在巨头的围剿中求生，还是

未知数。

同时，随着下沉市场成为巨头争相布局

的阵地，折800在市场中已不具备竞争优

势。早在2017年，有行业公开数据显示，折

800与兄弟品牌团800的用户活跃度之和仅

为美团的3%。折800难挽颓势，未来出路又

会在哪里？

夹缝生存 市场红利不再

特卖电商们似乎已经成为难兄难弟。上

海万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CEO鲁振旺分析

认为，与折800同类别的平台还有卷皮折扣、

楚楚街等平台，这些平台都在逐渐落寞，面临

着被淘汰的危机。随着平台们的崛起，电商新

用户的挖掘、爆发进入增长期。彼时，淘宝、

京东等平台的第三方商家希望通过获取额

外优惠券的方式获得新流量，增加交易订

单后，提升商家的排名。折800们作为一个

获客渠道，受到了巨头关注。随着电商市场

格局逐渐稳固，用户的网购习惯已经养成，此

类特卖电商的导流作用被削弱，价值作用亦

不复存在。

从低价商品策略来看，鲁振旺认为，诸多

电商巨头将供应链延伸到产业带、工厂源头，

商品从产出到上市间的中间环节被打通，商

品价格趋于透明，折800的商品特价优势不

再，平台的活跃度也会一降再降，市场空间也

越来越小。折800们也不再具有投资或者收

购的价值。

相比之下，同样起于电商的“什么值得买”

“返利网”等导购、返利平台尝试在资本市场寻

求更多增长空间。鲁振旺表示，上述两家平台

能够坚持运营的原因在于及时转型，并且平

台拥有了较为稳固的顾客群，所以不存在生

存难题。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赖阳表

示，在“低价”策略方面，主流电商平台集聚资

源优势，形成更强的引力。在中间流通环节被

打通的情况下，特卖导购平台的独特性不断被

弱化，平台小而不美，生存将越来越难。

鲁振旺认为，导购特卖电商持续运营，只

会面临越来越难、越做越小的情况，平台必须

找到全新的商业模式才能打破现状，但这对平

台来说也有不小的难度。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3月25日，
H&M等国际服装品牌抵制新疆棉花反被抵

制，微博热搜榜更是被新疆棉花的相关话题

霸屏。受此影响，3月25日，A股、港股纺织服

装股大爆发。截至当日收盘，美邦服饰、日播

时尚等多只纺织服装股涨停，国产品牌李宁、

安踏体育也同样大幅收涨。

3月25日，A股纺织服装板块迎来爆发。

交易行情显示，3月25日纺织服装板块早盘高

开2.26%，板块全天维持高位走势。截至3月25

日收盘，纺织服装板块整体收涨1.45%，总共

成交98.7亿元。

纺织服装板块内，多只个股涨停。据东

方财富显示，纺织服装板块内有91只个股，

其中54股在3月25日股价收涨。54股中，海澜

之家、七匹狼、*ST贵人等11股股价涨幅超
5%，其中美邦服饰、日播时尚两股在3月25

日“一”字涨停，同时搜于特、兴业科技、迎丰

股份、起步股份等4股当日同样以涨停收盘。

另外，七匹狼、海澜之家、南山智尚、*ST贵人
4股在3月25日分别收涨6.63%、6.42%、

5.89%、5.07%。

消息面上，近日H&M一份关于“停用新

疆棉花”的声明在全网发酵。据媒体报道，

耐克、阿迪达斯、GAP等在内的多个知名品

牌也曾发表类似声明。抵制新疆棉花产品

引发众怒，中国消费者纷纷力挺新疆棉花和

国货。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倘若相关国际品牌

拒不悔改，将对其在中国市场销售产生较大

负面影响，同时该事件还将对行业格局和产

业链上市公司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在天猫、唯品会等电商平台搜索

H&M等关键词，已不显示相关店铺和商品。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新疆棉花获安踏

体育、海澜之家、森马等多家国产品牌力挺，

均表示支持新疆棉花。在3月24日傍晚，港股

上市公司安踏体育就在其官方微博声明称，

“注意到了近日BCI发表的声明，并对此事严

重关切，我们正在启动相关程序，退出该组

织”。安踏还表示，“我们一直采购和使用中国

棉产区出产的棉花，包括新疆棉，在未来也将

继续采购和使用中国棉”。

3月25日，安踏体育股价也出现大涨行

情。截至3月25日收盘，安踏体育收121.3港

元/股，当日股价涨幅为8.4%，总市值为3279

亿港元。

另外，有网友发现，原来国货品牌李宁一

直都把“采用新疆优质长绒棉”写在标签上。3

月25日，李宁盘中股价一度涨近12%。截至3

月25日收盘，李宁收于50港元/股 ，当日股价

涨幅为10.74%，总市值为1245亿港元。港股

特步国际、361度也纷纷跟涨。

天风证券指出，H&M产品目前已被

多家电商下架，同时国货安踏表示退出

BCI，后续预计有更多国内品牌将继续使

用新疆棉，这将激发国内市场对国货消费

热情。

在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看来，长期看，国

产替代不仅仅体现在高科技上，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要考虑，在运动品牌方面，中国市场高

度成熟，同时李宁、安踏等国产品牌面临着国

际产业转移良机。“国产品牌崛起是国际产业

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由于社会分工

和成本等原因，国际产业转移一直在发生。从

发展方向角度看，国际产业调整转移日益向

高新科技化、服务化方向发展，运动品牌作为

升级消费服务，国产品牌崛起也是产业转移

红利的结果；从工序分工角度看，国际产业由

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

品牌作为营销环节的一部分，欧美大牌、日韩

品牌向国产品牌转移是一种必然”，王赤坤如

是表示。

证券简称

李宁

安踏体育

361度

特步国际

证券简称

美邦服饰

日播时尚

七匹狼

海澜之家

起步股份

3月25日A股、港股部分纺织服装个股股价涨幅情况一览

在经历了内容营销、消费升级、社群电商的多轮行业洗礼之后，折800逐渐匿迹在消费者与资本的视

野之中。近日，有用户反映，在折800平台购买商品后，收到已损坏的商品，还有多名用户在申请退款售后

遇阻。实际上，折800以低价特卖出圈，如今在电商三巨头的“特价、低价”竞争圈中，折800们的存在感越来

越低。巨头的用户增长趋于平稳，特卖电商的导流价值不再。在流量难以获取的情况下，如果折800能强化

商品口碑，或许能觅得一线生机。

A股（单位：元/股） （单位：港元/股）

当日收盘价

1.75

5.9

5.63

�7.79

11.47

当日开盘价

1.75

5.9

5.77

7.75

10.79

当日股价涨幅

10.06%

10.07%

6.63%

6.42%

9.97%

当日开盘价

46.9

116.7

2.15

4.5

当日股价涨幅

10.74%

8.4%

1.38%

2.72%

当日收盘价

50

121.3

2.2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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