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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自制食品 想说爱你不容易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每个人的微信朋友圈、QQ、甚至微博

里都被越来越多的产品宣传销售信息所充斥，有的达到了几近
“狂躁”的状态，不“刷爆”朋友圈誓不罢休！原本单纯的社交平
台逐渐被各种商品、海外代购霸屏。这便是目前火爆异常的一
个电商行业：微商。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微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空
间，借助于社交软件为工具，以人为中心、社交为纽带，逐渐成
为一个新兴商业。在微商快速发展、手机里“人人皆商”的势态
下，货品质量参差不齐、维权难度大、“宰熟”等乱象也逐一浮出
水面。

近年来，一些风格独特的自制食品逐渐在微信朋友圈走
热。其间，一些自制食品披上“纯手工”、“独家私房”、“妈妈味
道”、“家乡味道”的“外衣”，大打情怀牌，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渗
入我们的生活中。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出售自制食品的
商家会将“天然原材料、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卖点，向买家
进行推销，但不少网售的自制食品其实暗藏安全隐患。他们在
加工食品的过程中，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进行食品安全的检
查，保质期也是根据经验自行判断，导致这类“三无”食品存在
安全隐患。

众所周知，微商由于开店成本低，已成
为越来越多创业者的首选。但是，在微博、
微信等社交平台上的微商，由于没有系统
的监督、监管规定，导致消费者在微商购物
中如果遭遇消费问题，维权较难；很多自制
食品的微信商家，不具备专业设备及专业
的制作知识，导致这类“三无”食品存在安
全隐患。以黄女士购买腊猪蹄变臭的现象
为例，这说明生产过程中腊猪蹄未按标准
烘干，水分超标，运输过程中，产品包装存
在问题，说明产品被细菌感染，已经腐败变
质了。一些自制食品商家，通常会宣传“不
添加防腐剂、添加剂”，让买家觉得产品比
较安全可靠。实际上，使用符合标准要求
的防腐剂、食品添加剂等是相对安全的，而
且会起到一定的抑菌防腐的作用，更好地
保证产品品质。对于消费者来说，网购这
些“三无”自制食品，一旦发生问题，因为缺
乏生产方信息，整个维权的证据链以及维
权的难度会比较大。同时，消费者也应该
树立安全意识，对自制食品暗藏的安全风
险，要增强识别和判断能力，不能一味盲目
相信微信卖家的广告宣传。

记者手记一些自制食品，打着“纯天然”的旗号，日渐成为自用及馈赠亲友的礼品。但自制食品
是否安全，一直以来都是众人争议焦点。

90后网购达人小张的朋友圈内就有不少朋友做起了微商，自制食品方面尤其多。
各类荤素冷吃、甜品糕点、牛肉酱、腌腊制品等等一应俱全。小张告诉记者，有些微
商是自己认识的朋友，有些是别人推荐名片加的微信好友，双方并不认识。但不管
认识与否，碍于情面都会不时购买一些，有时应朋友之托，还会转发朋友圈帮忙
推广。“我也没到他们生产制作的地方去看过，反正觉得大家是朋友，想着应该
不会有啥大问题吧，而且也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他们秀出的用户体验截图，都
是反映好吃、回购这些，忍不住自己也会下单购买。“小张表示，自己时不时
购买微商食品大概持续一年了，好像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

面对微商，市民黄女士就没这么幸运了。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不
愉快的购物体验：“春节前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微商，是做腌腊制品
的，看他天天在朋友圈宣传是在老家农村收的粮食喂养的土猪，用
老方法加工熏制的纯天然土腊肉，而且发的图片色泽诱人，包装
盒上一句广告语‘妈妈的味道’也十分打动人心，想着春节假期
女儿一家有事回不来，与该微商一番沟通后便决定订购几十
斤腊货寄给远在深圳的女儿。”满心欢喜想着女儿收到来自
这家乡“妈妈的味道”腊货后该有多开心的黄女士，在接到
女儿打来电话的那一刻顿时心塞：“女儿说腊肉不新鲜，
一股‘哈’味儿，腊猪蹄根本没烘干，收到时都有点臭味
了。”气愤不已的黄女士立即与该微商联系要求退
货，刚开始对方还接电话，后来干脆电话不接，微信
也无人回复了，由于该微商没有规范的生产厂
家，也找不到生产经营地址，黄女士退货一事
只得不了了之。“没办法，吃了个‘哑巴亏’，权
当花钱买了个教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部分年轻消
费者认为，自制食品应该不会添加防腐
剂，原材料更加优质、新鲜，总体来说
对身体健康没多大伤害，而一些卫
生问题，只是偶发的“小概率事
件”。但也有市民对此持不同
意见，他们认为，微商售卖的
自制食品在生产时无法保
证卫生，而且储藏和运输
环节中，如果没有做好
杀菌和冷冻处理，极
有可能会引发食品
变质，存在较大的
食品安全隐患。

微商“自制食品”多从熟人做起

自制食品多为“三无产品”

部分自制食品的商家为了表明是“手工
制作”，在微信朋友圈的宣传里还会附上生产

视频，呈现出在开放的环境中，几人徒手加工、
分装食品的环节。记者注意到，尽管不少卖家会

使用塑料瓶、玻璃罐等容器分装这些食品，但这些
食品外包装上，未标注产地、生产日期、配料，也没有

附上商家的联系方式或质量合格证明等。
记者曾亲自体验了一次微商购物。在朋友推荐的一

家专做“纯手工食品”的微商店，记者购买了其主打特色产
品“私房牛肉酱”，该款产品在其宣传口径中号称：纯天然原

材料、无色素添加、无防腐剂添加，牛肉粒大量足，保证你吃得
过瘾，吃后上瘾。收到货后，记者才发现除了外包装还有一些特

色外，整瓶牛肉酱就寥寥几颗细小的牛肉粒，更多的是豆瓣、黄豆
粒充斥其中，而且瓶身除了“私房牛肉酱”几个字外，再无产品成分、

生产厂家、生产地址等信息，实实在在一款“三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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