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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外卖取餐柜 12月 1日起小格口涨价
在快递智能存取柜已经相当普

及的如今， 外卖取餐柜对大多数人
来说依然是件新鲜事。 当通知你取
外卖的不再是骑手小哥的电话，而
是一条响起提示音的信息：“您的
外卖已到柜！ ”多少人叫好，又有多
少人抱怨？

外卖取餐柜出现在申城街头楼
宇内也已有一段时间， 这本是科技
服务生活又一利好， 却意外在骑手
和顾客间都有不小的反对声： 骑手
的意见在认为收费价格高上较为集
中， 用户则以原本无需下楼取餐现
在却需要下楼取餐的那部分意见最
大。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有的外卖
取餐柜从 12 月 1 日起调整收费小
格口涨价，高峰期使用率仅两成，也
有外卖取餐柜和物业签约进场后效
果不佳而暂时撤柜……

高峰期使用率仅两成

几个月前， 上海核心地段普安
路上的一栋办公楼宇后门附近，多
了一座智能外卖取餐柜。 这个智能
柜挺有名， 几十米开外的保安都能
准确指出它的位置。 午高峰临近尾
声，依然不时有骑手过来送餐。一名
骑手在附近停下了电动车， 给楼上
的顾客打电话通知他们取餐。 “你
知道那边有个外卖存取柜吗？ ”面
对记者的问题， 他忙着打下一个电
话：“知道！ ”

等两个电话都打完， 他才回答
道：“不太喜欢用那个。”他说，由于
这一趟同时送两单， 如果要放快递
柜还要放两次，不仅有点麻烦，更关
键的是还要收费。又等了五分钟，记

者终于等到一个径直前往外卖取餐
柜放置外卖的小哥。 他一路走到外
卖存取柜， 看了一下柜子顶部的几
张贴纸， 对着一个二维码举起手机
扫一扫。几秒钟后，他发现自己扫错
了，扫到“取餐”的二维码上去了。
于是侧移几步，对着“存餐”的二维
码重新扫。这次比较顺利，在低头对
手机做了一番操作后，14 号箱柜的
门弹开了。几乎是同时，这位小哥的
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付费 0.4 元成功
的页面。

他将外卖放入箱柜中， 转身快
步往外走。除了一开始扫错二维码，
后续操作可谓“熟门熟路”，是因为
习惯使用吗？“我不喜欢！ ”在表达
自己的态度时， 小哥加强了语气，
“我只是现在实在没时间了， 这个
太贵了！ ”

此时， 加上小哥刚刚放进去的
外卖，可以看见 61 个箱柜中仅有 5
个亮着灯。 “疫情之后外卖就不能
送上楼了，这里是后门，上面的人从
这个通道下来。 ”附近一名熟悉这
栋办公楼的人员透露， 或许由于并
不经过大堂， 因此这里中午并不会
出现外卖摆得满大堂都是的场面，
骑手一般爱在楼下等人下来取餐。
由于是办公楼， 晚上下班后没什么
送餐晚高峰， 因此柜子利用率最高
的是在中午，“没有三四成那么多，
据我的观察能放两成差不多。 ”

12月 1日起小格口收费涨了

这个“智能取餐柜”的外观标
志显示，它由一个名叫“白领优拼”
品牌安装运营。张贴的使用告示，对
使用规范、超时处理、清洁消毒、开

柜故障四方面情况进行了说明。 超
时处理中提示顾客尽快取餐以避免
滋生细菌，而对存放超过 6 小时或
隔夜未取餐品， 会进行清柜丢弃处
理，并开启紫外线消毒灭菌。而在开
柜故障一项中提及， 遇到开柜故障
先联系骑手核对投放位置和取餐信
息是否正确， 还不能解决请联系取
餐柜客服热线处理。

另有一张张贴于 11 月 25 日
的通知， 上面写着从 12 月 1 日起
对智能组餐柜存餐服务收费价格进
行调整： 小格口从原来的 0.3 元 /
单涨至 0.4 元 / 单， 与大格口收费
持平，而大格口为涨价，仍是 0.4 元
/ 单。 另外还有充值存餐充就送的
优惠。 特别说明写到“存餐自由，取
餐免费！ ”记者注意到，之前的 14
号箱柜正是小箱， 可见那位送餐小
哥是赶上了价格调整后的首波 0.4
元 /单。

不想下楼取餐的顾客意见最大

如果说骑手不爱使用的最大障
碍是收费， 那对使用免费的用户来
说，麻烦还在别的方面。 “每次存 /
取餐都需要排队扫码， 输入手机尾
号， 如遇到与柜内已存外卖者的手
机尾号相同时还需要再联系小哥。
此外这个自提柜还强制关注官微并
强制获取用户信息， 否则将不能取
餐。 ”早在数月前，已有用户在微博
抱怨。

白领“艾琳”在今年 11 月上
旬发现， 办公楼的外卖不再送到用
户手里，而是放进外卖取餐柜。“绕
远路去取再扫码验证， 取个外卖像
解救人质一样，APP 上还一堆广告

推送。 ”对外卖取餐柜意见最大的
顾客， 要数那些原本可以送到手里
的外卖，现在却必须亲自去取。“如
果我都穿戴整齐下楼了， 我为什么
不直接去餐厅里吃，还要点外卖？ ”
网上，有顾客表示，自从楼下多了外
卖取餐柜， 自己减少了下订单的频
率。

和商务楼宇相比， 上海居民区
设置外卖取餐柜的情况较少。 曾有
小区物业在疫情期间因外卖无法送
上楼而放得大厅里都是， 而主动引
进外卖取餐柜希望解决这一问题，
结果引来居民投诉。 也有外卖取餐
柜尝试在小区门口布点， 但最终效
果不佳而撤柜。

外卖取餐柜设点选址极其关键

一栋楼宇是否引进外卖取餐
柜，决定权还是取决于物业。在一家
外卖取餐柜的官网， 记者找到了一
些标注已经签约的办公楼宇。 其中
一栋公示已于 8 月签约，但记者上
门时发现并没有智能外卖取餐柜，
外卖与快递的临时存放点乃是一个
多层架子。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疫情开始
后送餐人员不能上楼， 于是就多了
这个露天的临时存放点。之前，外卖
取餐柜确实曾经进场， 但由于使用
者较少， 在衡量了维护成本等得失
后暂时撤柜了。 由于签的是一年的
合约，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可能
要重新选择位置，外卖取餐柜“二
进宫”。

另一栋同样签约了外卖取餐柜
进场的楼宇物业人士向记者透露：
“取餐柜方面希望我们帮忙做引

导， 让骑手把餐放到柜子里去，但
我们怎么方便做这种事呢？”据悉，
由于提供场地和负责供电之类的
事，因此外卖取餐柜入驻往往还需
要向物业支付部分费用，成本的叠
加势必对后期的盈利模式提出考
验。

另一方面， 主流外卖平台同样
在开发投放外卖取餐柜。 美团外卖
对智能取餐柜着眼于疫情期间的
“无接触配送”，今年 2 月 10 日在
北京望京医院投放首台， 目前已在
北上广部分核心写字楼、 社区卫生
中心、医院及校园陆续落地试运营，
并设置无接触配送试点。 美团外卖
表示：“将根据各地复工情况，联手
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在疫情结束前向
全国市场投入外卖智能取餐柜，帮
助医院、办公楼提升管理效率，同时
提升外卖用户的取餐体验。 ”未来，
智能取餐柜将覆盖大部分外卖需求
高频、人员密集高的场所。

饿了么的取餐柜聚焦午高峰
电梯资源特别紧张的商务楼。 今年
4 月， 饿了么在太古汇投放疫情期
间首个使用的智能取餐柜，启用伊
始就颇受白领的欢迎。 当时，预计
在上海投入 1000 个智能取餐柜，
在全国投入 3000 个。 外卖取餐柜
在疫情期间逐渐启用推广，布点选
址尤其重要，在商务楼、学校、医院
等一些人流密集、 订餐需求高，送
餐“最后一公里”较为麻烦的区域
相对有使用价值，而在另一些场景
下则可能显得“鸡肋”。 另外如何
协调运营成本的压力以及向骑手
单方面收费的模式之间的矛盾还
有待探索。

（周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