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外卖已成很多人的生
活习惯，而网络订餐配送过
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备受
关注。

去年底，四川省卫生健康
委与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新
规，明确外卖送餐人员及预包
装食品销售从业者无须办理
传统健康证即可上岗，同时要
求体检机构停止为外卖员提
供健康证服务。这一消息得
到不少外卖小哥的点赞，认为
是“减负”之举。

不过，网友们却对此吵
翻了天。支持的网友表示，
如今的外卖都是密封好的，
外卖员没必要再办理健康
证；反对的网友则认为，外卖
员作为跟食品接触的人群，
还是应该办理健康证。而最
近一条关于“您的骑手正在
攻击您早饭”的热搜，更是加
剧了消费者的顾虑。

那么，如果没有了健康
证，外卖还能放心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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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规：外卖小哥无须办理健康证

没有健康证 外卖还能放心吃吗

外卖小哥在等待拿取物品

外卖小哥在等待拿取物品

食安封签已广泛普及

健康证，全称“预防性健康检查证
明”。按照就业领域，通常分为食品健康
证和非食品健康证两类，类别不同检查
项目也有所不同。其中食品健康证涉及
的疾病类型有痢疾、伤寒、肝炎、肺结核、
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霍乱等。

健康证作为从业前置条件，理论上
可规范外卖员健康状况。通过限制患有
此类疾病的人员从事直接接触食品、公
共场所服务等工作，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保护从业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健康。

外卖员办理健康证，源于我国食品
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从事接触直接
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需每
年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
上岗。由于餐饮行业（如厨师、服务员）
直接适用此条款，所以在过去的认知里，
外卖员作为餐饮服务链条的重要一环，
理应纳入管理。

上海于2016年6月发布的《网络餐
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明确送餐人员应
取得健康证明；广东关于网络食品监督
的管理办法中也要求“建立并执行送餐
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送餐人员应按规定

取得健康证明”。
不过，在去年10月，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

官方微信在一篇
推文中明确指
出：外卖送餐
人员不属于
直接接触入
口 食 品 的
人 员 ，不

属于需要办理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
格证的群体。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之所以做出这一
政策调整，主要是基于“食安封签”已大
幅降低骑手直接接触食品的可能性。

什么是食安封签呢？根据南京市市
场监管局制定的《餐饮外卖一次性封签
使用规范》，食安封签是指为保障外卖配
送环节的食品安全，防止外送餐食外包
装在运送过程中被人为拆启或意外破坏
而采取的一次性封口包装件。

食安封签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形式：一
次性卡扣、保鲜膜、腰封、订书钉、透明胶带
等。无论哪种形式，这些封签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即只能一次性使用。开启后封
签或无法恢复原状，或外包装易损坏。

在配送过程中不受污染，是餐饮外
卖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2019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餐饮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鼓励餐饮外卖对配
送食品进行封签。

目前，食安封签普及率已经相当
高。以国内较早开始这一试点的上海为
例，去年11月其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查全
市 1251 户涉外卖餐饮服务提供者，
100%使用了外卖食安封签(含订书机和
塑料胶带形式)。

外卖小哥支持取消

四川的调整得到了不少外卖小哥的
点赞。

5月23日，长期在天津跑单的骑手
小孟在某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内容是支持四川不要求骑手办理健康证
的做法。截至发稿，该视频已获得了
4000+点赞，留言近2000条。

持类似观点的骑手大有人在。赵哥
如今是北京某外卖站点的站长，也曾跑
过多年外卖，在他看来，健康证快成骑手
的一项负担了。

“一是体检费用。”赵哥告诉记者，以
他总去的一家社区医院为例，办一次健
康证的费用在130元左右。

据记者了解，北京、上海等地办理健
康证的费用普遍在100多元，最贵可达
200元左右。三四线城市相对便宜，多
为百元上下，不少地区还可以免费办理
健康证。

“虽然100多块钱看着也没那么贵，
但对于夏天喝瓶可乐都要抠搜半天的外
卖员来说，只要收费他都觉得贵。”小孟
说道。

此外，还有时间成本。“办健康证经
常需要排队，全部检查完起码得1个多
小时，这还没算往返路上的时间，等于小
半天出去了。”赵哥说道，“而且健康证通
常都不能当天出结果，得等上3—5天，
所以还得再回去一趟。”

赵哥坦言，由于健康证需要一年一办，
身边有不少骑手办假证，几十块钱一张，而
且立刻出证。“不过，平台现在的识别技术
也在提升，之前好几次被识别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外卖员是送餐的，不是
出餐的。”小孟解释道，“只要封签是完整

的，就足以证明食
物没问题。”

对于现在外卖打包之严密，许文深
有感触。去年他在北京开了多家炸鸡
店，在外卖打包这件事情上，他曾被骑手
反向教育过。

“我们卖的是油炸食品，其实不太愿
意包得那么严，因为捂了的话会影响口
感。而且平台的要求只是包装完好，对
细节并无具体规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
是打两个订书钉，稍微留个口子。”许文
告诉记者，“但骑手取餐的时候总让我们
包得再严实一点，因为担心跟消费者说
不清。”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对
记者表示，以前确实会有食物与环境接
触，出现细菌污染甚至马蝇产卵长蛆的
情况。现在打包很严，只要包装不破损，
配送环节没啥额外风险了。

治理还需多管齐下

不过也有网友持不同意见，而且多
是消费者。

5月28日，“您的骑手正在攻击您早
饭”话题冲上了热搜。据当事人介绍，自
己购买的酱香饼、茶叶蛋都被人吃过了，
胡辣汤好像被兑了水。当事人和门店核
实后，怀疑是外卖员所为。

在骑手小孟发布的那条短视频下
方，也有网友留言道：“我是消费者，我不
支持取消，100多块的健康证很有必要，
也是一天的工资，但是这样大家都感觉
安全多了。”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事实
上，封签的推广并不均衡。随着市场下
沉，封签的执行力度也会打折扣。以甘
肃临泽县为例，根据其市场监管部门在
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食安封签覆盖率
为95%以上。换句话说，尚有漏洞。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外卖市场。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4
年，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5.45亿
人，占网民整体约五成。

近年来，针对外卖市场的治理和监
管水平不断提升，但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中国质量万里行消费投诉平台“投
诉通”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外卖
相关投诉量同比上涨 18.2%，达 3585
例。其中，食品安全问题相关投诉最多，
有1296例，占比36.2%；配送问题相关
投诉1019例，占比28.4%；商家、骑手态
度问题636例，占比17.7%；包装不当、
过度包装等包装相关问题321例，占比
9.5%；平台虚假活动、商家满减规则、红
包计算错误等相关投诉 313 例，占比
6.1%。

一家外卖平台告诉记者，封签的实际
作用，能显著降低人为污染和运输过程中
的意外开封风险。当前的行业共识是，封
签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建议建立“生产
—配送—交付”全链条管理体系，这样
更有助于降低食品本身的安全风险。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
任钟凯对记者表示，整治外卖乱象，必
须线下线上一起发力。

“平台严格审查之外，监管部门还
应加大惩处力度，让‘黑作坊’等不法
分子知难而退；同时还要群防群治，鼓
励消费者参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监
管。还可以参照餐饮实体店的明厨亮
灶做法，开发在线监控的功能，让消费
者实时监测到所购外卖店铺的实时操
作情况。此外，场地的业主也需要担
责，尤其是隔断好多档口的，业主不能
只收租子，却不承担相应责任。”

外卖员的健康证
到底有没有必要

据报道，四川推出外卖骑
手不再要求上传健康证新政策
后，一些平台依然强制要求上
传健康证，导致地方政策和平
台要求“打架”，令外卖骑手无
所适从。

仔细想想，出现问题的背
后其实是一种观点拉锯：外卖
员的健康证，是否还有必要？
正因为态度发生了松动，才导
致了衔接上的冲突。此前也有
媒体报道，在不少地方外卖骑
手假健康证泛滥，价格低到了

“30元包过”，平台、配送站点默
许可用，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些骑手
怕麻烦、平台管理不规范，但从
另外一个层面说，健康证对骑手
的重要性在下降。可以想象，平
台、站点、商家、骑手等作为市场
的参与者，依然有着“理性人”的
预设——害怕出错、惧怕风险。
但在长期的市场运转中他们形
成了某种共识，在包装越加规范
的当下，放松健康证要求并不会
带来多大的风险，四川的新规终
究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承认。

因此，借着这个“健康证办
理两难”的契机，社会也应当从
行业层面探讨外卖员的健康证
要求。无论如何，健康证都是
一个准入许可，意味着外卖员
的额外开支。如果已有足够的
办法保障食品安全，不再要求
外卖员办健康证的做法也不妨
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必须强调，对于给外卖员减
负，不能片面理解为降低食品安
全要求。在取消健康证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强化外卖的包装和
运送规则，对商家和骑手提出一
定的要求，也是必要的。

综合中国新闻周
刊、澎湃新闻

延 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