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小吃货”调研沪上中小学生点外卖现状。 受访者供图

打开这份长达23页的调研报
告，里面有详实的数据、各种表格、
访谈心得、撰稿者给出的建议等。
很难想象是出自两位中学生之手。

生性腼腆的辜舒尔透露说，之
所以会想到做这样一个调查，起源
是两人“吃货”的身份。“平时我们
很喜欢点外卖。最近看到身边很
多小伙伴也加入了‘外卖一族’的
行列，他们中有高中生、初中生，甚
至也有小学生，我们非常好奇他们
点外卖的原因、花费、频率。于是
就开始了这次调研。”

调研过程有合作，有分工，通
常辜舒尔、赵舜华会一起分发、回
收、统计问卷。然后由赵舜华主要
制作图表，辜舒尔主打撰写报告。
为了尽快回收400份纸质问卷，她
们找到了四所学校（一所高中、两
所初中和一所小学）的老师，让他
们代为分发和回收问卷。之后又
通过朋友圈回收了800多份电子
问卷。“通过老师发放问卷给学生，
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成本呢。”辜舒
尔告诉记者。

面对厚厚一沓纸质问卷，两人
感到了“压力山大”。因为手动统
计的工作量太大，将纸质问卷的内
容都录入问卷星中，由网络版问卷
星自动生成图表和统计结果。“这
件事花了我们整整两个星期时
间。连续输入几百份问卷，每份问
卷都有近 20 题，干到最后累坏
了。但是一想到这是我们自己的
创新活动，就鼓足勇气坚持了下
来。”辜舒尔说。

通过对1197名中小学生的问

卷调查以及对老师、企业家和专家
的访谈，两位“小吃货”获得了第一
手数据和资料。调查发现，沪上七
成中学生使用过外卖送餐服务，有
7%的小学生叫过外卖，品牌中餐、
品牌洋快餐和饮料是中学生的“最
爱”，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对外卖食
物表示满意。然而，一部分未成年
人独自叫外卖，存在安全隐患；外
卖食品的卫生安全状况也不能完
全保证。

辜舒尔告诉记者，两人之所以
做这个课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
校本身也很鼓励学生搞创新课题
的研究。“我们的校长杨士军作为
指导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此
外，今年1月下旬我们还通过电子
邮件的方式和网络订餐平台——
饿了么CEO张旭豪取得了联系，把
我们的课题报告初稿发给他，没想
到，才过了几天，就惊喜地收到了
他的回信。张叔叔说，这份报告视
角独特，让他们知道了外卖平台还
有这么一部分忠实的小用户。他
还认为，我们的研究报告中有两个
地方对他们启发很大。一是中小
学生独自点餐的安全问题。他回
应说：目前饿了么对所有骑手都要
求实名认证。接下来，企业还会考
虑让用户点餐时填写年龄标签，重
点加强对未成年人、老人以及其他
特殊用户的保护。二是中小学生
的饮食健康问题。这个课题给了
饿了么一个启发，或许今后可以开
发一个专供家长使用的外卖预订
功能，让家长帮子女把一周的营养
餐提前订好。”

调研背景
回收千余问卷了解中小学生点外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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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显示，外卖送餐服务已经
进入到上海中学生的生活，数据显
示，七成中学生叫过外卖。而且，
随着年龄的增加，叫外卖的比例、
频率都在提高。不过，小学生中叫
过外卖的只有7.4%，比例不高。这
与智能手机的普及有关。不过，调
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使用网络
外卖平台不到两年。

中学生叫外卖的花费，各种档
次都有。每次 15-30 元、30-50
元、50-100元的比例差不多，大部
分被调查者每月不超过 300 元。
有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学生叫外
卖的花费和年龄成反比。通过分
析，两位调研学生发现，这是因为
孩子年龄越小，叫外卖和家人一
起吃的情况越多，全家人一起吃，
花费就高；而到了高中阶段，常常
是叫外卖自己吃，所以花费不
高。另一个数据也能够支持这一
点，大部分家长对于孩子叫外卖
持“支持”或“无所谓”的态度。在
被调查的家长中，出乎意料的是
小学生家长表示“支持”的比例最

高，达到54.45%；中小学家长明确
表示反对的都不到 10%，还有很
多家长表示无所谓。

在叫外卖的时间方面，叫外卖
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中，在双休日、节
假日叫外卖的最多，占67.61%；其次
是“工作日和休息日都叫过”，占
23.63%；在周一至周五叫外卖的最
少，占8.75%，曲线的走向基本一致。

在回答“叫外卖的原因”这个
问题（多选题）时，中小学生的选
择很一致，从多到少依次为：家里
没人做饭、懒得出门、外卖选择多
口味好、家里或食堂的饭不好吃。

调查还显示，中小学生也意识
到了外卖行业中存在的问题：七成
中小学生认为大量使用一次性餐
盒餐具导致外卖垃圾增多，影响
环境；超过五成的中小学生认为
外卖食品安全不太有保障；此外
还有超过三成的中小学生认为外
卖小哥交通事故频发。辜舒尔表
示，这说明现在的学生有较强的环
保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并关注社
会热点。

05后中学生开展同龄人网络订餐微调研

未成年人独自订餐或存安全隐患
动动拇指，轻点手机，没过多久，热气腾腾的饭菜就送到了手中，非常方便。复旦二附中的初一学生辜舒尔、赵舜华是

两枚不折不扣的“吃货”，也喜欢点外卖，看着周围同学点外卖的频率越来越高，便萌发了调研中小学生点外卖情况的念头。
上海中小学生使用外卖送餐服务的现状究竟如何呢？中小学生怎样看待这一行业的发展？其中又存在哪些值得思

考的问题？经过长达半年的调研，回收了千份问卷后，近日这两位中学生出炉了《沪上中小学生使用外卖送餐服务的调
查研究》。她们不仅给出了详细的建议，还通过邮件找到市政协委员、“饿了么”老总张旭豪，得到了对方的回信点赞。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在做学生访谈和开放式问卷
时，辜舒尔、赵舜华获得了五花
八门的回复。其中学生们关于
食品安全的方面的意见最多。

“外卖尽量少增添防腐剂。卫生
改善一下。”“塑料热包装很不放
心。”“要对从业人员要严格要
求，制定严格的规则。”其次是
环保方面。有不少学生建议“减
少一次性餐具使用”、“改进餐盒
材料，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

“回收包装盒”、“使用更环保可
降解的包装材料，不给地球增加
负担”等。

在服务方面，在提出速度快
一点，保温、保质的要求外，还有
同学对用户提出了“有温度的建
议”：“对送餐时效应该宽容一点，
否则外卖小哥赶时间容易造成交
通事故。”

问卷调查时，学生们对外卖
小哥的安全表示担忧的也很多。

“外卖小哥骑车慢些。”“用汽车
送，电瓶车太危险。”“外卖小哥经
常出交通事故，以后可以让机器
人送餐。”……还有一个同学提
出：“用商业保险提供外卖小哥人
身保障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个别同

学希望能保障自身安全。有学生
希望“保证外卖人员不骚扰和欺
负小孩子”、“请外卖小哥不要再吃
我的饭了”。 还有少量建议是给
网络订餐企业的：“外卖量要合理
分配给快递员”、“让外卖小哥增加
收入”、“多一些女性送餐员”等。

“我们建议，送餐平台企业应
对加入的商户进行严格审核，加
强食品安全管理。因为现在有大
量中学生、一部分小学生叫外卖，
这个人群在不断增长，所以如果外
卖的食品卫生有问题或者营养不
均衡，会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我
们还建议尽量使用环保餐盒或绿
色餐盒，减少外卖包装的垃圾。对
于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独自一人叫
外卖、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能否
在平台上对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限
制？规定14岁以下不能独自叫外
卖。对于中学生，我们的建议是：
叫外卖要适度，频率不能太高。尽
管外卖的诱惑难以抵挡，但也不能
天天吃。毕竟妈妈做的饭才是家
里的味道。如果吃着外卖长大，以
后也不知道什么是‘小时候妈妈的
味道’了。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
尽量多在家里给我们做饭！”辜舒
尔和赵舜华说。

出乎意料
5成以上小学生家长支持孩子叫外卖

吃货支招
改善卫生、回收包装盒、让机器人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