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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餐饮业紧跟步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

过外卖平台来订餐，外卖食品与公众生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外卖的食品安全

问题逐渐凸显，使消费者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外卖餐

饮市场上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手段，逐渐被公众关注。2015 年 1 月，《关

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文件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

工作进行指导，外卖行业也被纳入到首批试点行业中，在该保险中，商家的食品

安全风险被转移到保险公司，受害者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经济补偿。外卖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的良好发展，对于解决外卖市场上食品安全问题、保障外卖行业健康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根据目前外卖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出该险种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然后选取外卖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开展过程中的典型案例：“饿了么”平台与中国太保合推的外卖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食无忧”，总结出有利于应对该险种发展所面临挑战的做

法以及不足之处。随后对国外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出对

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启示。

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确定强制投保模式、优化理赔服务、

完善保险条款、加强核保承保工作、加强产品创新、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

善食品安全信息交流机制。希望可以为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更好地开展外卖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提供参考、促进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得到良好解决，从而保障外卖行

业健康发展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外卖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 问题研究 “食无忧”产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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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online catering

industry keeps up with the pace. Now,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in to

order meals through the takeout platform, and takeout food is increasingly

close to public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of takeout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causing damage to consumers' lives and

property.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food safety risks in the takeout

catering market,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In January 2015, the guidance on the pilot work

of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was issued. The document guides the

pilot work of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takeout industry was

also included in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industries. In this insurance, the

food safety risk of merchants was transferred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 victims can get economic compensation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in the

takeout market,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akeout industry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 using the methods of case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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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development of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 Then select

a typical c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ELEME" platform and China Pacific Insurance jointly

promote the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product "Food

worry-free", and summarize the practices and deficiencies conducive to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n it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carrying 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targete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determine the compulsory insurance mode, optimize the

claim settlement service, improve the insurance terms, strengthen the

underwriting work, strengthen product innovation,improve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improve the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 It is hoped that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akeout platforms to better carry out takeout food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promote the good solution of takeout food safety

problems, so as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akeout industry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Keywords:Food safety of takeout;Liability insurance;Resear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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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Product case of "Food worry-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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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9 年，外卖平台开始在国内兴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依托于网络订餐

的外卖行业迅速发展，使外卖成为了人们继做饭和堂食之后的第三种日常饮食方

式。但由于消费者与商家无接触，对外卖食品的生产制作过程无法了解，外卖的

食品安全问题也逐渐产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利于外卖行业

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由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涉及范围巨大，政府应积极采取

措施应对，解决外卖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外卖行业的健

康发展，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为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2015 年 1 月，《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文件中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进行了指导，并

鼓励食品企业积极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外卖行业也被纳入到首批试点行业中。

同年 4月，国内某些外卖平台开始推行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平台与财险公司

合作推出相关产品，并鼓励本平台的商家进行投保，外卖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得

到初步解决。

随后的几年中，国家多次出台关于外卖行业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文件，对平台和监管部门提出了工作要求，并多次鼓励食品商家购买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外卖平台和与其合作的财险公司也对相关产品进行不断的更新优化，在

解决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同时，推动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虽然外卖行业在不断推广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但实际上，该险种相比较

与传统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加上该险种起步较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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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国内关于它的研究也起步较晚，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前辈们

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在研究中注重外卖平台在该险种中

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应产品的实施情况，在现有相关的研究体系中丰富了研究内容，

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1.2.2 实践意义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有效转移外卖食品安全风险和事故预防的能力

以及提高外卖商家预防风险的意识，提高外卖食品安全事故对消费者损失的经济

补偿，有助于外卖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实践方面，虽然外卖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已经在一些外卖平台上进行，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对

称，产品种类数量较少，使其发展受阻，不利于解决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本文以

“食无忧”为例，分析了该产品的实施现状和成效，并总结出不足之处，结合相

关理论与国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有助于外卖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解决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本论

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Fred Gale（2008）认为，中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逐渐重

视食品安全问题，对食品行业制定的条件也逐渐严格，然而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

严格程度还是比较低。不仅如此，餐饮用户们不太能接受相关企业为了减少食品

安全事故而采取的做法，因为这会使经营成本上升从而需要用户支付更多费用。

Cogan（2016）对 12.8万名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几乎有三千多人的死因

为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能够引起很多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每年因食源性疾

病引起的成本约为 777 亿美元，这一笔支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总支出占据约

百分之七的比重。

在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上，Loureiro M.L(2008)表示食品安全监管存

在很多不足之处，导致很难进行食品安全分析，从而不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问题研究——以“饿了

么”平台“食无忧”产品为例

3

Waimea(2011)提出美国的法治体系健全程度有待提升，这使得餐饮公司不愿意重

视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容易发生频繁的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维权产生不良影

响。

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面，Caswell, J.A(1991)曾研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的益处，并提出该险种具有的几种功能，促进餐饮店铺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并提

高其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能够减少饮食风险，对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Akerlof (1970)，Ｒ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早就对逆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这是源于市场中的信息不

对称; H lmstrom(1979)，Shavell(1979)探讨了道德风险行为。Michael(2006)认为保

险容易受到道德风险的影响。只要通过计算索赔数据和经验费用增加保费，或者

增加续约和条款开发限制，就可以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1.2.2 国内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相对滞后，探索其发展滞后的原因非常重

要，对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娄永飞(2016)

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治建设、监管体系需要完善，同时产品较少，影响了

该险种的进一步推行。李倩倩(2011)表示，餐饮用户以及商家群体中存在缺乏保

险意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张瑞

刚（2019）认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发展不健全影响了该险种的发展，并提出

应从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企业认知度、强化监管、实行强制投保、浮动费率制

度、信息共享五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在发展模式上，当今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确切的规定，从长期来看，发

展模式对险种的推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界对此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原也

(2015)分析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推行的必要性。李婧媛(2012)提出，“强制

+自愿”模式值得考虑，这种模式是“政策+商业”的结合，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政

府具有较强号召力的优势。曹斯蔚（2021）提出强制投保模式分类瞄准，重点对

产业链条靠后企业进行强制投保。

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承保问题上，前辈们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李新天

(2012)认为，首先要采取“强制+自愿”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各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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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保人进行分类，比如所有的儿童食品企业应该投保，成为投保人。李芳和王

煜(2015)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找到了一种低消耗的承保方法，即在已有注册登记

准入制度的食品商家中选择投保人。

保险产品的费率决定了产品在未来能否盈利，科学的费率可以使其健康发展。

国内学者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费率的制定各抒己见。肖振宇、唐汇龙(2013)认为，

食品制造商所面临的的食品安全风险值得被重视，并且应该实行浮动费率制。李

华(2012)认为，费率制定应该考虑五个因素，一是食品特点和风险程度;二是生

产水平和质量控制水平;三是食品销售额;四是食品市场范围;五是食品厂商过去

的事故记录。

外卖食品安全方面，张源（2015）提出，下单的用户和外卖店铺之间存在信

息不对称，用户们没有渠道来接触相应店铺的食品制作，更不能亲自去看，唯一

的办法是通过外卖的外观和味道来猜测，所以，在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上，外卖

平台需要格外重视。还有入驻到平台店铺数量过多，平台审核质量不高等情况，

同样会导致外卖食品安全事故的增加。李佳洁（2018）认为导致外卖食品安全问

题的原因有多种：外卖平台对于入驻店铺的审核质量有待提升，因此要尽可能避

免外卖店铺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况；目前国内的相关法律政策不多，在对网络餐饮

的监管中存在“灰色地带”。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面。蔡桥桥、陈敏（2018）分析了目前外卖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该险种产品存在不足，另一方面该险种

的普及宣传工作还不到位。孙宏涛,朱星羽（2016）提出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应该采用强制投保模式，并分析了实行该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引入外卖食品

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力手段，也有利于外卖平台的发展。

目前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压力较大，可通过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来进行一定程度

的缓解。

1.2.3 文献评析

综上所述，目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关研究较为充足：从相关产品设计（费

率厘定和承保原则）到发展模式再到相关制度的研究都有较多成果。由于网络餐

饮行业发展不久，针对外卖行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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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量和强制性投保模式的研究上，对具体的产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借鉴前

辈们已有的成果、结合行业特点，用于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分析，总

结出有利于该险种发展的措施和不足之处，并结合国际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经验，提出有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合理建议。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在阐述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上，关注“饿了么”

平台与财险公司合作推出的“食无忧”产品，通过对该产品投保情况、理赔情况、

保险条款、核保承保工作和风险管控的现状分析，结合外卖平台在“食无忧”产

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出有利于应对该险种发展中所面临挑战的做法和不

足之处。随后总结了美国、欧盟、日本在该险种发展模式的做法和可借鉴之处。

基于上述研究，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 6个章节：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

行综述；介绍本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介绍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作为本文的研

究基础。

第三章分析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并得出外卖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第四章选取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中的典型案例：“食无忧”产品，

对产品在运行中的投保情况、理赔情况、保险条款、核保承保、风险防控共五个

方面作出详细分析，归纳出有利于应对该险种发展中所面临挑战的做法以及不足

之处。

第五章对美国、欧盟、日本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并总结

出对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启示。

第六章根据前文分析，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以便促进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的发展，更好地服务外卖行业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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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法：为了更好发展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本文选取了外卖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发展中的典型案例：“食无忧”产品，对产品在运行中的投保情况、

理赔情况、保险条款、核保承保、风险防控共五个方面作出详细分析，归纳出有

利于应对该险种发展中所面临挑战的做法以及不足之处。

文献资料法：本文采用多个渠道如书籍阅读及资料查找，对关于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的文献进行学习，然后认真分析了该险种在网络餐饮行业中的推行情况、

在相关法律政策中进行考证，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比较分析法：本文通过对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的措施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前文案例中分析出的不足之处，总结出适合我国外

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启示。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创新之处：当前，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研究多集中于传统食品行业，本

文选取了网络餐饮这一特定行业，因此，本文在研究对象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

新；此外，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多数学者把研究重心放

在其发展模式及产品数量上，本文的核心在于分析“食无忧”产品在面临外卖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挑战与机遇时，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并总结出其中的不

足之处，以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因此，本文在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程度创

新。

不足之处：目前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起步较晚，本文在进行研究时，

能够获取的产品数据信息比较有限，研究数据可能会与真实市场情况存在一些偏

差，导致本文所提出的发展建议在适用性上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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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2.1 相关概念

2.1.1 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当被保险人应对第三者承担该有的经济补

偿义务时，保险人会进行承担。其中有三个要点：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

人所受到的民事赔偿责任；保单中约定赔偿限额；责任保险保的是过失行为，并

且对第三者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失，非过失行为导致的赔偿义务不在保险范围内。

责任保险在承保形式上不唯一：首先可以是附加险，比如汽车保险中的车载货物

掉落责任险等。其次也可以当做主险单独承保。责任保险共有三大类，除了较为

常见的公众责任保险以外，还有产品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两种形式。作为本

文的研究对象，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属于产品责任保险的一个特殊险种。

责任保险和其他类型的保险有共同的特点，都有风险分散机制。这种风险分

散机制是基于以保险人作为中心和大量被保险人根据互助原则所产生的。这类保

险本质上是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机制也是被保险人之间损失再分配的体现。

2.1.2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若用户遭遇食品安全事故，该险种可以对

其提供经济补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引》指出该险种是一种广泛应

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管理的管理机制。《指导意见》中的定义为“为以

被保险人对因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存在缺陷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依

法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包含餐饮商家由于工作的疏忽，使

得在食品的制造、加工和包装过程中出现不可食用的异物或食品变质而造成食品

安全事故的一种保险；消费者可以据此提出索赔申请，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核实

赔偿后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出现除外责任条

款中规定的情况所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一般民事责任案件中，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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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食品安全事故时，应当遵守保险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险公司应当按

照保单的约定赔偿第三者而不是相关商家。由于食品商家面临赔偿风险，一旦遇

到严重事件，可能会无力赔偿，保险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保障了受害者获得

补偿的权利。

2.1.3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及功能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属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食责险”在外卖行业中

的推广，但和传统“食责险”存在一些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这一类保险产品由

保险公司、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外卖平台）、外卖商家、消费者四大主体

参与，即比传统的食品安全责任险多了一个主体：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平

台在该险种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和传统“食责险”具有的功能存在某些差异，但大致

相同：

首先，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它涉及保险公司、

外卖平台、外卖店铺、外卖用户共四方主体的利益。保险公司负责产品的研发和

经营，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可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形象；外卖

平台鼓励所驻商家进行投保，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本平台的顺利运行可以提

升平台形象和竞争力，吸引更多商家入驻，带来经济效益；外卖商家投保外卖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食品安全风险可以得到有效转移，也可以提升其店铺声誉；外

卖食品安全责任的发展可以维护外卖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使四方受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稳。

其次，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经济助推器”功能。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发

达，如果发生外卖食品安全事故，将立即在互联网扩散，因此，外卖食品商家可

以说是在时刻被关注着。若外卖食品商家遭遇食品安全事故，首先要对消费者进

行索赔，因此承受经济上的损失，然后在互联网的扩散下，声誉受损后果非常严

重，商家恐怕还会背上债务，可是如果食品外卖商家购买该保险，就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这种事件。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外卖商家的好处在于：在保障范

围内一旦出险，保险公司会和消费者协商理赔事宜，能够有效缓解投保商家经营

压力，同时避免商家和消费者的矛盾加剧，从而减轻外卖商家声誉因事故而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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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帮助商家在竞争激烈的食品行业中保证稳定的经营状态中

作用显著。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使外卖食品行业健康发展、负责运行的公司获

得经济利益。因此，该险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最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消费者保护伞”的功能。很多消费者在遭

遇外卖食品安全事故时会进行维权，一般首先联系外卖店铺，然后到相关政府机

构进行维权，可如果事情非常重大，造成损失巨大，也会为政府带来一定的经济

压力。此外，当前社会环境下，受害者的维权过程依然比较艰难。此时，外卖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发挥作用，帮助受害者维权，使其得到经济补偿。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公益性理论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征。因为若发生重大事故，造成的负

面影响很大，而且影响范围很广，甚至会损害许多人的生命健康，从而使社会稳

定和谐受到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严重的食品安全事

故往往伴随着巨额的民事责任赔偿，相关企业或商家会面临巨大的赔偿压力，如

果相关企业或商家经济水平有限，通常无法负担这种巨额赔偿，从而面临倒闭的

结局。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相关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受到严重损害后却领取

不到合法合理的经济补偿，这种事件不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由于该险种具有风险

分担的功能，若企业或商家购买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他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

就会分散到整个餐饮行业，如果发生了严重食品安全事件，也不会对被保险人造

成致命打击，避免破产。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将由保险公司解决，

为相关受害者提供合理合法的经济补偿。可以保障食品商家的可持续发展，从而

为食品行业提供风险保障，对社会安稳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这为本文要进一步发展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解决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保

障外卖行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目的提供理论支撑。

2.2.2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合同特定性理论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合同有其特殊之处：由于该险种保障的是食品安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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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涉及范围广，出现事故后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大，因此对该险种推行

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比如费率、风险管理、核保理赔等。但是由于

参保的餐饮店铺在营业方式和情况上差异很大，所以保险费率肯定会有很多差异，

各不相同。作为组成保险合同的极其重要的部分，由于保险费率以及保费的各不

相同，每一款相关保险合同都很特殊，几乎每一款合同都会有特别约定的条款，

并且不会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那样，采用固定统一的格式合同。

而现有的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同一个外卖平台的所有外卖商

家购买同一种产品；不同平台间的产品高度相似。

这为下文中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加大产品创新，以满足不同外卖商家保

险需求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撑。

2.2.3 市场失灵理论

由于古典的思想市场理论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一些学者提出了市

场失灵理论，该理论认为，完全竞争市场的确资源配置效率最高，能够达到帕累

托最优，但是在现实中，完全竞争市场并不存在，由于存在着垄断、外部性、信

息不完全和公共物品等因素，仅依靠市场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即无法达

到帕累托最优。从而提出要想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必须由政府参与进来进行

经济调控。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由于具备非竞争性与不充分的非排他性，属于准公共物品，

因此，在“食责险”运行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这为本文关于政府部门

对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

2.2.4顾客满意度理论

1965 年，Cardozo 首次提出该理论——把客户满意度和营销理论相结合。

Cardozo认为顾客是否会对某一商品进行二次消费的行为，受到他们对于首次购

买行为的满意度影响，若满意，则会再次购买。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该理

论的研究，并得到一系列成果，其中认为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会对顾客满意度产

生较大影响：若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高于消费者购买前的心理预期，那么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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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此次购买行为中感到满意。而针对服务质量，包含了服务环境、员工服务态

度、服务效率、沟通能力等多方面。一个企业若要吸引新顾客、留住老顾客，必

须对顾客满意度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此才能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实际推行中，消费者们对于该险种产品服务

质量的满意度同样重要：若消费者满意度低，则会对该险种不以为然，在订餐时

不以商家是否投保该险种为选择依据，如此一来，商家的投保行为无法为自身带

来实际利益，因此不愿续保，即使面临“强制”投保的规定，该险种也难以获得

商家的认可，不利于产品的推行、创新，从而影响该险种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本理论为本文分析“食无忧”产品理赔服务状况以及针对性对策建议

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指导。

2.2.5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理论

学界通常将逆向选择定义为“事前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资源配置失衡的

状态”，从保险投保的角度来说，投保人在投保时会故意隐藏涵盖高风险的相关

信息，以此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保险合同，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行中，

外卖商家通过平台向保险公司投保，也会存在逆向选择行为。

最初的“道德风险”是一个跨越经济学和哲学学科的概念，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被提出：若合作的一方不需要负担所有的责任，可能会为了效用最大化而作出

一些利己行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是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道德风险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

者 Stiglitz在分析保险市场时看到：在美国一个学校，学生们的自行车总是被偷，

被偷的可能性大约是百分之十，这时，有几位颇为聪明的学生共同成立了一种关

于自行车被盗的保险，其以保险标的的 15%作为保费。常规来说，这几位学生大

概能够赚取约 5%的利润。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

被盗的比率很快便增加至甚至超出 15%。这是为何？这是因为学生们投保后，就

不会过于关注单车的安全问题。在这款保险中，即使车被偷了，投保人也不须自

负全部风险，导致他们对单车安全问题不够关注，这种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

这为本文在对“食无忧”产品推广当中所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分

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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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3.1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 年，我国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为 901.13 亿元，而财

产保险保费总收入为 13583.69 亿元，责任保险保费所占比重仅有 6.63%，与全

球平均值 15%
①
还存在一些差距。目前，暂时没有针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

费收入的相关统计，但是通过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可以看出我国责任保险发展较

为缓慢，而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同样存在较大的发展空

间。

近些年来，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已经占有我国绝大部分的外卖市场，

如图 3.1 所示，可知我国网络订餐平台市场份额情况，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

美团市场份额约 67.3%，“饿了么”市场份额约 26.9%，“饿了么”星选（原百

度外卖）大约是 4.0%，美团和“饿了么”共占据 94.2%的市场。所以，本文认为

可以通过美团和“饿了么”的“食责险”推行情况来了解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的整体概况。

图 3.1 外卖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5 年 4 月，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均宣布推行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①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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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与众安保险、“饿了么”与人保财险和上海誉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合作分别推出相应的保险产品。消费者通过美团外卖或者“饿了么”APP 点餐，

如果在吃饭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通过 APP 上的售后通道提交索赔申请。

美团外卖与众安保险合作推出“放心吃”。用户如果在用餐时遭遇了由在美

团 APP 订购的餐品所引起的致病就医等情况，通过向该保险公司上传医院开具的

诊断材料或其他相关材料，即可获得理赔。于国内这是首例保险产品与互联网食

品领域相结合的案例，这次合作通过对高新技术的运用，对国内食品安全监管手

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饿了么”推出了“外卖保”，与“放心吃”产品大

致相同，且“饿了么”对于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投保商家会进行追查处理，“外

卖保”产品在初期的宣传口号就是：让用户放心叫外卖。

3.2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3.2.1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相关领域已经拥有了《保险法》、《食品安全法》、

《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但受制于各方因素，如今还

没有独立的《产品责任法》。并且，《保险法》尚未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具体

内容作出明确的法条；虽然“食品”被包含在当前被《产品质量法》所定义的“产

品”范围之中，但在产品责任领域，该法律尚没有对严格责任原则进行明确规定。

新修订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侵权行为加大了惩罚力度，侵权行为及其严

重的侵权者甚至会受到相关法律的处罚。但由于消费者维权途径较少，食品安全

事故无法从根本上避免，《食品安全法》只是对侵权者有威慑作用。

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面，相关的政策规定等依然很少，目前国家对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的投保模式：强制投保模式或自愿投保模式没有较明确的规定。对于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尽管在学界内呼声较高，且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

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并没有体现出来。没有明确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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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保险公司、外卖平台与商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外卖市场规模的扩张从未停止，而入驻外卖平台的

主力军，已经不再是刚开始大型的连锁餐饮企业，已经转变为中小微规模商家。

据美团外卖发布的《2020 年中国餐饮外卖中小商户发展报告》指出，中小规模

的店铺数在美团外卖中已经超过 8成。而这些中小微商家的实体店铺遍布城市，

甚至可能在小胡同小街巷中，若相关政府部门要到实地调查，工作难度会很大。

此外，在互联网的高曝光下，可以看到还有不少滥竽充数的商家，在平台注册店

铺时提供虚假地址，甚至存在着连实体店铺都没有的商家注册外卖平台的情况，

监管部门的工作难度也因此大幅增加，这样对于这些商家的卫生状况、营业资质

和食品质量等情况很难进行监督与核查。加上外卖点餐在线上和线下均涉及很多

方面，如果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不容易确认。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

产生外卖商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不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

发展。

3.2.3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种类数量少

目前的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只有两款，分别是美团外卖与众安在线保

险公司合作推出的“放心吃”和“饿了么”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合作推出的

“食无忧”。并且这两款产品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保障范围几乎一致，保费、

保额相差不大。随着外卖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

的种类和数量相比之下显得非常稀少，而产品种类、数量不足，不利于该险种对

外卖商家经营风险、平台用户合法权益的保障，从而不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的发展。

造成产品种类、数量较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外卖食品商家对产品创新

需求不足、多因素制约保险公司产品创新、平台没有充分发挥角色功能。

1.外卖商家存在侥幸心理，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创新需求低。这

种侥幸心理在两个方面体现的比较明显：首先，商家认为自己的店铺不会遇到外

卖食品安全事故。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对外卖食品加工的各个环节所存在食品安全

风险认识不足，且缺乏风险防范意识，侥幸的认为不会发生外卖食品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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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消费者维权通道比较少，保险意识薄弱。在消费者协会以外，几乎没

有专门对食品安全进行追责的机构和维权途径，这使得外卖商家产生可以避免被

处罚的侥幸心理，并且没有正确认识出现外卖食品事故的后果
②
。所以，商家觉

得即使遇到外卖食品事故，也无需进行高额赔偿甚至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

消费者们对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缺乏了解，在订餐过程中不重视商家对该保

险的投保情况，那么外卖商家的投保行为不会为其带来可观的收益，更加影响商

家们投保积极性，加上平台已经有了强制投保的相关举措，商家为降低成本更加

不愿去接受新的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所以，外卖商家对于外卖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产品的创新需求不足。

2.多因素制约保险公司产品创新。因为外卖食品种类繁多，各自存在差异、

且商家规模各不相同，需要关注的食品安全责任风险也不同，所以保险公司在产

品创新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多种投保人面临的各类不同的责任风险，在这一过程中

会消耗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财产保险公司若要进行外卖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产品创新，则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同时加强了保险公司招募行业精英的

要求。与此同时，因为众多网络外卖食品商家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创新

的需求不足，致使保险公司对于该险种的预期利润持有消极态度，使得保险公司

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产品创新产生消极态度，不利于该险种的产品创新。

此外，产品创新还会受制于行业精英数量、技术水平等各方因素，导致财险公司

发展该险种的进程缓慢，从而导致产品种类、数量较少的局面。

3.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外卖平台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与财险公

司合作，从而推出能够服务平台中外卖商家的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与入

驻商家合作，对商家进行补贴（“饿了么”为食品外卖商家补贴 0.5 元/日），

减轻了商家们尤其是新入驻且客流量比较小的商家的经营压力，有助于他们的长

期稳定的经营。由此可见，外卖平台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来看，“饿了么”已经实行“食无忧”的强制投保模

式，虽然美团外卖也是强制投保，但都引起了不少商家的不满。在两大平台激烈

②
介宇婧.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研究——以中国太保与“饿了么”合推食品责任保险为

例.[D].沈阳：辽宁大学,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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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情况下，若一方平台继续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新的产品，可能会面临商家

退出转而入驻另一家平台的情况，使本平台利益受损，且新产品的推行不会为平

台带来实际的利益。因此，平台与保险公司在新产品的研发上，合作意愿较低。

而在外卖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峻的今天，现有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

保障范围不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若发生严重的外卖食品安全事故，在保

险公司依合同进行赔偿之外，外卖商家仍然要承担巨大的赔偿压力，不管在经营

成本方面，还是对于商家店铺名誉方面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这也不利于外卖商

家乃至整个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外卖平台对于研发新产品的合作意愿低

其实是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足够的认识，不愿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3.3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机遇分析

3.3.1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潜在市场需求

1.我国外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卖行业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趋势，从 2015

年 1250.3 亿元的交易额，增长到 2020 年的 6646.2 亿元。高速发展的外卖行业，

推动了线上线下的融合，促使餐饮行业实现数字化升级。而作为连接消费者和外

卖商家的纽带，外卖平台的发展开始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不断满足消费者对于

高品质生活的需求。高品质生活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考虑饮食组合，如

流行的“轻食主义”和“减肥餐”等，而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们促进了外卖

餐饮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图 3.2 所示，2020 年外卖产业交易额就已经突破六千

亿元大关，约为 6646.2 亿元，同比增长了约 15%，并且据相关机构预测，外卖

产业在未来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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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我国外卖行业交易额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在外卖行业不断高速发展的同时，外卖行业在餐饮业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布的相关数据，2015 年的食品业收入为 32310 亿元，2020

年该数值提升到 39527 亿元。外卖行业在餐饮业中的比重在 2015 年约为 3.87%，

截止 2020 年，比重已经增长到 16.81%。全国外卖用户也由 1.14 亿增长至 4.19

亿。如图 3.3 为近年来外卖行业收入占餐饮业收入比重。

图 3.3外卖业收入占餐饮业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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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影响，2020 年线下餐饮业发展遭遇困难，餐饮业收入出现首次下

降，与此同时，线上餐饮服务需求增加，2020 年网上外卖收入不降反增，占全

国餐饮业收入的比例约为16.81%。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随着网络的普及，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在网民中外卖用户的普及率达到了 44.0%，外卖已经与消费者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能手机也普及开来，使用者从 2017 年的

7.35 亿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9.27 亿人，并且在未来还会继续增长，如图 3.4 为

我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统计与预测。

图 3.4 我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统计与预测

资料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智能手机用户在逐年增长的同时，外卖行业规模、外卖收入占餐饮业收入的

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餐饮用户们对于网络订餐（外卖）的需求在逐步增

加。并且从 2020 年开始，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后，人们对于疫情防控的意

识进一步提升，加上相关部门、机构和商家鼓励消费者减少堂食，未来消费者对

于外卖点餐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

2.外卖市场食品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与传统零售消费者行为相比，外卖点餐

的便利性也导致了许多可能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无法知道该店是否为三无店、外

卖的袋子是否干净、外卖商家店铺的装修环境是否符合标准等，消费者在等待用

餐时难以看到商家制造食品的流程，不能保证质量是否达标。虽然外卖食品既舒

适又快捷，而且“你想吃的东西可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来完成”，但每个环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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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多风险，可能存在的风险有：食材采购、食材储存、食材处理、食品的制

作、订购和配送过程，这些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如下：1.食品材料因延迟时间

过长而不新鲜；2.储存过程中被有毒物质污染的食品对人体有害；3.食品添加剂、

含有蓖麻油、增塑剂和其他有害物质的非法香料用量不当；4.食品生产环境不符

合规定、配送过程中储存不当和其他做法的原因；5.卫生条件不达标，没有合法

营业执照或健康许可证。

例如，据新浪新闻中心报道，来自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的万女士曾在网络平台

上诉苦，她曾在外卖平台上从一家餐厅下单了酸辣土豆皮和熟肉菜，并在进食三

小时后出现了上吐下泻的情况，很有可能已经导致了食物中毒。相关媒体对此进

行了跟踪了解，发现该外卖商家非法经营，在平台中提交的营业执照是假的，上

传到平台运营环境的照片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家商店的厨房里满是油，要炒

的蔬菜没有清洗，环境很脏。但是，外卖平台上这个店铺的好评情况相比其他商

家要好得多。类似的情况在外卖平台上并不罕见。

还有外卖料理包事件，许多媒体发现有公司在出售所谓的食品包装。消费者

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收到的似乎是外卖商家刚刚做好、送达的美食、肉类和蔬菜，

但事实上，有些外卖食品是提前做好密封在包装袋里的。为了节省时间和原料，

外卖商家购买这种外卖料理包，商家只需把料理包打开包装放进微波炉加热几个

步骤即可完成食品制作。新闻曝光后，有些媒体直接在自媒体渠道上发布暗访的

内容，通过内容可以明显看到还有很多外卖商家都存在偷工减料，店铺环境脏乱

差等问题。频繁的食品安全事故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外卖食品安全的信心。

通过外卖点餐取消了商家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环节，因此消费者只能通过平

台了解到一点商家的信息，无法证实其营业资质的真伪，更是无法得知其原材料

的新鲜程度与制作的食物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食品安全等信息。媒体已经曝光了

很多外卖平台商家制作食品的真实环境与在平台提交的照片严重不符的现象。消

费者只能通过食物的包装和味道等来分辨外卖食品的安全性，这是远远不够的，

食品是否安全应该检测原材料是否安全、制作过程是否卫生、配送过程是否卫生，

但消费者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判断所点外卖的安全性。并且一旦发生食品

安全问题，消费者通过投诉等途径进行维权的过程很复杂，会花费很长时间，往

往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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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卖平台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能力有限。近些年，网络媒体对外卖食

品安全事件的的频繁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重视，政府也对外卖行业

加强了监管。在此背景下，各大外卖平台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注册商家的

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在美团外卖的做法是：通过建设“商户入网经营电子档案系

统”全程监管本平台的商家，该系统由主要的三个环节组成，一是对注册商家的

经营资质进行审核，二是要求商家必须通过实名认证才能进入平台，三是对追踪

退网商家的经营记录。除此之外，美团外卖与地方监管部门建立商家经营信息共

享平台，用于协助部门的监管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入驻商家的资质门槛。同时，

通过关联送餐员的送餐路径，外卖店铺的位置可以被美团平台和消费者找到，通

过核对登记信息可得知注册商家信息的真实状况，提高了平台审核工作的工作质

量，有效防范了非法商家入驻的风险。“饿了么”的做法是：商家必须提供生产

营业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书才能获得入驻的资格，平台会公示其实际位

置与环境照片以供消费者参考，并且永久保存入驻商家的经营资料和交易记录。

此外，“饿了么”开创线上线下同步审核的模式，在线上，将商家上传的相关信

息照片和地方监管部门同步的信息进行比对，在线下，平台会有日常巡查和定期

抽检，派出审核人员线下实地考察入驻店铺的真实情况。只有通过了审核的店铺，

才能够继续在“饿了么”开门营业。

然而，配送平台采用倾斜定价策略，给消费者提供补贴，向入驻商户收取费

用。这种模式增强了入驻门店与平台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商户的业务利润直接影

响到平台佣金，因此平台可能会产生纵容不合格商户来获取利润的行为。

其次，虽然平台对外卖食品安全制定了严格要求，但监督力度远远不够：比

如在配送环节，要求配送人员定期和定点清洗外卖盒，但配送人员在路上有脏的

和损坏的外卖盒并不罕见；配送人员将掉在地上的食物捡起来，像无事发生一样

送出去，或者配送人员偷吃外卖餐食的现象以前在新闻中出现过。

最后，外卖平台也存在严重的寻租现象。2017 年 3 月 15 日广东消费者权益

日晚会上曝光出平台现状，违法经营商家通过向黑中介支付几百块钱能够完成在

平台的注册和营业，通过支付几百块钱就能隐瞒住将公共厕所作为经营地址的违

法行为。向黑中介支付一点钱，也能够使环境差的商家在平台的审核畅通无阻。

甚至用公共厕所和停车场注册店铺地址，也能顺利通过平台审核。此外，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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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没有外卖业务资格的企业借用证书进行注册并伪造其业务资格。如今，当提到

“外卖”这个词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健康”、“不卫生”等等。可见，

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只靠平台自身的食品安全管控是远远不够的。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转移外卖食品的安全风险，同时，它可以为消费

者提供更快的维权渠道，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激励外卖商户规范经营，

有利于外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外卖行业的发展，对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的需求会不断上升，根据上文可知，目前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规模较小，因

此，市场对于该险种的潜在需求是存在的。

3.3.2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政策的支持

在网络餐饮业，目前，该险种主要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来推广，政府主要出台

相关文件鼓励购买，保险公司通过开发创新产品来做销售推广。公众的食品安全

事关民生，因此，政府需要指导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2015 年 1 月，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建立，体现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该文件提出提供专项支持以及政策优待鼓励食品企业进行投保。此外，在对地方

工作检查时，也会参考该险种在地方的推行效果。不仅如此，在 2015 年出台的

《食品安全法中》也提到对商家积极投保的提议。同时规定外卖平台应承担起对

入驻商家的审核和监督工作。

2017 年 9 月 5 日，《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发布，强调外

卖商家所上传的经营信息必须与真实情况相符。第二年 7月，《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提出外卖平台必须有工作机构负责食品安全。次年 5月，在食品安

全方面，中共《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强调外卖平台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要做到餐饮店铺提交信息与真实情况的同步、餐饮相关工具的质量、

应当仔细审核，确保所有的入驻商家全是拥有实体店铺合法经营资质的。201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强调了外卖平台在食品安全

上的监管责任和义务。如表 3.1 为近些年我国相关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法律或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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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或文件

时间 相关法律或文件 相关内容

2015.1 《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鼓励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将外卖行业纳入第一批

试点行业

2015.4 《食品安全法》 外卖平台有责任监管商家

2017.9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

外卖商家上传经营信息必须

与真实情况相符

2018.7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

外卖平台应建立负责食品安

全的专门岗位

2019.5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意见》

外卖平台要承担食品安全责

任

2019.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

强调外卖平台有监管食品安

全的责任和义务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整理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起步较晚，但总体而

言，国家积极支持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在政策上，鼓励保险公司和外

卖平台共同推出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因此，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在

政策上占有积极态度。

3.3.3 保险科技和行业精英助力发展

首先，外卖行业的扩张其实是高新技术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高速

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进步的互联网技术被保险公司运用到外卖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的发展上。以“饿了么”外卖平台为例，2017 年 7 月，“饿了么”在外卖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上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蚂蚁金服建立起明确的分

工机制，“饿了么”提供注册商户和提供投保指引的工作由“饿了么”完成，蚂

蚁金服完成互联网风险识别的工作、保险公司完成理赔工作。“饿了么”联合中

国太保研发的外卖食品责任保险产品运用了高新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等。曾经的线下理赔如今只须在线上就能完成，在线上理赔通道，用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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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要求提供相应材料后等待结果即可。这种模式提升了保险公司的工作效率，也

使消费者更加轻松，这种良好局面正是得益于保险科技的助力。

其次，目前与外卖平台合作推出相关产品的都是实力较为雄厚的大型财产保

险公司：截止目前，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财险、众安财险曾经与外卖平台

合作推出过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据百度百科整理，这几家财险公司在我

国的财产保险公司排名中的前几位，具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根据 2020 年原保费

收入，四家公司排名分别为第 1、第 2、第 3、第 10 位。大型的财险公司内部拥

有大量的保险专业人才，不管在保险理论方面，还是行业实践能力上都非常优秀，

有了行业精英人才们的大力支持，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一定可以更好发展。为

提高市场竞争力，有不少保险公司与科技公司联手，有高新技术的加持，这为外

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因此，在保险科技和保险专业人才方面，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存在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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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典型案例分析

近些年，我国外卖行业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和融资、合并。最终由美团外卖（腾

讯持股）、“饿了么”（阿里巴巴持股）两家平台脱颖而出，据前文可知，两家

平台共占据外卖市场 94.2%的份额。“饿了么”相应政府号召，为外卖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的发展不断采取行动，不仅与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合作发布了外卖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满足平台商家对风险转移的需求，而且充分利用高新技术，

开发了“食安服务”APP。并且将每年 3 月份定为食品安全月，在月内会进行大

规模的检查和该险种的宣传活动。同时，在“饿了么”APP 上可以查看到最新的

“食无忧”产品信息，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和外卖商家了解和接受外卖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因此，本文选取“饿了么”与平安产险、众安产险共同发布的外卖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产品“食无忧”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总结出

有利于应对该险种发展所面临挑战的做法以及不足之处。

4.1“食无忧”产品介绍

4.1.1 产品背景

自 2015 年 1 月《指导意见》发布，4 月份，“饿了么”平台便积极尝试外

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联合宣布“饿了么”平台的首个外

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外卖保”出台，“外卖保”自推出后，经历过数次更

新优化，本文根据百度百科相关资料整理，“外卖保”更新优化情况大致如下：

2015 年 4 月，“食无忧”产品的前身：“外卖保”推出，这是由“饿了么”

与中国太保合作推出的。关于这款产品，平台高管罗宇龙曾作出解释，平台有专

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此款保险产品，并提醒用户投保后的商家在店铺名称旁边都有

“外卖保”标记。如果消费者需要经济补偿，需要提供相关资料，比如在平台规

定中的医疗机构所出具的诊断记录等能够证明消费者是因为外卖食品导致食源

性疾病的相关证明材料，赔偿标准为每人 200 块钱（仅包括门诊消费者），如果

消费者需要住院，补偿标准为每人 1000 块钱。在理赔时效方面，平台要求必须

订单送达后 24 小时内才有效。并且，只要消费者在有“外卖保”字样的店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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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平台会有专门的员工进行追查并处理相关商家。在 20 多万

家入驻商家中，“外卖保”最初是只为高品质餐厅提供保障服务，在以后的发展

中，会逐步覆盖到普通餐馆。

2016 年，“外卖保”扩大保障范围：出现无法食用异物、餐品和图片差别

过大、食物中毒。这次依然是“饿了么”与中国太保联合推出的。

2017 年 3 月，“饿了么”再次发力，与蚂蚁金服、中国太保、国泰保险联

合，开发出快速理赔渠道，使消费者的理赔过程更加方面快捷。这次更新先后在

杭州、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地区进行试点工作，于同年 7月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在这次联合中，三家公司各司其职，“饿了么”提供了大量的客源即入驻商家大

并积极鼓励商家购买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互联网风控工作由蚂蚁金服开展;

最终的理赔服务则由太保产险来承担。此外，这款产品在理赔时效进行了新的规

定:出现无法食用异物或食品腐烂事故的，理赔申请须在订单付款后两天内提交;

致病就医事故若需要理赔，申请须在订单付款后的 15 天内提交。

4.1.2 产品介绍

“食无忧”吸取了“外卖保”的推行经验，在上款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

步的更新，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保额的提升，食品变质理赔额度为 1000

元、食品存在异物理赔额度为 1000 元、致病就医理赔额度为 3000 元；其次是对

理赔时效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发生食品变质或存在异物类问题需在订单送达后

的 48 小时（2天）内提交；发生治病就医类的问题，需在订单送达后的 27 小时

内前去公立医院就医，并在订单送达后的 360 小时（15 天）内提交；最后对赔

付金额标准有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对餐品内有异物的、餐品变质的，赔偿受损失

餐品的实付费用，对于致病就医类事故暂时没有公布明确理赔标准。如表 4.1 为

“外卖保”与“食无忧”产品信息比较。

表 4.1 “外卖保”与“食无忧”产品信息比较

产品名称 合 作 保 险

公司

保费 适用商家 保障范围 理赔时效 保险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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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外卖保”与“食无忧”产品信息比较

外卖保 中 国 太 平

洋 保 险 公

司

品 牌 饭 馆

和餐厅

致病就医 订 单 送 达

后 24 小时

内

门诊200元

/人

住 院 1000

元/人

食无忧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众安在

线 财 产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0.5 元/天 所有餐饮

类外卖店

铺

食品变异 订 单 送 达

后 48 小时

内

1000 元

存在异物 订 单 送 达

后 48 小时

内

1000 元

致病就医 订 单 完 成

后 27 小时

内 去 公 立

医院诊治，

理 赔 申 请

于 15 天内

提交

3000 元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与“饿了么”平台资料整理

可以看出，“食无忧”在适用投保人范围、产品保障范围、理赔时效、保险

金额上都有了不同程度优化。适用商家范围扩大到所有提供食品销售的商户意味

着所有的“饿了么”用户在点餐时都有机会享受到“食无忧”的食品安全保障。

而保障范围的扩大也使“食无忧”的保障更加全面和实用：不只是生病，即使是

外卖食品中存在不可食用异物也可以让消费者获得理赔补偿。

4.2 投保情况分析

在“外卖保”阶段，产品的投保模式为商家自愿投保，“食无忧”推出后也

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自愿投保模式，但由于投保率过低无法为大多数外卖商家提供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风险保障，“食无忧”于 2019 年逐步实行“强制”投保的模

式：新开的店铺必须投保“食无忧”后才可以开门营业；老店铺若没有投保则会

被暂停营业，需要投保后恢复营业，且不能中途退保。因此，外卖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已经保障了所有的“饿了么”的餐饮外卖店铺。

而外卖平台实行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投保的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由

上文可知，目前仍然有很多外卖商家对食品安全问题不够重视或者存在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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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主动投保，因此在实行强制投保措施之前，该险种的投保率比较低，如表

4.2，以北京为例：截止 2019 年 3 月份，由“饿了么”平台筛选页面可以查到各

地区附近外卖商家的投保数量，以朝阳区望京嘉美中心、中关村和慈云寺为例，

共有4172家外卖店铺分布在望京嘉美中心附近，其中有1600家购买了“食无忧”，

可以算出该地区附近的商家投保率约 38.3%；4640 家外卖店铺分布在中关村附近，

其中有 1858 家参保，大约有 40%的投保率;5769 家外卖店铺分布在慈云寺周围，

其中 2651 家参保，大约有 45.9%的投保率，三个地区大约有 41.8%的平均投保率。

表 4.2 望京嘉美中心、中关村、慈云寺附近外卖店铺投保概况

送餐区域 外卖商家数量 投保商家数量 投保率

望京嘉美中心 4172 1600 38.3%

中关村 4640 1858 40%

慈云寺 5769 2651 45.9%

数据来源：介宇婧.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研究——以中国太保与“饿了么”合推

食品责任保险为例.

据相关研究表明
③
，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由于当地的人均收入比较高，

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更加完善，对该地区保险业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对保险的理解更加深刻，保险意识相对较强，使其保险需

求相对充足。但是从北京地区的投保率可以看出，即使是北京这种经济非常发达

的城市，平均投保率也只有大约 41.8%，这说明“强制”投保外卖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对于当前投保率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因此，就目前来说“强制”投保的措施能为四方主体带来利益：不管是对于

外卖商家经营风险的转移还是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保障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的，并且保险公司能够得到较多保费收入，为外卖平台带来良好的口碑。

③
董大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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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理赔情况分析

首先，“食无忧”拥有较为便捷的理赔通道，如果消费者在用餐过程中出现

食品安全事故，在平台规定有效理赔时间内，消费者只需在订单页面找到该笔订

单，点开订单后就可以看到“食品安全问题理赔”入口。进入入口后，消费者按

照理赔页面的要求选择自己所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类型，然后根据不同理赔类型

的要求，提供不同的证明材料。填写完相关信息后，理赔人员会对用户提交的订

单信息以及相关证明进行确认，若审核通过，用户的支付账户就会收到相应的理

赔款，整个过程中，消费者不需要和相应的商家解除，有效避免了食品安全纠纷。

图 4.1 “食无忧”理赔界面

资料来源：“饿了么”平台整理

虽然饿了么“食无忧”已经拥有理赔通道，但是对于理赔时效要求较为严格，

若保险公司审核理赔材料的时间超过了理赔时效，则用户申请失败，无法获得理

赔服务。此外，“食无忧”没有公布相关的理赔标准，对于用户的理赔申请，是

否承赔以及理赔金额的确定都是不透明的。这种情况会导致用户理赔体验差，影

响用户对于外卖食责险产品的满意度，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

些消费者对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理赔体验的吐槽：

首先，一些用户对理赔时效不满，理赔申请提交后迟迟得不到保险公司的处

理结果。2021 年 9 月 27 日，消费者“地降”向黑猫消费者服务平台投诉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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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投诉编号 17355150401），9月 22 日该用户点了一份饿了么蓉蛙（东晓南

胜汇里店），用餐时在餐品里明显可以看到有一条虫子。该用户随即进行了“食

无忧”理赔申请且上传了理赔材料。按平台规定是在 2-5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

处理。但是直到 28 日，理赔材料还没有审核完成，该用户虽然努力与太保产险

客服联系，始终没有等到结果通知，在投诉页面未见到保险公司的正面回应。

不仅如此，一些用户投诉“食无忧”理赔标准不合法，因为平台以及保险公

司从不向消费者明确该理赔结果的相关理由。不论是理赔被拒还是理赔金额都有

消费者表示存在疑问。2020 年 8 月 22 日，匿名消费者（投诉编号 17350612504）

向黑猫消费者服务平台投诉饿了么客户关怀，对“食无忧”赔付标准存在疑问，

该消费者当天在邱维碧红满天米线（桃州名都店）下单一份米线，在外卖在吃出

一条虫子，然后通过理赔通道申请保险理赔，理赔结果为赔付 3元（订单实付金

额），该消费者对理赔金额不满，再次申请理赔，被以重复理赔为由拒绝。该消

费者认为发生此类事故，不能只赔付 3元，由此存在不满。

出现保险公司对于用户提交的理赔材料审核超时，48 小时内未能审核完成

导致理赔失效，以及对拒赔和赔付金额较低没有回应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与用户的沟通工作不够完善：用户理赔过程受阻或失败后便到投诉平台进

行投诉，这正是和用户沟通不到位导致的；其次，这是由于保险公司在“食无忧”

产品上的理赔流程和理赔标准不够完善：首先是核赔阶段，这是理赔的审核阶段，

该阶段主要是审核消费者提供的申请材料。以材料和保险条款来确定是否属于保

险责任，从而确认是否需要进行保险理赔，这一个阶段需要在保险公司承诺的

2-5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然后是承赔阶段，《食品安全法》有明确规定，若商

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用户不仅可以索赔相关经济损失，还能依法要求商家承担

额外赔偿责任，最高为 10 倍的经济损失。而现有“食无忧”对于属于保险责任

的理赔申请，只是赔偿该订单实付金额，而实际上，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常

常有红包的使用，有些红包是需要消费者额外购买的，也是点餐的成本之一，因

此订单的实付金额甚至低于消费者在该订单上的实际花费。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

因，导致理赔服务引起消费者不满，而消费者满意度较低影响了外卖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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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产品条款分析

4.4.1 免赔条款分析

在“食无忧”产品中，是没有免赔条款、免赔额的存在的，消费者在就餐过

程中如果遇到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平台上的理赔入口进行理赔申请

操作，按照平台提示提交相关信息和证明材料即可，通过对申请材料的审查，如

果保险公司认定该情况在保障范围内，就会对受害者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样

一来，消费者遇到外卖食品安全事故所带来的赔偿责任可以完全转移到保险公司

头上，不会对商家带来额外的经济压力。对于已经投保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产品的商家来说，这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他们对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不够上心，

有所松懈，使得该险种防灾防损功能遭受一定程度的削弱。

4.4.2 费率制度分析

保险费率一般有两种模式，分别为固定费率制和浮动费率制。保险费率是保

险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保险产品的价格其实就是保险费率，一个险种能够在未

来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险费率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合理

的保险费率制度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尤为重要。目前，“食无忧”的

保费为固定的 1元/天，在平台的补贴下，商家实际支付保费 0.5 元/天。“食无

忧”实行的这种固定费率制度制定起来比较简单，对人力财力的消耗较低，可以

减轻保险公司在产品研发中的成本，在该险种的推行初期，这种费率制度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

但固定费率制有其局限性，他只适用于比较特定的范围：风险因素少和出险

率低的险种，很明显，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风险因素和出险率较高的险种，

不适合用固定费率制度：虽然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都会定期对平台入驻商家进行

食品安全检查，但绝大多数的时候，食品安全是靠着商家的主动维护，食材的进

购、处理、烹饪、外卖食品的存放、包装都会存在着食品安全风险，商家在维持

食品安全时，在各个环节都要投入不少的人力和财力，成为商家经营的一部分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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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保险产品当中，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也

不例外：由于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无法时刻监督外卖商家的经营情况，从而导致

外卖商家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道德风险行为：外卖平台拥有非常多的店铺且每家

店铺的经营情况各自都不一样，这种现实情况下，固定费率的使用有较大的的不

合理性，对于投入了大量食品安全成本的商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本来就能保证

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却要缴纳固定的保费，其缴纳的保险费和那些不注重外卖食

品安全的商家一样，从而引起心理上的不满，而这类外卖商家可能会为了降低经

营成本而私自减少对于外卖食品安全维护的投入，从而导致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

增多；而对于那些资质较差，不愿付出过多成本用于维护食品安全的外卖商家来

说，则会很乐意投保，并且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缴纳的保费和那些对外卖食

品安全维护投入很大的商家一样，这样一来，这类商家的外卖食品安全风险并没

有得到很有效的控制。因此，固定费率制度下，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防灾防

损功能会被减弱，消费者外卖所存在的饮食安全风险并不能被很好地预防。

4.5 核保承保分析

目前，“食无忧”实行的是强制投保的措施，所有入驻“饿了么”平台的食

品外卖商家，必须在投保“食无忧”后才可以开门营业，所有入驻平台的的食品

外卖商家都可以提交投保申请。

由于外卖商家众多，保险公司对于商家的核保工作多依赖于平台对于商家所

掌握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会在外卖商家中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问题：2017年 3月 15日广东消费者权益日晚会上曝光出平台现状，

违法经营商家通过向黑中介支付几百块钱能够完成在平台的注册和营业，通过支

付几百块钱就能隐瞒住将公共厕所作为经营地址的违法行为。这一类外卖餐厅在

店铺地址环境、食品安全等级、商家经营资质等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这类餐厅

如果主打外卖经营，通过购买“食无忧”把外卖食品安全责任风险转移到保险公

司，这会对保险公司带来经营损失，并且这类投保行为，不会对外卖食品安全问

题有所改善，该险种的防灾防损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

道德风险问题：即使店铺的外卖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增加，商家依然可以对

“食无忧”进行投保，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因此即使是合法合规的外卖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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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了“食无忧”保险产品后，由于保费的支出增加了外卖商家的经营成本，

而商家经营中的外卖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已经被转移到保险公司上，可能会为了降

低经营成本而减少原本在维护食品安全上的支出，使得店铺的外卖食品安全风险

增加。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个外卖商家，在这家点的外卖中出现鸡肉没有做熟、带

血的情况，笔者向商家反映问题后，商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补偿行为，只是

让笔者去申请“食无忧”理赔。这类为了增加出餐速度而减少烹饪时间，导致食

品夹生的商家，也为保险公司带来了经营损失，并削弱了该保险的防灾防损功能。

4.6 风险防控分析

2015 年 4 月发布，于同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新《食品安全法》作出明确规定，

外卖平台要准确记录入驻商家，承担起相应监管责任，并且能够检查入驻商家的

相关营业资质，法规中还提到了用户合法权利相关内容。这些要求实际上参考了

市场准入式监管，外卖平台可以合法行使相关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2017 年 3 月 1 日，“饿了么”推出了一款能够与监管部门进

行信息交流的 APP——“食安服务”，“饿了么”通过 APP 把检查到的有违法经

营可能的店铺信息上传，且该信息与监管机构共享，“食安服务”目前已经可以

管理到所有上海的入驻商家；同时把 3月定为食品安全月，期间会有大规模的自

查自纠行动，在行动中，平台会派出数千名工作人员对入驻商家突击检查，检查

人员会对商家的经营资质、食材质量、食品制作环境和流程等信息进行检查。如

若出现非法经营、食材变质严重或食品制作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即刻做下线处

理，警告并督促商家做整改，整改通过审核后才可继续营业；对于出现过食品安

全事故且重犯的，永久拉黑，不允许再在平台上注册营业。在行动中被处理过的

商家，会在平台中向社会进行公示。

“食安服务”APP 的推出，加强了“饿了么”平台中食品安全风险管控信息

交流，与监管部门的信息同步可以使外卖商家更加注重自家店铺的食品安全问题。

通过对风险源头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险率，降低保险公司的赔付压

力，有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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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案例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食无忧”产品在实施中创新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

展模式，为应对该险种发展中存在的挑战进行探索，并产生一些有利的经验参考：

1.“强制”投保+保费补贴模式使四方受益。外卖平台规定“强制”投保模

式，在商家保险意识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规定商家必须投保“食无忧”，极大的

提升了投保率，使外卖商家的经营风险、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损失得到保障。同时

通过保费补贴的形式，减轻“强制”投保为外卖商家带来的经营成本增高的压力。

所以，“强制”投保+保费补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中保险公司、外卖平台、外卖商家、消费者四方受益的局面。有利于外卖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2.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每年 3月份的食品安全月活动，以及“食安服务”

APP的上线使外卖平台在更好掌握商家经营信息的同时与监管机构实现信息同步，

完善了对商家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该险种的发展。

3.利用保险科技助力发展。自 2015 年 4 月“外卖保”上线以来，“饿了么”

不断利用保险科技进行产品优化。“饿了么”在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食无忧”

产品的同时，先后与上海誉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蚂蚁金服等进行合作，由科技

公司为“食无忧”提供技术支持，曾经的线下理赔如今只须在线上就能完成，在

线上理赔通道，用户按照要求提供相应材料后等待结果即可。这种模式提升了保

险公司的工作效率，也使消费者更加轻松，在保险科技的有力支持下，“食无忧”

得到不断的优化，使得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更好更快的发展。

同时“食无忧”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强制”投保缺乏法律依据。对于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尽管呼声较高，

但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并没有体现出来。关于建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制度的工作，如今还在理论探讨和开展试点的阶段，发展较为缓慢，法律对外卖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开展是使用强制模式还是自愿模式的选择也未曾说明。因此，

外卖商家们对于平台要求的“强制”投保模式接受度和认可度较低，不利于外卖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2.理赔服务有待优化。在与申请理赔消费者的沟通上，保险公司和“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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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做法均有不足之处：无法及时解答消费者对于理赔结果的疑问；理赔申请效

率较低导致理赔申请超时失效；赔付金额引起消费者质疑。影响了消费者对于外

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3.保险条款有待优化。“食无忧”在保险条款上存在的问题有两点：没有设

置免赔条款、实行的固定费率制度有较大的局限性。保险条款在产品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若保险条款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该有的防灾防损功能遭到削弱，

不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4.核保承保工作有待加强。核保是保险公司严把风险入口的第一道关，是承

保的前提，是保障保险公司稳定经营的条件。这个阶段中，保险公司会对商家的

经营情况、店铺卫生情况等能够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而现行“食

无忧”产品中，保险公司对商家是否承保往往取决于外面平台对商家的信息掌握，

若外卖平台对商家资格审查出现漏洞，保险公司就会承保到高风险的外卖商家，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利于进一步开展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5.风险管控须进一步强化。在食品安全的监管方面，虽然“饿了么”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力度较小：“食安服务”APP 只能覆盖上

海地区的餐厅且只有安卓系统的手机可以下载、食品安全月时间固定且持续时间

不长。这会影响食品安全的监管效果，从而不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6.产品创新力度较小。虽然“饿了么”始终在与保险公司加强合作，对“食

无忧”进行更新，但只是小幅度的优化，所有的产品都是围绕着比较基础的外卖

食品安全风险展开的且保额较低。若发生较为严重的致病就医类事故，保额无法

覆盖商家的赔偿责任，商家依然会面临较大的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外卖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未能发挥应有的分散商家风险的功能，从而削弱商家对该保险的信任程

度，不利于该险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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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由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起步较晚，缺乏可借鉴的成果，但其是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在外卖行业的一种推广，因此本文借鉴国外发达地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的发展经验，并总结出对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启示。

5.1 美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美国拥有的《产品质量法》中，对食品安全问题有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并且

覆盖到食品制作各个环节的商家。这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美国的良性发展提供

了可能性。由于法律较为健全和严格，在食品制作的各个环节，所有商家都会考

虑到自己可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旦发生风险，自己则会面临非常高昂的赔

偿费用；正因如此，美国食品行业各个流程的相关企业负责人都会主动购买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用以转移风险，减轻自己的赔偿压力，如今，美国的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已经拥有约 95%的投保率。

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体现在美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

首先，法治建设比较完善。用户们拥有非常畅通的维权通道和维权意识，如

果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相关商家几乎不会存在能够侥幸逃脱，避免承担法律赔偿

责任的可能。这样一来，可以促使相关商家主动投保。也是这个原由，使得美国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较好的发展。

其次，严格责任原则。美国曾经使用过很多责任模式，上世纪中页，美国确

定了严格责任原则。该原则是指若用户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因食品安全问题受到损

失，不需要提供针对食品提供商违法违规的相关证明材料，但相关商家必须依法

对受害者赔付高额补偿产。这使得受害者举证难的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以

更大的力度对用户的合法权利进行保障。

最后，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有相关法律对食品安全作出严格的赔

偿规定，并包括惩罚性的赔偿，如果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商家要承担极其

高昂的经济补偿责任。这会对商家造成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如果相关商家想要保

证自己家店铺经营的可持续性，则必须找到分散食品安全风险的方法，这时该险

种的作用就体现出来，商家通常都会通过投保来转移风险，并且受害者也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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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关的保险公司获得合法合理的经济赔偿。

5.2 欧盟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在《欧共体产品责任法指令》颁布之前，欧盟国家几乎都是采用过失责任原

则，而该法令的出现，使得成员国们开始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部法令明确了欧盟地区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而由于欧盟的成员国们大多都有

较为良好的福利制度，对于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也高度重视，所以把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作为一种工具，从而对国家的福利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模式，欧盟地区的特点在于：

首先，拥有完善的监管制度。这套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建立

监管部门，该部门归欧盟总部管理，主要负责欧盟国家在食品安全上的问题检测

和信息共享，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第二，设立统一的风险测评体系，欧盟国家

们都可以使用。

其次，风险防控和食品安全问题追溯体系的构建。欧盟地区成员国们将各国

食品安全数据共享，并非常重视成员国之间的沟通。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使得欧

盟成员国们可以对食品安全风险有一定程度预测能力并提前做好防控工作。追溯

体系的构建则可以在安全事故发生事后起到作用，快速查到出险原因，并对风险

因素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可以不断完善食品安全体系。

5.3 日本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日本政府吸取美国对产品责任的措施和力度，并逐步发展产品责任保险，在

此之前，因产品安全问题而受到生命财产损失的日本用户们，面临着针对产品企

业存在违法违法生产行为的举证责任，这使得消费者们的维权过程非常艰难；日

本的《制造责任法》与 20 世纪九十年代发布，确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使用。

日本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中的做法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建立多方共同监督体系。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依靠这种体系来进

行监管的，这是一种多个政府机关共同监管的措施，并且其中会有一个机构负责

他们的统筹工作。于欧盟和美国的模式相比，这种体系具有独特的优势：以更加

整体的格局对食品安全进行监控，不会由某一个机构的视角所限制。同时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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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筹部门，不会出现多个机构合作困难反而不利于监督的局面。在这种体系的

运行下，用户们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维权上有了更加完善的处理方案，首先会有消

费者厅对维权诉求以及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和证据进行收集，然后会对信息的真实

性进行验证，若验证属实会阵对相关企业提出处罚意见，意见上传到决策机构，

为决策机构最终决定处理方案提供参考，并且在众多相关的监督机构中，他们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本国农产品从最初到收割环节一直到最终的售出以及食品安

全等问题，全部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在进出口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厚生劳动省承

担，在风险管控方面的责任由食品安全委员进行监督和指正。

其次，严格的风险分析体系。日本在制定相关法律文件时，非常重视食品安

全的风险管理，并且日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针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分析体系，包

含了四个方面，从风险因素到食品判断再到风险管理以及最终的相关数据资料共

享，在这个过程中，食品安全委员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有 7位成员组成，而在

上述的整个周期中，会组建高达十六个的成员小组分工合作，他们会使用各种放

方法来获取相关的数据资料，比如面向社会征集等，并且会针对相关情况和当地

政府沟通交换意见。

最后，为了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快速在相关行业普及，日本利用团购保险的

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保费有所优惠的特点吸引相关商家进行投保，从而达到

了为这些商家分散经营风险的目的。

表 5.1 国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模式总结

模式类型 主要特征 优点 缺点

美国模式 通过严格的高额补偿来促

进参保

较高的投保率，受害者

能获得高额经济补偿

容易出现责任保险危机

欧洲模式 福利体系的辅助工具以及

完善的监管制度

使福利体系更加完善，

有利于民生

补偿额度相对不高

日本模式 是政府监督的一种补充 以政府的监督为主 食品商家缺乏投保动力

资料来源：道客巴巴在线文档分享平台

可以看出，美国通过严格责任原则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大幅提高了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这些举措之所以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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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得益于美国浓厚的法治氛围；欧盟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对于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则非常注重监管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事后追责；日本则以政府

为主导，完善监管体系和风险评析系统，可以帮助政府分担监管压力。

5.4 对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启示

根据对以上三个地区的模式发展特点，结合“食无忧”产品实施的现实情况，

本文共有三点启示：

第一、浓厚的法律氛围是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该险种之所以

能在美国高度发展，主要得益于浓厚的法律氛围，由于严格责任原则、惩罚性赔

偿、消费者法律意识较强等原因，消费者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会主动也能够

采取维权措施，让涉事商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此促进商家投保。商家大规

模的投保使保险公司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完善，从而促进了险种的发展。而我

国法律氛围相对较差，正是导致商家产生侥幸心理，从而导致相关产品种类数量

少以及保险公司疏于对产品的完善，最终影响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

第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维护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良性发展的有力手段。

欧盟地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拥有合理的监管制度，若发生食

品安全事件，可以通过这种制度查到相关商家，以便于消费者的维权或法律惩罚。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监管部门、平台和保险公司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存

在不足之处，不利于维护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第三、食品信息交流机制是外卖食品监管的有力工具。在日本的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发展中，这种机制把政府和社会各界联系起来，食品安全信息共享，实现

全社会对于食品安全的共同监督。在我国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中，相关

的信息交流机制尚有不足之处，急需改进，以此为外卖食品监管提供有力工具，

从而维护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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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结合目前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环境，可以看出，浓

厚的法律氛围、合理的监管制度、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目前外卖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发展所急需的条件，结合前文对于“食无忧”产品的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

结论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我国目前关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法律氛围较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没有明确的发展模式，其次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并由此导致保险公司疏于

对产品的开发和完善：“食无忧”的理赔服务中，保险公司在与用户沟通、承赔

核赔方面有待优化；保险条款设计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没有免赔条款和固定费

率制方面；核保承保工作需要强化；现存产品种类数量过少，在未来无法更全面

的保障外卖市场的安稳发展且不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需要加大产

品创新，来适应外卖行业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同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食品

安全信息交流机制有待完善。

6.2 对策建议

6.2.1 确定强制投保模式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投保方式：第一，立法规定相关的食品商家和保险公

司，商家必须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相关保险公司也必须对其进行承保，这是

一种强制投保的模式；第二，食品商家与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来考

虑是否需要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或对某家食品企业进行承保，法律中不会对他

们做出强制性的规定，这是一种自愿投保的模式。他们都是为了帮助相关商家转

移经营风险、并使用户们的合法权利得到更好保护，但是在能够满足的投保需求

上有所区别：自愿模式通常是根据企业和保险公司自身的需要来决定，他可以从

更多更全面的角度对企业进行保障；强制模式以保障商家的常见且不是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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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为主。如表 6.1 整理了两种模式的共同点与不同之处。

表 6.1 两种投保模式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投保模式 共同点 不同点

自愿模式 都是为了帮助相关商家转移

经营风险、并使用户们的合法

权利得到更好保护。

1.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

2.可以满足多层次的保险保

障需求，尤其是较高层次的保

险保障需求

强制模式 1.所有商家强制投保；

2.以满足基础层次的保险保

障需求为主

资料来源：刘中华.《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及制度构建》.2012：27-28

根据前文分析，目前该险种产品不多，并且是以满足基础层次的保险保障需

求为主的，符合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在保险需求层次上的特征。

并且，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已经确定了强制投保的模式：

在《食品卫生管理法》中有关于我国台湾地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并

且明确了强制保障的范围和保额，该规定对于用户的人身安全高度重视。

结合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由于目前外卖食责险产品种类数量有限，且现有

的产品费率和保额都比较低、以满足基础层次需求为主，因此要通过立法的方式

进行强制投保的规定。同时进行普法教育宣传活动，另社会各界更快更好地熟悉

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食品安全意识、法律意识、保险意识。

6.2.2 优化理赔服务

1.加强沟通。在保险公司作出理赔决定之后，若用户主动联系客服表达对结

果存在疑问和不满时，应该及时沟通，让用户了解相应原因，以便用户通过其他

渠道进行维权。在现有的理赔流程中，应该加强外卖平台的客服人员与消费者进

行沟通的工作，如果消费者依然存在不满或疑问，则应该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

险公司应该设置相关客服岗位，由专业客服对用户疑问进行解答。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问题研究——以“饿了

么”平台“食无忧”产品为例

41

2.加强核赔。在理赔环节中，核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保险人可以在这

个环节中对出险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和分析判断，根据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责任、

保险期限的相关规定，来决定此次事件是否需要进行理赔。由于这个环节会直接

影响到保险公司在该险种中的经营利润，从而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尤为重要，所以

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非常谨慎。首先，要核对事故中食品企业负责人的身份，然

后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地点、时间等等细节进行查勘，并协助相关监管部门进行

调查和信息交流。以此来核实是否符合合同中的保险责任，若认定为保险责任，

需要对事件中的经济损失进行大致估算并上报公司。其次，核赔工作人员需要对

食品安全事故相关信息仔细核实，避免遭遇保险欺诈或道德风险。最后，在工作

中，应该充分发挥保险科技作用，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以此来提高工

作效率和受害者在理赔服务中的体验感。

3.完善承赔环节，在经历过核赔，明确了保险责任后此，保险人需要对受害

者的人身财产损失进行相应的补偿，通常保险公司会把补偿款发放到受害者支付

账户，对于理赔金额的确定却没有明确的说明，使受害者对此存疑。针对这个问

题，保险公司可把理赔原则、补偿标准进行公示，不仅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的合同中体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外卖平台、保险公司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对

消费者进行保险知识科普，让更多的消费者理解保险理赔的相关专业知识，以此

来减少受害者收到理赔款后的存疑情况。

6.2.3 完善保险条款

6.2.3.1 设置免赔条款

免赔条款是指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即使经过核赔确认了保险责任，但

保险公司不会对所有的保险责任进行补偿，而是有一定额度的免赔，也就是免赔

额，而免赔的这一部分金额，由事故相关的投保商家自身支付。这种条款可以有

效地防止投保商家的道德风险行为。这种规则同样适用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险，

在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投保商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免赔条款的设定，

可以促进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如果发生外卖食品安全事故，外卖商家

需要自负保险单约定的固定或比例的赔偿，保险公司只对这以外的部分承担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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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的责任，对于不予赔偿的金额，外卖商家必须自己承担。这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外卖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保证了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防灾防损功

能的发挥。

6.2.3.2 实行浮动汇率制

鉴于我国外卖行业现状以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浮动费率制虽复杂但更加实

用。为满足外卖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需求不断增加的

发展要求，浮动费率制会更加的合理。

在浮动费率制中，费率的调整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外卖商家店铺本身

的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出险率以及出现后的损失严重程度，而店铺的食品安全风

险等级又会受到多方因素影响，比如实体店铺的经营环境、店铺负责人的食品安

全意识和法律意识、食品制作卫生条件等等。财险公司在制定费率时，应该充分

考虑这些因素。同时，对于费率的调整还要明确四项原则：充分性原则、公平合

理原则、灵活稳定原则、促进防损原则。

首先，充分性原则是考虑到了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这笔收入需要保证保险

公司能够进行正常的运行，从容能够长久稳定的发展。

其次，公平合理性原则中，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费率制定需要严格按照

相关的参考因素来制定，确保商家所面临的费率时科学的合理的，既能帮助商家

达到经营风险的转移目的，也不会对商家造成过大的成本压力。

再次，稳定灵活性原则是指虽然费率采用了浮动的形式，保险公司可以对其

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费率也必须保证相对稳定性，不可以频繁多次的调整改变，

为投保商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能够保持保险公司守信的良好形象，若影响费

率制定的因素发生了较大改变，保险公司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费率的灵活调整，

维持浮动汇率应有的功能。

最后，促进防损原则。防灾防损功能是财产保险的一项重要派生功能，而浮

动汇率制是财产保险发挥这项功能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的费率制定中，也应该遵守促进防损的原则，主要表现在通过费率的调整，要能

够增强对应食品商家的食品安全意识。在实际操作中，若投保商家的风险程度较

低，出险率和出险后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不高，则可以灵活调低对该店铺的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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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风险等级、出险率较高和出险后造成过严重后果的店铺，适当增加费率。

6.2.4 加强核保承保工作

保险公司应该对外卖商家的经营风险有所了解，然后确定并通过风险系数来

决定是否对其承保，跟据前文分析可以得知，影响外卖商家风险系数的因素有很

多。由于外卖商家都在外卖平台注册，且平台有规定的食品安全检查活动，因此，

保险公司可以加入其中，并扩大活动的次数和范围，同时对于检查结果和高风险

商家、违规经营商家进行信息共享，更有利于对商家的风险系数的判定。对于风

险系数较高的外卖商家可延期承保，并及时通知商家和其所在平台，令其限期整

改，待风险系数降低到满足可承保条件时进行承保。

6.2.5 加强产品创新

根据上文分析，导致产品种类与数量较少的原因很多，同时涉及到该险种的

多个主体，因此应该增强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各方主体意识，以此来推进该险

种产品创新从而促进险种发展。

6.2.5.1 消除外卖商家侥幸心理

针对商家存在侥幸心理的两个方面，应该从商家保险意识和消费者维权意识

两个方面进行增强。

对外卖商家要提高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宣传力度，必须要让店铺负责人

对食品安全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并要求商家承担起社会责任。让食品外卖商家对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拥有足够的理解，理解该险种的功能以及在商家经营过程

中对他的保障作用，然后更好地接受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并期待新款产品的

推出。

同时也要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和媒体账号进

行宣传，以此来强化用户们的保险意识和维权意识；外卖平台也应该充分发挥作

用，在平台首页设置消费者维权专栏，通过专栏向消费者普及法律维权知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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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知识。当消费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得到提高之后，会更加重视维权行为。

这种局面下，相关店铺会面临较大的经济赔偿责任，当现有外卖食责险的风险保

障已经满足不了商家需求的时候，就会倒逼外卖食品商家对外卖食责险的创新需

求，以此激发保险公司对于外卖食责险产品的创新动力。

6.2.5.2 鼓励保险公司进行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研发

据前文分析，有诸多因素导致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数量不多，但背后

更根本的原因乃是保险公司缺乏社会责任感，因为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

创新可以更好的保障外卖市场的发展以及外卖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针对此种情

况，银保监部门应当向保险公司进行再教育和鼓励，通过开会等方式让保险公司

明确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通过到保险公司实地慰问的方式，以及对在外卖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创新中拥有较为积极态度的公司进行政策上的照顾，比如优

先审核该公司相关申请等等，以此种方式来促进保险公司的产品创新。从而推动

外卖食责险的产品创新与发展。

6.2.5.3 鼓励外卖平台承担起社会责任

首先，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专家座谈等方式，邀请现有外卖平台的负责人进行

讨论，在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以及外卖食责险产品

的创新上达成共识，鼓励平台主动与保险公司合作，以求推出新的外卖食责险产

品，同时给予平台一定的政策优惠，比如主动加入“饿了么”食安服务 APP，促

进外卖商家食品安全信息共享，从而强化监督。

其次，外卖平台帮助保险公司对新开发的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进行一

定的推广，使本平台的食品外卖商家更快地了解、更好地接受新产品。由于现有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是实行强制购买的措施，并且已经对一些基本的外卖

食品安全风险有了保障，因此新款产品可以实行自愿购买的原则，经营不同外卖

食品类型的商家根据自家店铺的需求来购买合适的外卖食责险产品，在前期平台

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减轻商家经营压力。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问题研究——以“饿了

么”平台“食无忧”产品为例

45

6.2.6 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外卖店铺虽然主打线上经营，但是对应的实体店铺也应该在监管部门的管理

之下，因此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助于防范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同时

有助于外卖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良好发展。

首先，应该加强对于食品商家的信息掌控能力，这类工作往往不能只依靠政

府部门，监管机构应积极联合保险公司、媒体机构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让他们对

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监督，可以建立投诉或曝光奖励机制，鼓励

消费者、媒体等勇敢投诉违法违规的食品生产行为和相关的商家，一经核实，政

府部门在严肃处理商家的同时给予投诉人一定的奖励。

其次，加强对食品商家经营资质的审查工作，政府部门可以牵头，由科技公

司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人工智能快速识别商家身份，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了解

商家过去的经营记录和操作规范。

再次，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并向社会公布，鼓励商家积极防范食品安全问

题，同时主动配合相关机构的检查工作。

最后，针对外卖商家的监督工作，外卖平台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在协助相关

监管机构工作的同时，增设平台内部针对商家的审核职位，加大人力投入，提升

平台内监管人员的职业素养，更好地实现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从而完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

6.2.7 完善食品安全信息交流机制

随着外卖市场的不断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入驻商家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以

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共同监督的体系下，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交流就显得尤

为重要。目前，已经有外卖平台、保险公司、科技公司合作推出外卖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的情况，因此，可以鼓励相关的企业或平台，开发出能够与政府监管机构

以及社会各界的沟通系统。以“饿了么”平台推出的“食安服务”APP 为例，该

APP 仅仅覆盖了上海地区的所有外卖商家，政府应该鼓励其加大投入，逐步扩大

覆盖范围，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和餐厅纳入其中，同时开发适用于 IOS 系统的 APP

版本，并且做好相关的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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