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 有 改 掉 不
良生活方式，
将健康、文明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的 点 点 滴
滴，我们才能
更 好 地 拥 抱
美好生活。

商 家 有 涨 价
的理由，消费
者 也 有 拒 绝
的 自 由 。 没
人捧场，再高
的 价 格 它 也
挂不住，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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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涨价的事，继海底捞后，西贝也道歉了。

4 月 11 日，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发文承认

该公司确实涨价了，并宣布，所有涨价的外卖、堂

食菜品价格恢复到 2020 年 1 月 26 日门店停业前

的标准。随后西贝筱面村官微也转发贾国龙的文

章称“对不起大家了”。这几乎就是海底捞故事的

一次重复。

海底捞和西贝都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餐饮企

业，也深受市民喜爱。这一点从本次涨价引起的

反弹也看得出来，爱之深责之切，所以才有这先涨

后道歉的波折。

从人性角度看，作为消费者，都是希望东西要

好，价格要便宜，服务要周到。而作为商家，要考

虑的因素就比较多了，不涨价，成本上去了自己受

不了，涨吧，怕消费者受不了，处于两难之中。

对企业来说，涨价当然是改善经营状况最直接

有效的办法，但涨价任何时候都是把双刃剑，搞不好

就会伤及自己，是需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的事，

不能草率行事。所以，别以为这个决定很好下。

价格动态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有时向上，有时向下，总是游离在成本与合理的利

润率附近，徘徊在社会供需平衡线上。

需要警惕的不是涨价，而是有没有违法行为，

比如有没有市场垄断行为，有没有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有没有订立价格攻守同盟等。本次海底捞

和西贝的调价，显然没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什么违

法之处。

餐饮行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并

不存在所谓的垄断行为，对于涨价，消费者完全可

以用脚来投票。既然这样，不妨交给市场来决

定。市场始终是最有效的调节方式，相信市场的

力量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商家有涨价的理由，消

费者也有拒绝的自由。没人捧场，再高的价格它

也挂不住，是不是？

今年因为有疫情的影响，情况比较特殊，餐饮

行业是此次疫情影响的重灾区，生意停摆，员工工

资、场地租金照付，包括海底捞在内的餐饮企业损

失惨重。据券商此前发布的研报，疫情导致海底

捞 2020 年的营收损失约 50.4 亿元，归母公司净利

润损失约为5.8亿元。此前，贾国龙在一次采访中

透露，疫情致西贝2万多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

只能撑 3 月，可见形势之艰难。但贾反复强调员

工不能裁减，要想办法自救，这体现了一个企业家

的社会担当，赢得了公众的掌声。

客观地说，很多餐饮企业面临的已经不是盈

利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企业处境艰难，不要

动不动搞道德绑架，动不动架在火上烤，多点理解

宽容吧。

餐饮该不该涨价，还是用脚投票好

疫 情 终 会 散
去，困难也将
过去，但在当
下，还需要大
家共克时艰，
一 起 渡 过 难
关。

据经济日报报道，4 月 10 日，广东省 33 个餐

饮协会联名向某外卖平台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交

涉函，要求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垄断条款，降低

或减免整个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

服务佣金 5%或以上等。潜在的行业矛盾浮出水

面，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份交涉函中，广东省餐饮协会提出，该

外卖平台在广东餐饮外卖的市场份额高达 60%

至 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

位。同时，该外卖平台涉嫌实施垄断定价，持续

大幅提升扣点比例，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

达 26%。

从内容来看，这份交涉函的确“来者不善”。

33 个餐饮协会联合具名，搬出了《反垄断法》，大

有商量不成就“逼宫”的架势。不过，在这“气势汹

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餐饮行业的弱势与无

奈。但凡有议价的能力和资本，也就不会发生上

述一幕。

一场疫情，给餐饮行业带来了巨大损失。许

多地区线下经营被按下暂停键，即便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好转，堂食逐步恢复，生意也远远没有恢复

到以前水平，于是，依靠外卖平台进行线上经营，

成了诸多餐饮商家的重要收入来源。线上外卖的

流量入口掌握在外卖平台的手中，等于掐住了餐

饮企业的命门。

事实上，这并非餐饮行业协会首次向外卖平

台“发难”。在此之前，已有重庆、四川南充市、云

南、山东等多地餐饮协会发文，直指一些外卖平台

高佣金、涉嫌垄断经营等问题，并要求外卖平台对

餐饮给予一定的扶持措施。

餐饮业是重点民生行业，也是受疫情影响的

重点行业。对于它们的实际困难，我们表示理解

并同情，更希望这些餐饮企业能够得到外卖平台

的实质性帮助。

不过，上述“指控”和要求是否合理，要审慎看

待。外卖平台是否涉嫌垄断经营，涉及比较复杂

的法律和市场问题，需要有关监管部门跟进调查，

从而给出详细而准确的结论。

在此之前，外卖平台要不要对餐饮企业进行

帮扶，要不要满足其提出的取消“独家合作限制”、

降低或减免外卖服务佣金等要求，属可协商范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不管是出于自身经营的

前景，还是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应该正视餐饮

协会的“发难”——在疫情的冲击之下，餐饮企业

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事实上，各地已经有不少帮扶餐饮企业的举

措，比如许多商场业主主动减免租金，助力餐饮企

业渡过难关。

外卖平台也未尝不能把眼光放得更远，取消

“独家合作限制”，以便餐企承接来自更多平台的

外卖订单，促进餐企开源脱困。

说到底，平台和商户之间是共生共赢的关系，

商户需要借助平台的流量，平台又何尝不需要广

大商户共建繁荣生态？“竭泽而渔”，平台也难以有

更长远的未来。

疫情终会散去，困难也将过去，但在当下，还

需要大家共克时艰，一起渡过难关。

艰难时刻，理应共克时艰

近日，上海市“影响市民健康的不良生活方

式”社会调查结果出炉。一般人群的常见不良

生活方式中，排名前三分别是：“久坐不动，缺乏

体育锻炼”，占 82%；“常吃油炸、烧烤和烟熏食

品”，占 79%；“三餐不规律，经常不吃早餐或深夜

餐食”，占 78%。同时，“久坐不动”也是职业人群

“生活方式病”的“第一名”。（见 4 月 13 日澎湃新

闻）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现代社会，公众的生

活方式渐趋多元化；虽然生活方式是一种私人事

务，但不良的生活方式却有一定的趋同性，从而导

致健康管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不良生

活方式排行榜”犹如一面镜子，提醒和警示人们要

引以为戒，认识到不良生活方式的危害性，从而进

行调适和改变。

那些“久坐不动，缺乏体育锻炼”的人们，既有

工作辛苦、压力大的因素，也和自身漠视健康密不

可分。“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玩起来次要”，追

求健康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些人为自己漠视

健康找到了种种理由和借口。当健康被过度挥

霍，早晚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无意识”付出代价。

深受“快餐文化”影响的青少年，有不少人喜

欢吃油炸、烧烤食品；常喝含糖饮料、常吃外卖、零

食点心替代正餐等不良饮食习惯也会增加肥胖、

胃肠道炎症等问题。一些“口味重”的老年人为了

节约，经常吃腌制食品和储存不当的隔夜饭菜，也

会增加多种疾病风险。说到底，维持营养均衡很

重要，过冷过热、畸轻畸重都可能出现问题。以人

们习以为常的“乘热吃”为例，有时候也会损害食

道黏膜。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世界卫

生组织发现，影响健康因素中，生物学因素占

15%、环境影响占 17%、行为和生活方式占 60%、

医疗服务仅占 8%。一些年轻人自诩“身体倍棒，

吃嘛嘛香”，经常不吃早餐，习惯了“深夜食堂”，

三 餐 和 作 息 都 不 规 律 ，有 时 候 还“ 报 复 性 熬

夜”⋯⋯不良生活方式种下的“恶果”，他们早晚

会体验到。

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塑造自我认同和社

会认同的过程。对于人们来说，要改变不良的生

活方式，关键是要实现“意义之网”的重塑与更

新——获得健康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个人

健康管理最日常也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培养健

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懂得自律

和自制，那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人们，会从中受

益匪浅。

建设“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合

理膳食、科学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只有

提升每个人的健康素养，塑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健康中国”才会更有社会基础。只有改掉不

良生活方式，将健康、文明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美好生活。

用自律自制拥抱美好生活用自律自制拥抱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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