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不得”为社区团购划定红线

野蛮生长的社区团购迎来监管重拳规范。
12 月 22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

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
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 6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
加。 会议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遵守 “九不
得”， 涉及不得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行恶性价格竞
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大
数据“杀熟”、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非法
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9 个
方面。

时下，社区团购成为“新风口”，互联网巨头
烧钱抢占市场流量，也给深耕社区团购的原生创
业企业带来一定冲击，此种恶性竞争对行业良性
发展是一种伤害。 “九不得”的出台无疑是场“及
时雨”， 采用行政指导方式给社区团购领域现存
的问题划下“红线”，体现了监管的态度。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获客、引流对企业在新
领域中能否发展起来很重要，但“价格战”并非
一个明智的选择，让消费者对平台产生依赖、好
感，需要的是平台服务品质、商品质量以及售后
服务等综合能力。

目前来看，大多社区团购企业在抢占市场的
同时忽略了供应链的问题，这也是社区团购中尤
为重要的一环， 如果想靠性价比和服务优势突
围，还得靠强大的供应链、完善的售后体系以及
末端配送优势。 只有全方位地服务好消费者，把
好品质关，社区团购才能获得长久发展。

“九不得”对社区居民、卖菜商贩、农产品供
应方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对各地有关监管部
门而言，监管工作有了更为具体的指引和依据。
从长远来看，“九不得” 最终也有利于互联网平
台企业。 虽然“九不得”的目的是为了约束电商
巨头， 但它也会反过来有利于电商平台行稳走
远。 规范后的社区团购市场，不仅避免出现
少数几家垄断企业恶性竞争的局面 ，
而且可以更好促进社区团购市场
的健康发展，释放出社区团购
在民生方面具备的更
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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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戴上“紧箍”
■ 本报记者 陈树琛

如今，买菜变得非常简单。 你可能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直接在微信群里选中中意的菜品，微信付款，你要
的菜就会送到你家门口，不仅方便快捷，而且价格便宜。

社区团购，这种被称为 2020 年“最后的一把火”的购物模式，正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
爆火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带来不少“成长的烦恼”。

被疫情改变的买菜模式

晚上 7点半， 合肥上班族小婷下班后来到小
区门口的菜鸟驿站取快递时， 顺便把在社区团购
平台上下单的蔬菜、水果一起拎回家。小婷告诉记
者， 她前一天晚上在团购微信群里通过小程序下
单，第二天“团长”在群里通知她菜和水果已经送
到、随时可取。而在合肥高新区枫林路某社区菜鸟
驿站，店长兼“团长”小梅，在消费下单后的第二天
便等到平台统一派送的货物， 她按照小区业主的
需求将订单分装好，通过微信群通知他们来自提。
这便是社区团购的一个基本流程。

早在 2013 年，社区团购网站就已出现，居民
通过网站搜索团购产品或服务， 电话预定后到商
铺消费并向商家付费， 这便是社区团购早期的模
式。 今年，随着互联网巨头的介入，社区团购迎来
热度巅峰。目前，包括阿里、美团、京东、拼多多、滴
滴、腾讯等在内的头部互联网企业，都直接或间接
地参与到这门“生意”之中。

这与今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密不可分。
疫情不期而至， 全民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家里蹲”状态，大家宅在家里哪都去不了，更多
的人开始把买菜做饭的目光转向互联网 。 与此
同时，不少社区门店经营困难，也在通过网上寻
找新的业务。双方一拍即合：社区团购平台提供
产品， 社区门店提供接货地点 ， 店老板则变成
“团长 ”负责在社区微信群里发布信息 、订购和
发放货物。

如果说， 电商直播打开了全领域线上销售
的新局面， 那社区团购便是打开了线上团购的
新领域。小梅告诉记者，平台根据需求采购货品
数量，直接从仓库发货，然后送至“团长”指定地
点，由消费者自提，即“预售+次日达+自提”的模
式，这种模式融合了新零售和社交电商的特性。

据记者了解，社区团购具有完整的产业链。社
区团购的平台方会搭建一个中心仓和多个共享
仓。大部分供应商在中心仓附近建仓租仓，方便给
中心仓供货，之间的运力部分由平台方负责。每日
或每批团品截单后， 中心仓会开始按用户所在区
域进行整体分拣， 并经货运配送到城市中的网格
仓。 完成分拣和打包的商品最终由加盟方配送到
负责的各个门店， 平台向加盟方支付每单履约费
用。“团长”收到货品后将其暂存，然后通知用户前
来取货、核销提货码，并在完成订单交割后获得一
笔佣金。

野蛮生长亟待规范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社区团购市场发
展迅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720 亿元，同比增长高
达 112%。 同时，社区团购市场持续下沉，有望在
2022 年达到千亿元级别。 而随着互联网巨头的纷
纷入局，社区团购引发一场到底是“与民争利”还
是模式创新的大讨论。首当其冲的，是团购平台进
行的非理性补贴。

目前， 社区团购已成为各大企业争相布局的
重点。短短几个月时间，社区团购的赛道已经聚集
了各大互联网巨头。这些巨头通过推出秒杀活动、
首单优惠、 平台优惠券等方式以极低的商品价格
吸引用户，社区团购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各大巨头争相投入大量资源、 抢占社区团
购“蓝海”的同时，市场对于社区团购的争议也逐
渐升温，这其中既有对相关团购商品质量的诟病，
更有对当前巨头们通过“烧钱”跑马圈地模式的担
忧。企业为抢占社区消费这块蛋糕，依旧是通过烧
钱补贴、低价倾销的方式，结果往往是只能给社区
居民带来短暂红利，一旦烧钱大战结束，居民则要
为企业的烧钱行为或垄断行为买单。也就是说，企
业前期以“优惠”为噱头付出的成本要在后期由社
区消费者承担。

而且， 这些互联网巨头企业凭借自身的平台
优势，强力挤压原有市场空间，不仅影响卖菜商户
的生计，还会造成社会基层劳动者失业。 此外，低
价倾销会损害农产品供应体系， 由此带来的不良
影响还可能传导至菜农。目前，一些社区团购平台
已经出现了严重低价现象， 甚至个别品项远低于
出厂价，影响严重。

社区团购平台非理性的补贴背后 ， 是电商
行业对传统零售带来的冲击。 “平台上购买的蔬
菜和水果并不是很新鲜，如果自己去现场选购，
绝对不会买这种品质的商品。 ”合肥高新区一位
经常使用社区团购的顾客蕾蕾告诉记者 ， 平台
高额补贴的背后 ， 菜品品质和整体体验并不能
得到保障。

业内人士认为，以补贴方式推广社区团购，涉
嫌不正当竞争。这些平台资本以提高效率的名义，
试图用低价倾销的方式将实体店对手挤出市场。
一旦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后， 这些平台资本就会
考虑放弃补贴政策， 转而依靠网络效应提高上下
游两头的使用费用。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已经有过
前车之鉴。

伪科学育儿的
“鸡汤”不要喝

■ 何珂

关注育儿自媒体、参加付费育儿课程、购买各类博主推
荐物……如今，互联网成了诸多年轻父母备孕育儿的首选知
识来源。 但一些网络育儿自媒体炮制的标题，虽然很吸引眼
球，获取的流量惊人，让人倍增信任感，但内容的科学性和专
业性无法保证，导致育儿伪科学泛滥。

如今，育儿不再是简单的吃饱穿暖，而是涉及营养、兴趣
培养、性格养成等多个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知识。 “没有
人天生就会当父母”。 做一名合格的家长，需要用心尽力，也
需要知识积累。 而互联网上丰富的育儿知识，正好满足了对
互联网依赖程度较高的新一代家长的需求。 目前，网络上涌
现出不少具有专业水平、能提供优质指导的育儿公号，但育
儿类市场泥沙俱下的问题仍不容小觑。比如，不管什么人，白
大褂一套就是医生；有些爆款文章表面传授育儿经验，背后
却是一本营销账； 一些育儿自媒体甚至走的是 “涨粉—带
货—变现”的商业路径。 年轻父母一不小心，就容易被“伪专
家”“伪育儿经”所欺骗。

祛除伪科学育儿自媒体， 强化对自媒体的监管是根本。
今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
确了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平台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
态治理机制，制定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细则，健全
用户注册、账号管理、应急处置和网络谣言、黑色产业链信息
处置等制度。 部分育儿自媒体发布的“育儿伪科学”内容，已
经涉嫌违规，对用户有误导作用，并且容易产生不良社会后
果。 平台应承担起管理责任，对这些自媒体账号进行封禁处
理，并严把资格审核关，提高育儿自媒体的注册门槛，对博主
的身份、资质进行严格审查，杜绝浑水摸鱼现象。

育儿伪科学泛滥，呼唤科学育儿知识尽快“补位”。 有的
家庭对于最常见的问题，比如要不要哄睡等，都能引起意见
分歧，造成育儿疑惑。 因此，不妨鼓励社区、医院等开展保育
知识与技能培训，广泛传播科学育儿观念，不让歪理有机可
乘。互联网育儿知识“正规队”的出现，既能以正视听，也能够
助力祛除自媒体传播伪知识的乱象。当然，自媒体创业者，也
要明白内容为王，不能被流量带偏、被狭隘利益驱使，为家长
们提供科学有效的育儿知识。

实现科学育儿，家长特别需要擦亮眼睛，认真鉴别。在教育
引导下，不少家长已经能够识破网络自媒体的营销套路，主动
远离那些“标题党”。生命是有个性的，育儿不能照本宣科，为人
父母要有自己的思考，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思考教育的
方法和意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受益终生。

网络求职被骗、简历被卖？ 人社部出手了！
针对网络求职被骗、 简历被卖等问题，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公布《网络招聘服务
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用
人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进行审
查，不得泄露、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
集的个人信息，违者将被处罚。

网络招聘已经成为人们求职和用人单位
招聘的主渠道。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末，全
国共有 3.96 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人力资
源市场网站 1.5 万个，2019 年发布网络招聘信

息 4.04 亿条。 网络招聘在为求职者提供快捷
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求职者投递简
历后屡遭陌生来电和短信骚扰，甚至陷入非法
传销、情色招聘陷阱等现象。

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背后，确实存在一些机构未经许可擅
自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对用人单位资质和招聘
信息真实性与合法性审核把关不严、非法使用
个人信息、违规收取费用以及监管方式不足等
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及时出台规定，明确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
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或者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人
身份号码、年龄、性别、住址、联系方式和用人
单位经营状况等，违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等予以处罚。 ”这位负责人说。

按照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信息应当
合法真实，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 从事网络招
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劳

动者收取押金，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收费标
准等事项。发布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的，有
违法所得的，将被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将被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作为我国网络招聘服务领域第一部部门
规章，规定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