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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摊位：
炸淀粉肠销量骤减，摊主边吃边吆喝

3月19日傍晚，记者来到了三江夜市，见
到了网红摊主阿皮，他正在摊位前贴上一份淀
粉肠厂家的《食品安全声明书》。记者和他聊
了十多分钟，只有一位顾客前来买淀粉肠。“以
前就喜欢阿皮家的炸淀粉肠，三江夜市的老牌
子，还是信得过的。”

阿皮很多年前就来到南京打拼，在三江夜
市还没有形成规模时，他就以“阿皮”为招牌在
三江学院门口摆摊了，至今卖了六七年炸淀粉
肠。记者看到，阿皮为了招揽顾客，右手炸着
年糕，左手举着炸淀粉肠，嘴里还吃着炸淀粉
肠，等把炸淀粉肠咽到肚子后还会吆喝一声：

“好吃的炸淀粉肠，大家放心吃！”
阿皮告诉记者，最近夜市里炸淀粉肠的销

量大幅度下滑，之前大家都是排队买，一晚能
卖三百多根，最高时可以卖五六百根，“我们现
在年糕卖得很好，但淀粉肠一晚只能卖几十
根。”阿皮的炸淀粉肠原本卖4元一根，但为了
吸引顾客购买，现在10元卖3根。不过记者看
到他营业半小时才卖了两根炸淀粉肠，而去年
半小时可以卖几十根。

阿皮坦言，接下来还会继续卖炸淀粉肠，
“顾客害怕，我也理解，我看了视频后也挺害怕
的。个别小作坊生产的淀粉肠有不好的东西，
但我卖的是大公司生产的。大家可以放心吃
我们家的炸淀粉肠，公司有各种质检报告，网
上也有生产车间的直播画面，我自己也都在
吃。”

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到大就爱
吃炸淀粉肠，他觉得媒体的报道对自己没有太
大影响，“这次曝光出来的厂商应该还是个别
现象，总的来说国家还是越来越重视食品安
全。”

直播间：
公司董事长现场吃肠，“老客户还在正常

拿货”

3月18日，山东夫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红伟在抖音平台上做直播，现场吃自己公司
生产的淀粉肠，引起人们的关注。

夫宇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公司从
2002年开始生产淀粉肠，新车间5年前投入使
用，产品销量一直很好，客户来自全国各地。
工作人员表示，夫宇的淀粉肠使用的都是去过
骨的鸡胸肉，“发来的原料就不带骨头。”淀粉
肠成为热点后，当地政府到夫宇公司做突击检
查，平时也有抽检，都没有发现问题。

夫宇公司完全没有想到淀粉肠会在“3·
15”晚会后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央视‘3·15’晚
会根本没有提到淀粉肠，我们现在也不明白为
什么会这样。”

为了让消费者了解公司的产品，夫宇董事
长朱红伟18日在抖音做了直播，现场吃自己
公司的产品。“董事长直播吃淀粉肠也是做一
个表率，以前公司从来没有做过直播。当天直
播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车间的环境，因为我
们的工厂比较大，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在车间里

直播，所以里面的信号不好，画面有点卡，下播
后一直在紧急安装网络设备。”

除了在网上做直播，该公司领导这几天一
直在开会，研究解决问题，对社会舆论进行积
极回应。“客户所担忧的问题。我们领导也都
考虑到了，表示如果他们受舆论影响销售不掉
的话，我们愿意接受退货，包括运费也承担，必
须要有这种担当。”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夫宇的车间在正常生
产，虽然有些销售终端的摆摊客户有点恐慌，
有一些退货，“不过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老客
户还在正常拿货，对我们都有信心，我们对未
来也有信心。”

平台：
网店标注不含鸡骨泥，大量询问影响正常

经营

记者在网购平台上看到，搜索淀粉肠可以
看到相关商品数千件，多数以“网红小吃”“路
边烧烤摊的味道”来宣传，价格每十根在7至
10元不等，有不少顾客称，购买是为了摆摊进
货。

在一家销售过万件的网店内，记者看到，
商品的讨论区内不少顾客前来询问，有顾客表
示担忧，也有人留言已经退货。一些商品在图
片上直接标注了“不含鸡骨泥”，有的商家则在
显著位置贴出了供货品牌方的食品安全声明，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测报告，以证明产品质
量并无问题。不过，评论中仍有大量负面声
音，有顾客评论“刚买了没吃几根就被曝光，难
以下咽了。”更有人“拱火”让别的顾客退款。

一位商家告诉记者，自3月15日以来，确
实有大量顾客询问此款淀粉肠的成分。“这一
阵子网店询问的人非常多，确实影响了我们的
正常经营。”另一位商家则表示，很多顾客要求
拍配料表给他们看，也产生了相当一部分退
货。“有的人直接来问，淀粉肠是不是鸡骨泥做
的，我们也比较无奈，卖了这么多年都是正常
经营，产品也是合格的，这次风波确实造成了
不小的影响，其实大部分产品都和鸡骨泥没有
关系。”

业内人士：
应尽快立标准

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于学荣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淀粉肠是火遍全国的“网红
小吃”，很多年前就有了。需要理性看待的是，
市场有不良商家，但是合规生产、加工的厂家
也有很多，它们没有使用骨泥等，符合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由于没有国家标准，仅从口感，
普通消费者很难去分辨原料有无问题，此事便
容易引发大众恐慌，如此发展下去淀粉肠行业
可能将迎来“一刀切”，淀粉肠这个产品或许会
消失。

“淀粉肠没有专门国标，个别商家为了
降低成本，用不合规的原料掺假。”于学荣呼
吁，淀粉肠行业应该尽快出台国家标准，分
别针对鸡肉肠、猪肉肠、牛肉肠等不同肉类
肠产品给出具体规定。同时，行业协会要树
立一批示范型企业，并公布名单，让消费者
放心选购。此外，行业协会也要引导企业加
强自律，老老实实地使用合规配料。长远
看，要尽快明确淀粉肠标准，让行业走上良
性发展轨道，淀粉肠才能重新回归街头美食
小摊。

记者查阅到一份关于淀粉肠的地方标
准，由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09 年发
布。该标准中定义淀粉肠为以食用淀粉、畜
禽产品为主要原料，绞切、配料、灌入肠衣，熏
蒸、冷却加工，淀粉含量大于 10%，蛋白质含
量不低于 5%。据报道，日前，曾起草制定了

《火腿肠质量通则》国家标准的全国肉禽蛋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表示，将再次召开会
议讨论是否需要制定相应的淀粉肠国家标准
来规范市场，一旦作出决定，将会向公众公
布。

本报综合消息

“风暴”中的淀粉肠还能放心吃吗？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风靡街头的小吃淀粉肠内含有鸡骨泥成

分，由此引发公众对淀粉肠的食品安全关切。淀粉肠一夜“塌房”，
消费者不禁要问，这种小吃还能不能吃，如何判断成分是否合乎标
准。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知名厂商已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发声，证
明自己的产品不含鸡骨泥，质量经得住检验。

多家车企加入降价大潮
价格“内卷”原因何在？

近日，多家车企接连宣布降价或限时优惠，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纷纷打起了价格战。业内人士认为，价格战短期内利好有购车需求
的消费者。不过，如果持续下去可能潜藏危机，带来不少问题，不利
于汽车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多家车企加入降价大潮多家车企加入降价大潮

今年 2 月，比亚迪率先推倒了降
价的首张多米诺骨牌，国产新能源汽
车混动车型价格首次下探至 7 万元
区间。随后五菱汽车、上汽大众、日
产、奇瑞、吉利等纷纷加入降价大潮，
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力图抢占市场份
额。

记者发现，这场价格战不仅仅是
简单的降价，更是通过增配减价、现
金折扣等多种方式来吸引消费者。3
月 6 日，长安启源 A07 真香版上市。
C 级中大型纯电轿车、最长续航 710
公里 ，还配有 8155 芯片 ，以及电吸
门、超高清中控屏等配置，起售价仅
为 13.59 万元。吉利汽车拿出 20 亿元
补贴应战，奇瑞集团推出“百亿补贴
置换季”等。

记者采访发现，从去年开始，汽车
价格战就已经打响。全国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终端调研数据显示，今年1
月 初 乘 用 车 总 体 市 场 折 扣 率 约 为
20.4%。2 月恰逢春节和元宵节，众多
车企为了在假期中进一步刺激消费，
价格战进一步升级。到了3月，汽车价
格战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

价格价格““内卷内卷””原因何在原因何在？？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造车成本的
相对降低是此次多家车企降价，尤其
是新能源汽车普遍降价的原因之一。
据了解，目前碳酸锂价格已从 2022 年
底的近60万元/吨降到10万元/吨，而
碳酸锂价格每下降10万元/吨，每千瓦
时电可减少50元的成本。在新能源汽
车成本下降、实行价格战的时候，燃油
车也只能依赖于优惠的价格来持续吸
引客户，加入价格战。

另一方面，业内人士称，随着市场
高速发展带来的规模效应，产品有了
更多的利润空间和降价空间。市场规
模决定了成本和企业生存状态，多数
厂商会选择优先保住市场份额，造成
价格竞争进一步加剧。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
士华看来，价格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
内汽车市场供给过剩、需求增长相对
放缓的矛盾相关。随着2024年新车大

量上市，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趋势在
短期内难以改变。

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随着新能源车渗透率快速提升，传统
燃油车市场规模逐步缩小，庞大的传
统产能与逐步萎缩的燃油车市场矛盾
势必引发激烈的价格战。

价格战还会持续多久价格战还会持续多久？？

业内人士认为，汽车价格的下降
可以刺激需求，从而短期内增加车企
的销售额和收入。但如果持续很久，
将对整个行业不利。由于产品高度同
质化，加上目前内需相对乏力，汽车行
业竞争将会非常激烈，价格战或将持
续到今年底。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预测，2024 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将增
长 3%，这一增幅远远低于上一年的
12%。

普遍降价对于有购车意愿的消费
者来说明显是好事。然而，愈演愈烈
的价格战，可能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心
态。“我现在就是观望的态度，看还能
降到什么程度。”打算最近购新车的北
京市民吴涵告诉记者。

汽车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价格战
还可能迫使汽车制造商专注于削减成
本而不是加大创新。厂商可能不专注
于投资研发方面，只专注于维持有竞
争力的价格，导致行业缺乏技术进
步。“价格战持续的话，消费者信任度
可能出现下降，特别是对汽车或品牌
的整体安全性失去信心，因为他们害
怕企业通过使用更便宜的材料或降低
制造过程的质量来削减成本。”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
快、规模大，但全行业都面临盈利难的
问题。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任
安庆衡称，目前新能源汽车中只有特
斯拉、比亚迪、理想和埃安4家盈利，大
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亏损。“价格
战如果持续，盈利状况显然会受到进
一步影响。”

陈士华认为，产品价格适度下调
固然有利于激发居民消费需求，但采
取简单的价格竞争策略并不是理性行
为，不利于产业长期发展。“企业应当
在技术、质量和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切
实提高产品的品牌力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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