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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上门代厨、上门

整理收纳、上门养老为代表的“上门经济”

日趋走俏，不仅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

需求，还拓宽就业渠道，丰富了服务场景，

让消费模式变得更为自由灵活。不过与此同

时，“上门经济”也面临监管存盲区、消费

者维权难、取证溯源难等问题，需要加强规

范引导。

“擅长家常菜，六菜一汤 88 元，额外付费可代买食材及打扫厨房卫生……”

在某社交平台上，广西南宁市“95 后”自由职业者小陈发布了提供上门代厨服

务的信息。她说，自己不是厨师但喜欢做饭，兼职做上门代厨后，每月可接 10

多单业务。

部分电商平台也瞄准契机，推出了代厨的增值服务。部分生鲜产品购买页面

下方提供了私厨上门烹饪、清洁等增值服务，烹饪服务价格按照烹饪数量计费，

6至 14 道菜的服务费用在 600 元至 900 元不等。

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花钱买服务来提升生活品质。且随着消费者

需求愈发多样化，“上门经济”所衍生的新兴职业分工也更加精细，上门代厨、

上门收纳整理、上门家政、上门按摩、上门养老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认为，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成熟，为花

钱买便利的“上门经济”提供了业态支撑，也是社会分工精细化、专业化的体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但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

星小额交易活动的除外。这在法律上为“上门经济”提供了支持，同时也给监管

溯源、维权取证增加了难题。

“我们总是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才去被动‘灭火’，有时还找不到人。”广

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改革处副处长张宏杰表示，传统行业的经营者

需要登记在册，但“上门经济”的服务提供者只需与消费者点对点联系，一旦双



方发生劳动纠纷，相关的侵权责任认定、权益保护难以得到高效解决。

同时，部分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及服务水平未得到有效认定及相关审核，消费

者的权益也容易受到侵害。以上门代厨为例，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未取得健康

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但目前部分上门代厨人员只做兼职工作，未取

得健康证明，对食品安全及消费者的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此外，部分平台对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核及监管也不到位，加之经营者大多

没有线下门店，最终成为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

姚华、张宏杰等建议，及时出台完善相关条例文件，提供清晰且更具操作性

的行业标准，避免监管空白。应将相关服务经营主体纳入监管范围，有效管控平

台，完善门槛准入和资质审核机制。

同时，应针对服务平台及服务提供者出台相关管理条例，明确此类劳动关系

的认定标准，规范网络平台的用工程序，严格建立健全合同制度。相关平台要切

实履行并加强服务资质审查责任，做好各类资质证明、健康证明的备案检查工作，

同时将上门服务的资质审核和顾客评价挂钩，补足资质审核的短板。

在权益保护方面，服务平台要畅通消费纠纷解决渠道，完善投诉及评价机制；

市场监管部门可与公安、商务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沟通协作机制，形成更加

有力的统一维权网络，为消费者和上门服务人员提供维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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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结合新闻内容，谈谈“上门经济”兴起的好处与坏处？

2.你是如何看待“上门经济”这种现象的？这一现象背后又有哪些原因

呢？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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