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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府捞面、华莱士接连道歉
餐企管理漏洞待补

直播带货责任落槌 辛巴“燕窝事件”厂家败诉

北京商报2021.7.19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近期
多个餐饮品牌因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热点，其

背后折射出的是餐饮企业对自身相关环节

从业人员管理的“漏洞”。日前，连锁快餐品

牌华莱士被曝后厨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系

列问题登上热搜，随后在7月17日晚，华莱士

发布声明致歉，表示涉事餐厅已停业整顿，

并派驻稽查小组对该餐厅进行整改检查，对

该区域内所有员工再次强化培训，重申并落

实各项产品操作规范和作业流程。无论是此

次涉事的华莱士，还是前不久的和府捞面、

明星火锅品牌辣斗辣，其出现的操作不规范

等系列问题也是餐饮企业管理不到位的真

实写照。

根据被曝光的视频显示，华莱士后厨工

作人员未戴口罩手套制作炸鸡、汉堡，并且

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咳嗽的情况。同时，鸡块

掉在干地面上，捡起放回去，掉在湿地面上，

捡起来复炸。另外，还存在油烟机清洗剂直

接滴进锅内等行为，消费者也评价用餐后肠

胃不适。

对此，华莱士方面表示，已对相关报道

中提及的个别员工操作不规范情况展开调

查，涉事餐厅北京霍营店已停业整顿，并对

该区域内所有员工进行培训，重申各项产品

操作规范和作业流程。此外，华莱士派驻稽

查小组对该餐厅进行整改检查，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后续，华莱士将持续强化食安

稽核巡查制度，对餐厅各项业务流程进行核

查，确保为消费者持续提供安全可靠的用餐

体验。

接下来，华莱士在企业管理监督等方面

有何具体规划？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华莱士方

面，截至发稿电话未有人接听。

无独有偶，前不久，同为连锁餐饮品牌

的和府捞面店内出现死老鼠，店员随后将其

捡起来，直接从出餐口丢回去，引起消费者

用餐不适。随后，和府捞面致歉并回应，门店

立即闭店整改，对店铺评估合格后方可营

业。并解释当时店员戴一次性手套进行了包

裹处理，■入收餐口里垃圾桶完成区域消

毒，并于当天安排专业消杀公司进行店内、

店铺周边全面再次消杀。

除了连锁餐饮品牌，明星门店因为食品

安全问题“翻车”的消息也是频上热搜。日

前，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创立的火锅品牌

“辣斗辣”，其合肥淮河路店被消费者投诉火

锅汤菜中有苍蝇。随后，该店因卫生状况不

符合标准等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业

整改。随后，辣斗辣发布致歉声明表示，经核

实，合肥淮河路步行街“辣斗辣”火锅店食品

加工区确实存在操作不规范之处，已在最短

时间内按监管部门要求完成整改。

从目前涉事的餐饮品牌来看，无论是连

锁品牌还是个体单店，均存在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等制度执行不到位、加工操作行为不规范、

后厨加工区卫生状况差等问题。而这背后折射

出的是餐饮企业对于从业人员管理的漏洞。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从华

莱士事件来看，其整个供应链以及质量内控

体系方面仍然不成熟，做得也不够细致，因此

才会发生此次事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与餐

饮行业质量内控体系执行不到位有关，虽然

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都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

度，但是在管理监督、考核、处罚等方面存在

太多纰漏。随着中国餐饮行业的高速发展，质

量与速度、扩张与员工培训、产业的火爆与食

品安全等矛盾已经成为中国餐饮行业的通

病。同时，这也是严重制约整个中国餐饮行

业进一步升级以及创新的重要问题。

在一位餐饮从业者看来，食品安全问题

会给餐饮企业带来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在疫

情后，消费者对餐企食品安全标准、卫生环

境要求有了本质性的提升，因此餐饮企业一

直在加强食品安全建设，在食品安全方面高

度关注并深度改进。同时，像北京市推出明

厨亮灶也帮助企业规范后厨和环境卫生秩

序。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在从业人员综合素

质方面进一步提升，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培

训和宣传力度。尤其是在现场管理、培训、监

督、改进等方面形成良好的配合和实施，勿

让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厂家败诉

辛巴燕窝事件的起因是有消费者在社

交平台发布视频，质疑在辛巴旗下主播“时

大漂亮”直播间购买的燕窝系假燕窝。对此，

2020年11月5日，辛巴现场直播用漏斗在燕

窝产品中过滤出凝固物并声称确系燕窝。并

展示相关检验报告，表示其所售燕窝为合格

产品。

2020年11月19日，“打假人”王海在微博

中晒出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的一份报告。

报告显示，该款燕窝产品蔗糖含量达4.8%，

成分表里碳水化合物为5%，蛋白质含量为

0。并称“时大漂亮”在直播间中所售卖的茗

挚品牌燕窝就是糖水而非燕窝。

最终辛巴团队于去年11月27日在微博

上对此次燕窝事件道歉，承认由“时大漂亮”

在直播间宣传的茗挚品牌燕窝，确实存在夸

大宣传的成分。虽然该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带

货主播辛巴的直播间，但却一度被舆论误读

为“辛巴制假售假”。

去年12月23日，广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针对此次事件作出处罚决定，和翊公司罚款

90万；天猫“茗挚旗舰店”网店罚款200万，吊

销营业执照。

因认为融昱公司提供的产品说明等资

料存在虚假信息，误导涉事主播进行了夸大

宣传，和翊公司于去年12月向广州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融昱公司支付其先行

承担的赔偿金，并就“夸大宣传”等欺诈行为

象征性赔偿损失1元。

如今，仲裁庭裁定，确认融昱公司故意

误导辛选作出虚假、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裁决融昱公司向和翊公司支付赔偿款约

3035万元、象征性赔偿损失1元。而辛巴当时

在道歉信中提到，根据辛选方整理的销售数

据，共计需要赔付消费者61983040元。可见，

法院最终认为辛巴方和原厂都有责任，并且

在这场燕窝赔偿中，双方分别承担约50%的

责任。

直播带货频“翻车”

辛巴带货茗挚燕窝“翻车”事件，再次把

网络直播带货的质量安全问题拉回了大众

视野前。

但辛巴并不是唯一“翻车”的电商主播。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双11”消费维权舆情

分析报告》称，2020年“双11”期间，协会收到

了33.4万余条与直播电商有关的投诉，消费

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明星带货涉嫌刷单造

假和售后服务满意度低、体验较差两个方

面，并直接点名汪涵、李佳琦、李雪琴等参与

直播带货的主播和明星。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前三季

度，全国直播相关企业超过3.9万家，其中新

增近2.5万家，较上年同比增长565.32%。

电商直播业内人士刘先生表示，电商网

络直播带货最近几年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购物

模式，受到热捧。但相对于电商平台，这种模

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直播货物每次选件成

千上万件，要做到筛选全部货物的质量问题，

有时候会存在人手不够的问题。所以很多电

商为了快速销售商品，缩短时间成本，某些货

物便来不及核查其质量信息的真实性。

监管出手明权责

为整治网络直播平台频繁发生的直

播“翻车”现象，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了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自今年5月25日起施行，从而

规范网络市场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

《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直播间运营者、直

播营销人员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社会公序

良俗，真实、准确、全面地发布商品或服务信

息，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信息，欺

骗、误导用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对此认为，通

过上述规定，目前网络交易市场监管执法中

存在的平台上相关交易记录“黑箱化”、执法

者难以获取的问题有望得到消除。此外，他

还表示，未来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主要表

现为通过技术性手段，对网络交易中可能存

在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预警以及定向取证

和后续的处理。

针对“辛巴燕窝”事件中的责任界定问

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如果该燕窝并未称为保健品只说是食品，那

辛巴直播中所述是否存在欺骗行为还不能

定夺。“怀孕吃燕窝比较好”，是无法验证的

广告语。如果无法验证，那就是虚假宣传。燕

窝的营养成分若没有如实叙述，则违反了广

告法，广告也是需要符合真实性原则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

在此次事件中厂家误导了主播，广州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这样的裁决是正确的，让厂家承

担责任，有助于厂家从源头上诚信经营，避

免为主播提供虚假的产品资料。同时，主播

也付出了声誉代价，警惕所有直播主播不轻

易为名实不符的产品做形象代言。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实习记者 刘俊群

曾经沸沸扬扬的辛巴燕窝事件终于得出了判决结果。据报道，近日广州

仲裁委员会就沭阳和翊信息有限公司（辛选集团旗下公司，以下简称“和翊公

司”）诉广州融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昱公司”）一案作出终局裁决：确

认融昱公司故意误导辛选作出虚假、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裁决融昱公司向

和翊公司支付赔偿款、赔偿损失。这意味着，发生于去年11月的“辛巴燕窝事

件”在时隔8个月后尘埃落定。

远洋集团与红星美凯龙的“缘分”又进了一步。7月18日，远洋集团发布公告

称，远洋集团、远洋资本与红星控股正式签署协议，以40亿元获取红星地产70%

股权。三方将有效持有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35%、35%、30%的股

权，共同推进红星地产的后续开发与经营。

■远洋集团2020年区域销售贡献占比

35%30%

35%

远洋集团

远洋资本

红星控股

北京区域

环渤海区域

华东区域

华南区域

华中区域

华西区域

收入91个物业

根据公告，此次交易标的不包括红星置

业、吴中路爱琴海商场等若干公司，仅指重庆

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红星地

产板块，且交易对价不包括红星控股单方面

享有的已结转利润以及后续所产生的盈利。

公开信息显示，红星地产全称为上海红

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

年8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楼超纲，经营范围

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等。该公司由上海红星美凯龙

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约97%，而上海

红星美凯龙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则为重

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根据收购框架协议，完成收购事项后，重

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连同其附属

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将于中国持有91

个物业项目。

截至目前，天津远璞（远洋集团旗下子公

司）已完成对红星地产18%股权的收购，预计

将于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10日及2022

年1月10日或前后分阶段完成收购红星地产

余下的22%、11%及19%的股权。

远洋集团与红星美凯龙的“缘分”远不止

于此。

除上述18%股权收购外，今年6月2日，远

洋资本通过关联公司与红星美凯龙达成《合

作框架协议》，斥资23.12亿元，收购红星美凯

龙所持有的7家物流子公司。

21个爱琴海托管

此次合作中，红星地产还拥有21个商业

项目，其中位于上海、天津、福州、苏州、长沙、

西安等一二线城市核心地段的优质资产占整

体估值70%以上；同时，超过30%项目位于华

东区域。目前，商业项目已有3个处于开业状

态，预计今明两年新增开业数量十余个。

不过这批商业项目，远洋方面并没有

接手运营的打算。公告指出，在运营管理

上，为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运营经验与差异

化竞争优势，红星地产原则上将继续委托

爱琴海集团对21个商业项目进行运营管

理。作为国内知名的购物中心品牌，爱琴海

集团在数智化运营和创新产品进化方面拥

有强大的专业能力，将对该批商业项目带

来持续稳定的收益。

最近有消息称爱琴海集团正在积极筹备

赴港上市，但爱琴海商业地产项目的运营，却

很难用“漂亮”形容。以北京为例，因项目经营

存在问题，北三环爱琴海购物公园于2020年2

月29日终止营业。

不过就算不用托管，远洋方面在商业地

产板块也有不错的运营基础：在住宅开发主

业之外，远洋集团布局商业地产已十余年，并

打造出北京颐堤港、成都远洋太古里、杭州远

洋乐堤港等知名商业标杆。

2020年财报显示，远洋集团在建的商业

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逾180万平方米，其中北

京项目面积占比达70%，位于北京CBD核心

区的Z6项目已于2020年10月开工奠基，与太

古地产的第三个合作项目北京颐堤港二期也

于2020年下半年正式开工。

是互补还是救命

“随着房地产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房企之间通过战略合作方式实现互利共赢，

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远洋集团执行董事、

执行总裁王洪辉在谈到此次收购时表示，红

星地产资产质量优质、盈利能力强、财务状况

良好，团队专业、高效、作风踏实，与远洋集团

企业文化理念十分契合。

但包括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

枫在内的多位地产人士一致认为，种种迹象

表明，红星美凯龙当前正在遭遇流动性危机，

急需出售资产来进行“输血”。

无论双方合作的初衷是什么，根据18日

披露的信息，远洋集团将充分发挥资管业务

差异化优势，支持红星地产高效运转。红星地

产亦可以借助远洋资本在资产证券化、金融

化方面的专业能力，获取充沛的现金流。

知情人士透露，远洋集团已基本完成了

对红星地产的全面尽调，“优质”才有合作的

可能。截至2020年底，红星地产总资产约

1000亿元，其中存货逾600亿元、现金90亿

元、预收账款近500亿元、有息负债168亿元、

净资产167亿元。

除此之外，合作开启后，远洋在华东、华

中、华西的土地储备将得到明显增厚，区域布

局亦将更加完善和均衡，销售规模有望迈上

新台阶。按照计划，红星地产在未来两年每年

将贡献300亿-400亿元的销售规模，其中绝

大多数销售额来源于华东、华中和华西区域。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远洋集团

合约销售1310.4亿元，其中华东区域贡献远

洋销售额的15%，华南区域贡献18%，而华中

区域则贡献了11%。

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此次双方合作，

也反映出地产行业的一个趋势。对于需要做

大规模的企业而言，收购简单明了，更为直

接；而对于现金流紧张的企业而言，剥离一部

分资产，甚至是优质资产，才能更快实现脱

困。长远来看，未来这样的战略合作会更多。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王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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