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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外卖市场的“红（京东）黄（美团）蓝（淘
宝、饿了么）”大战还在升级，尤其夏天本就是
外卖旺季，再加上近期淘宝闪购和美团又上
线了大额补贴，造成的结果就是：商家忙，外
卖骑手忙，消费者也忙——忙着薅羊毛。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消费者真的能薅

到羊毛吗？靠补贴带来的“繁荣”能够长久
吗？

外卖“三国杀”竞争升级
本月初，外卖“三国杀”竞争升级：7月2

日，淘宝闪购宣布启动规模高达500亿元的
补贴计划，将在12个月内直补消费者及商
家；此后，美团也投放了不少大额红包券甚
至“0元购”券；京东则在新一轮商战中声量
较低。

7月5日，美团单日零售订单突破历史
纪录——达到1.2亿单，其中餐饮订单超过
1亿单。

7月7日，淘宝闪购、饿了么联合宣布，淘
宝闪购日订单数超8000万，其中非餐饮订单
数超1300万，淘宝闪购日活跃用户超2亿。
据悉，今年以来，先是京东高调进入外卖

市场，再是5月初淘宝闪购联合饿了么加入
混战，对昔日外卖绝对霸主美团形成了激烈
的竞争，淘宝闪购和京东的订单量加起来，跟
美团的订单量已相差无几，同时在大额补贴
的推动下，整个外卖市场订单量在短时间内
剧增，最近两个月内翻了一番。
目前，外卖市场总量日均约2亿单，5月

初市场总量日均约1亿单。

大多消费者“理性下单”
对消费者来说，补贴力度升级，短时间内

确实能薅到羊毛，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晒
图，自家冰箱里堆满了各个品牌的奶茶、咖啡
等，“喝不完，根本喝不完”。但是，绝大多数
的消费者还保持着“理性下单”的心态。
眼下，只要打开美团、京东、淘宝，各种补

贴或红包就会“跳”出来，让人很难判断究竟
哪个平台更合算。消费者张女士是一名外卖
重度依赖者，据她观察，目前来看，美团上奶
茶商家优惠很多，商超比较少，而淘宝闪购最
近加大了商超的补贴力度，“消费者又不傻，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同一家店、同样的商品，
三个平台比一比，哪个便宜就在哪里下单，比
如同一时间、同一商家的6只素菜包，一家平
台19.2元到手，另一家平台则要25.2元，怎么
选择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消费者也逐渐摸准了平台的

规则：越是“新人”，红包越大，或者说，在同一
平台复购次数越多，能享受到的优惠就越
少。消费者蔡先生告诉记者：“昨天某平台
上，我的最大红包是14元，今天最大红包变
成12元了；同一款白酒，第一次下单，到手价
31元，现在最便宜的也‘涨’到38元了。”

“内卷式”补贴不可持续
这一轮外卖补贴力度升级，最终原因还

是各家外卖平台之间竞争激烈，正在彼此争
夺市场份额。补贴战的背后，至少涉及四方
的利益，即平台、商家、外卖骑手、消费者。平
台之间在“卷”，希望“卷平台不卷商家，补用
户也补商家”；而对于外卖骑手来说，虽然单
量和单个订单的配送费都可能增加，但依然
要重视工作时长、防暑降温、行车安全等现实
问题。
市场需要竞争，但不可能一直处在大额

补贴战中。此前，美团CEO王兴曾表示，当
前行业正处于一种“内卷式”的补贴竞争中，
这种模式长期来看不可持续。最终，竞争应
回归商业基本面，对美团外卖和整体即时零
售业务的未来增长潜力持乐观态度。
商家拒绝“二选一”，也拒绝由商家来承

担大部分的补贴。兼职外卖骑手在各平台
之间“游走”，“跑哪个平台更合算，就在哪
个平台接单多一点”。消费者也应保持理
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最终还是会回到商
业本身的客观规律，就是“一分钱、一分
货”。消费者小王最近就遇到一个“教训”：
“花20.9元叫了一个牛腩牛杂mini煲，各种
补贴加起来是23元，好像我捡了一个大便
宜，但真正外卖送上门，牛腩、牛杂加起来不
超过10片，其余的都是萝卜和汤，商品本身
也就值20.9元。”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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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包车旅游途中坠崖落水，致2死5失踪；意大利
街头遭遇扒窃，钱包护照不翼而飞……随着暑期旅游旺季
来临，多起安全意外事件接连发生，为游客敲响了警钟。
昨日，记者走访沪上多家旅行社，业内人士结合案例提醒：
无论选择何种出行方式，“安全关”须贯穿始终。

自由行“熟人陷阱”
私车私导藏风险

中高考落幕，学生群体的自由行迅速升温。高三家长
刘女士的孩子与同学相约川西，从订高铁票、酒店到规划
路线全由学生自主完成，透着一股“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朝
气。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高考后多人出行的酒店订
单占比超七成，西北环线、海滨城市、美食之都成为热门之
选。然而，这种“说走就走”的自由背后，暗藏着不容忽视
的安全隐患。
“不少游客通过论坛、社交群联系‘熟人’推荐的私车、

私导，看似省钱方便，实则缺乏保障。”一位旅行社负责人介
绍，这类“散拼式”出行往往连正规合同都没有，不少司机是
外地临时接单，对当地路况一知半解，所用车辆更是未经合
规备案的非营运车。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或突发事故，游客
既难以取消已预订的酒店，又缺乏专业团队的应急支持，很
容易因“不想浪费行程”的心态冒险前行，将自己置于险境。
相比之下，旅行社的专业保障优势尤为明显：背后有

专人实时追踪目的地天气、路况，提前研判风险并制定应
对方案。“比如近日新疆独库公路突降暴雪，我们的安全团
队第一时间联动——有人紧盯当地气象预警，有人协调酒
店客房与备用车辆，一旦需要启动预案，既能及时规避危
险，又能最大程度保住游客的行程体验。”春秋旅游副总经
理周卫红建议，携带老人、儿童出行的家庭，不妨选择大型
旅行社的团队产品；即便是偏爱自由行的游客，也应通过
正规平台预订当地服务，确保交通、住宿等关键环节资质

可查、责任可溯，让自由行的“自由”有安全兜底。

出境游“丝滑”背后
防盗与合规是两大关

随着出境游政策持续放宽，日本、泰国等东南亚目的
地的自由行占比已超六成，自驾游也成为不少家庭深度探
索当地的选择。然而，在“丝滑”出行的便利背后，潜藏着
需要重新适应的安全规则与细节。
“罗马斗兽场周边、巴黎地铁里，针对中国游客的扒窃

案件近期明显增多。”深耕欧洲游多年的领队李小姐透露，
暑期是境外盗抢案件的高发期，部分游客习惯将护照、现
金随意放在随身包外侧，或是在景区拍照时随手放置物
品，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她建议，游客出境前可
备好“防盗套装”：重要证件扫描存档云端，随身携带复印
件应急；使用贴身防盗腰包收纳贵重物品，在人群密集处
避免暴露财物，不给小偷可乘之机。

如今，选择出境自驾游的游客越来越多，而提前吃透
当地法律法规是安全出行的前提。一位旅行社负责人提
醒，不同国家对驾照的要求差异显著：法国、德国等申根国
家明确规定，非欧盟驾照必须搭配官方认可的翻译件；亚
洲地区更显细致——日本仅承认国际驾照（IDP）或经认
证的日文翻译件，韩国则要求提供韩文翻译认证；北美地
区规则更具地域性：美国加州、纽约等热门旅游州，多数租
车公司需查看驾照翻译件，加拿大各省则相对统一，基本
要求英文或法文翻译认证件。

此外，境外交通规则与国内的差异也需格外留意：右
舵左行的驾驶习惯、环岛让行的优先级、停车标识的特殊
含义等，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建议提前登录当地交通部
门官网查阅指南，甚至通过模拟视频熟悉操作细节，避免
因“习惯性操作”引发意外，让自驾的乐趣不被风险干
扰。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暑期旅游，警惕“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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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台风“丹娜丝”的影响，

还是立竿见影的。最直观的感受，比起前两日的

酷热，今天的气温已经算低了——上午全市大部

分地区气温在30℃上下。不过，在户外走走还是
一身汗，体感并不舒服。

据悉，今晨5时前后，“丹娜丝”维持热带风暴
级别，预计白天它将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

浙江台州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靠近，并于今天下

午到夜间在上述沿海登陆。随着“丹娜丝”不断靠

近，今明浙江、福建、江西的风雨也将逐渐加强，局

地或遭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6时38分发布大风蓝色
预警信号：受台风“丹娜丝”外围环流影响，本市大

部地区将出现7-8级阵风，要注意防范大风对高空
作业、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随着副热带高压北抬，本周上海处于副热带

高压南部边缘。周中起偏东气流增强，申城云系

增多，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2-34℃之间。本周中后
期上海以多云天气为主，时不时会有阵雨来“打

扰”。出门可以带把晴雨伞，遮阳又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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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今晨的外滩云层

加厚，风力明显增大

杨建正 摄

▲

申城昨天

再现高颜值

水晶天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