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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天价雪糕”后，“冰淇淋重回5元时代”
登上热搜，这一市场谁是真正的赢家？

数家茅台冰淇淋门店暂停营业？
6月1日下午的北京某商场，前来逛街的消费者

熙熙攘攘，一楼一家网红面包店排起了长队，而旁边
同样“红过”的茅台冰淇淋旗舰店却空无一人，显得
十分冷清。

茅台冰淇淋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店内有
长期优惠活动，“买1杯冰淇淋赠1支冰棍，另外杯装
冰淇淋买3赠1，冰棍买2赠1。”

近日，茅台冰淇淋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原因却是
其线上小程序显示，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地的7
家门店暂停营业。记者致电多家门店，发现其门店
均正常营业。一名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线
下营业正常，只是线上无法正常下单。“具体什么时
候能恢复正常还不清楚。”

尽管“暂停营业”只是虚惊一场，但想靠冰淇淋
打入新生代内部的茅台，想要获得年轻人长久喜爱，
却并非易事。

冷饮店、便利店“天价雪糕”消失
“老板，有东北大板吗？”在北京一家新开不久的

冷饮批发店内，一位顾客进门便询问。
记者注意到，该店内十几个冰柜中，雪糕的批发

价格多在 5 元以下，部分高端品牌的产品价格在 5
元—10元之间，超过10元的雪糕则鲜有，最贵的则
是德芙冰淇淋，50g的雪糕单价15元，批发价也要12
元。

值得一提的是，自带东北印记的东北大板和中
街冰点占据了整整两个冰柜。一位女性正将一款

“老中街冰棍”装满购物篮。
批发店老板告诉记者，目前最受欢迎的是3元—

4元价位的中档雪糕，最畅销的单品则是来自中街冰
点的“老冰棍”。“老款的冰棍都卖得比较好，‘老冰棍’
批发价只要0.6元，不少人会批量购买。”

他表示，除经典产品外，一些老品牌推出的新口
味也颇受欢迎。“比如‘冰+’新出的霜脆冰莓，也有
很多人喜欢。”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多家便利店。曾经动辄十几
元、二十几元的冰棍如今已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则
是1.5元—3.5元价位的低价雪糕。其中，一家便利店
售卖的十几款雪糕中，只有两款价格突破了十元。

高端雪糕品牌纷纷折戟
从年销量 2.2 亿支到月销量几百支，从全国 20

个仓库到多地撤仓无法发货，曾经的网红雪糕钟
薛高运营难以为继，其他雪糕品牌也是“冰火两
重天”。

伊利财报显示，公司2023年冷饮业务营业收入
106.88 亿元，同比增长11.72%，成为国内市场上首个
营收突破百亿的冷饮品牌。蒙牛财报显示，公司
2023年冰淇淋收入为人民币60.263亿元，同比增长
约6.61%。

与此同时，一些走高端路线的雪糕品牌则近期
表现不佳。

和路雪母公司联合利华2024 年一季度财报显
示，其冰淇淋业务营收为18亿欧元（约合140.09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2.7%；基本销售额增长2.3%，销量
下滑0.9%，定价增长3.2%。其中，梦龙销售额跌幅为
低个位数，定价增长未能完全抵消销量下降的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冰淇淋企业的联合利华，如今将
冰淇淋业务视为包袱。今年3月，联合利华宣布拆
分冰淇淋业务。

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在财报中指出，在截
至2024年2月25日的九个月内，其国际净销售额增
长仅 3%，而这一成绩受召回哈根达斯问题产品影
响。2022年7月，哈根达斯冰激凌产品曾被检出一
级致癌物环氧乙烷，此后该公司宣布召回包括中国
在内的多国产品。

“天价雪糕”还会出现吗？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早在2021年，中国冰淇淋

行业市场就已达到1600亿元的规模。市场扩容也
给了品牌更多发展机会。近年来，飞鹤、认养一头牛
等国产品牌，玛氏、联合利华、明治等外资企业试水
或加码冷饮赛道。

那么，竞争愈加激烈的雪糕市场，“天价雪糕”还
可能会卷土重来吗？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记者表示，网红
雪糕之所以能走红，是因为新生代消费思维以及消
费行为的变化，以及对网红雪糕话题感和社交属性
的追求。

“国内的冰淇淋行业在近三年迎来了新一轮的
高速增长，呈现出高速创新、高速升级、高速迭代的
特点。长期看，网红类雪糕还是会层出不穷，但是从
网红到长红怎么做，这是个问题。”

他认为，今年整个冰淇淋行业的主流趋势是“掐
头去尾”：“也就是说，价格的两头在往中间靠拢，未
来超高端的冰淇淋基本没有太大的市场，主要定位
变为中高端产品。”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当前，我国网
购用户已超9亿人，越来越便捷的支付手
段让网络消费体验更加“丝滑”。但免密支
付、自动续费等方式在简化付款流程的同
时，也成为一些平台“套路”消费者的手段，
暗藏诱导消费陷阱。如何避免支付“便捷”
变“踩坑”？怎样才能织牢消费者权益保护
网？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免密隐患不容忽视免密隐患不容忽视

近期，消费者李女士在查看支付宝收
支明细时，发现一笔来路不明的自动扣
款，与客服沟通后得知，是因为点击了某
购物平台上的抽奖链接，跳转至第三方支
付平台后被自动扣款。未购买任何服务
却因免密支付“被消费”，李女士气不过，
投诉到中消协，追回了扣款。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案。5月，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免密支付、
自动扣款已成为诱导消费的主要元凶。一
些网络保险销售广告以低价或免费为诱
饵，诱导消费者购买或体验后连续自动扣
款；有的短视频平台推送离奇浮夸的“微短
剧”，以极低价格诱导观众观看并默认开通
免密支付，自动播放下一集并按集扣费。

截至5月末，在网络投诉平台“黑猫投
诉”的累积案例中，有近5万条投诉中包含
搜索词“免密支付”，涉及众多网络平台和
应用。大量投诉反映用户在不知情或未经
同意的情况下被“私自”开通免密支付，也
有用户在不知情时被免密扣款、盗刷。

留心套路小心留心套路小心““坑坑””

为推广免密支付、自动续费，不少网

站和商家花样百出，消费者要留心这些套
路，避免“踩坑”。

警惕默认勾选开通，以防扣款“悄无
声息”——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魏先生
最近查了下支付宝，意外发现自己居然与
打车平台、共享单车租车平台、停车服务
平台、电商平台等10多家机构，签约了免
密支付或自动扣款的服务。

专家提醒，一些网站或应用在支付页
面，常常自动勾选开通免密支付选项，并
用“0元下单”“极速付款”等模糊表述误导
客户，而相关免密支付提示字体小、颜色
浅，用户稍不留神就会“被同意”。

小心“价格刺客”，远离首月低价、次
月高价——

免密支付通常和自动续费绑定开通，
支付渠道可不验证会员账户密码、支付密
码、短信校验等信息，从用户绑定的账户
中直接扣划下一个周期的费用。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的留言中发
现，有网友用0.88元购买了某音乐类App
首月会员，并默认自动续费，次月被自动
扣款时才发现会员价格变成每月15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表示，相较于显眼的首月开通价格，自
动续费说明和次月价格往往不明显，稍
不注意极有可能忽视。不少消费者次
月按高价自动扣费时，才发现价格相差
较大。

切记逐个端口关闭，解除免密支付莫
嫌烦——

与简单几步便开通相比，免密支付的
解约相对复杂。个别平台或应用中，消费
者要想取消免密支付，还会被以询问关闭

理由、承诺持续改进等一再“挽留”，自动
续费更是一键开通、N键取消。

北京的庄女士告诉记者，她曾开通某
网盘包月会员，并立刻通过App关闭了自
动续费，可次月仍收到了扣费消息。联系
客服后得知，除了在App上取消续费，如
果通过苹果订阅渠道开通的，还需要在苹
果账号中退订；如果通过支付宝或微信购
买，则要到相应App中进行取消操作。

织牢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织牢消费者权益保护网

“是否使用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的决
定权在消费者，默认或诱导开通、设置小
字条款等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自
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刘俊海说，将
于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重点细化
了经营者义务，对自动续费等新领域新问
题作出了专门的规定，也有助于引导经营
者合法合规提供免密支付服务。

根据条例，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
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
前，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近日表示，
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消费可能会不
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优化网络
消费环境，更好维护广大网络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消费者提高警惕和加强自我保护也
很重要。专家表示，目前支持免密支付
的网站可设定单笔支付限额，银行和第
三方支付机构也能设置单笔、单日免密
支付限额，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
额度。

“刚进入 6 月，就能吃到几毛钱一斤
的西瓜了！”继榴莲、荔枝后，西瓜也迎来
了大降价。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6月4日，全国西
瓜批发均价为3.74元/公斤，较一个月前
降价超三成。

一个月降价超三成
“两周前 5 元一斤的西瓜，现在路边

只要1.5元。”最近，不少消费者感受到了
西瓜大降价。

6 月 4 日，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鲜
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看到，带籽甜王西瓜、
无籽甜王西瓜的批发价分别为0.6元/斤、
1元/斤，带籽麒麟瓜、无籽麒麟瓜的批发
价分别为 1.5 元/斤、1.8 元/斤，小吊瓜批
发价为1.7元/斤。

部分批发商也对外零售，比如批发价
1.8 元/斤的无籽麒麟瓜，零售时则为 2.5
元/斤；批发价0.6元/斤的带籽甜王西瓜，
零售价为0.8元/斤。

超市里的西瓜也在降价。6 月 4 日，
北京某连锁超市售卖的花瓜已降到 0.99
元/斤，红麒麟降到2.99元/斤。“最近西瓜
确实降了一些，像花瓜、麒麟瓜这些大瓜
降得比较多，小瓜降幅不明显。”该超市水
果区一销售人员说。

记者在该超市内看到，庞各庄西瓜、
小糖丸西瓜、甘美4K西瓜的价格仍较高，
分别为4.99元/斤、3.99元/斤、5.99元/斤。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4日-5月30日
当周，西瓜批发均价为4.50元/公斤，环比
上周4.91元/公斤降8.4%，同比降9.6%。

近几天，西瓜价格仍在继续下降。6
月4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
测的 46 个品种中，价格降幅最大的便是
西瓜，较前一日降3.9%。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6月4日，全国西
瓜批发均价为3.74元/公斤，较一个月前
的5.70元/公斤，跌34.39%。

还会继续降？
“4月中旬，西瓜陆续上市，那个时候

价格还行，进入5月份后，就开始下跌，几
乎一天一个价。”王女士从事西瓜批发生
意已经二十多年，她明显感觉到，相比往
年，今年的西瓜进入降价通道的时间更
早、降价幅度更大。

“比如我在地里 8 毛一斤收的瓜，还
没等拉回来，就降到 7 毛、6 毛甚至 5 毛
了。”王女士说，西瓜的大降价也影响到了
批发商的积极性，“有不少批发商都不愿
意去地里拉瓜了。”

今年的西瓜为何这么便宜？短时间
内集中上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各个产区的西瓜都在集中上
市，部分产区 2 月份气温偏低，导致大棚
西瓜开花和坐果期推迟，上市时间有所推
迟，由往年的4月中旬推迟到了4月下旬
甚至5月份，而5月份、6月份实际上是露
地西瓜集中上市的时候，山东、江苏、河南
等地的露地西瓜都在这个时候开始上市
了。大棚西瓜晚了，露地西瓜紧跟着就上
市了，所以现在市场上的西瓜供应量整体
是比较大的。”农业农村部市场分析预警
团队水果品种首席分析师赵俊晔对记者
表示。

赵俊晔称，去年西瓜价格相对较高，
预计今年西瓜的种植面积可能比去年有
所扩大，西瓜产量增多，也对其市场价格
造成了一定影响。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当被问及今年西
瓜大幅降价的原因时，多位西瓜批发商也
均提到了“瓜多”。

西瓜的价格还会继续降吗？
“按照往年的季节性波动，西瓜的价格

还是会继续下降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部分大型西瓜，比如甜王，产地价格已经很
低了，有的产地一斤都降到了5毛、3毛，这
个价格基本上已经是成本价了。后期产地
采购价格的下降空间有限，零售端的价格
预计近期还会持续回落。”赵俊晔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
果分析师侯煜庐也提到，接下来国内水果
整体还会处于降价的状态，“根据往年，夏
季时令水果的季节性下跌可能会持续到8
月份左右。”

侯煜庐向记者介绍，西瓜的价格与批
次、产地以及本身的品质有关。“如果同一
个产地集中大量上市的话，价格的确会较
快下跌，但像一些优质产地，比如江苏等
地，西瓜价格仍然会相对高一些。整体来
看，优质西瓜、新品种西瓜仍保持一个较
高的价格，而像甜王等传统西瓜品种，因
为近期上市量较大，价格跌得也就比较
快。”侯煜庐表示。 本报综合消息

“天价雪糕”消失，谁是真正的赢家？

西瓜价格大跳水，还得继续跌？

免密支付存隐患 谨防“便捷”变“踩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