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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品牌名酒专卖店铺转让
专卖店位置：●位于一世界A座底商纯一层135平方米；●位于天池国际大

厦底商200平方米。品牌名酒专卖（经营二十年老店），欢迎有经济实力的同行
业企业老板考察，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5028639125高女士

近日，网络上一些挖掘“烤
鸭猫腻”的文章重现江湖，“烤鸭
18元一只，活鸭却要 40多元一
只”，加工后的鸭子反而还便宜
了?这一看上去十分矛盾的价格
差异，引发了人们对烤鸭的猜
忌。

是否是“死鸭”或
“病鸭”

记者注意到，这些文章往往
用“死鸭”“病鸭”等词汇来描述
烤鸭店所用的鸭子，并指责烤鸭
店老板为“利欲熏心的不法商
家”。那么，烤鸭店的鸭子比活鸭
还便宜，是否就是因为用的是

“死鸭”“病鸭”呢?
为了解情况，记者走访调查

了武汉三家烤鸭售价均价在 30
元一只的烤鸭店。其中，赞赞手
撕烤鸭和孙氏手撕烤鸭店的工
作人员称，他们用的原材料是冷
冻的白条鸭，杨氏手撕烤鸭的老
板则用的是半番鸭（骡鸭），“是
洪湖屠宰场发过来的淘汰下来
的鸭子，是好的鸭子，我们自己
杀的”。

记者又咨询了南京价格偏
高、同时又备受欢迎的烤鸭店，
其所售烤鸭均价在 27元/斤，一

只 3 斤—4 斤的烤鸭需要 80 元
以上。两家店店员都告诉记者，
门店所用的鸭都是当天现宰的
活鸭，相比冷冻鸭，价格会贵点。

对比武汉和南京的几家烤
鸭店，记者发现白条鸭价格相对
便宜，活鸭则更贵。烤鸭所用原
材料不同，直接关系着烤鸭的价
格差异，有的低价烤鸭店确实是
用冷冻白条鸭制成烤鸭。据了
解，白条鸭是指已经加工好，除
去鸭毛、内脏和表面角质，通过
预包装，直接出售的肉鸭。

一个月出栏的白
条鸭安全吗

据新华社报道，早在 2018
年，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侯水生院士就在采访中介
绍过，小白条鸭是大多数“18元
烤鸭”的原材料，鸭子饲养期在
30 天左右，主要用于加工小型
烤鸭、香酥鸭等，出栏体重为1.9
千克至 2.0千克，屠宰后全净膛
重约1.25千克，烤制成熟食后重
量约0.80千克，即1.6斤左右。

有网友质疑，饲养一个月就
能出栏，不会是打了激素的速生
鸭吧?对此，侯水生解释道，这是
育种家通过遗传改良培育的新

品种，其特点是饲料转化效率更
高、鸭子长得更快，用育种术语
讲叫“料重比更高”——小白条
鸭的料重比在 1.60：1到 1.65：1
之间，也就是说这些鸭子吃 1斤
6 两的饲料差不多就能长 1 斤
肉。因此，生长期短并不是因为
激素，而是因为吃了营养丰富均
衡的饲料，消费者大可放心购
买。当然，由于生长期短，小白条
鸭肌肉中水分含量较高，肉嫩，
不适宜某些烹饪方式，比如炖老

鸭汤。
也就是说，鸭子生长期长短

与是否健康没有因果关系，只与

肉老或肉嫩有关。而生长期在两
三年的老野麻鸭，因为品种、喂
养方式、喂养时长不同，养殖成
本更高，价格自然远高于小白条
鸭，其均价要贵很多。

烤鸭店老板是否
在做“亏本买卖”

既然鸭子没问题，那么售价
18 元一只，烤鸭店老板是否在
做“亏本买卖”呢?侯水生算了一

笔账。
侯水生强调，人们忽略了处

理加工这一环节，烤鸭和活鸭相

比只有鸭肉，少了很多部分，比
如鸭绒、鸭胗、鸭掌、鸭舌、鸭肠、
鸭翅，卤制好的鸭舌售价超过了
100元/斤，而鸭心、鸭爪的单价
也超过烤鸭。

对于烤鸭烤制成本的错误
估算，也是人们对价格差异产生
疑惑的另一个原因。侯水生估
算，一只鸭的烤制成本在 2元左
右，小白条鸭胴体出厂价8.2元，
加上批发流通环节（含冷藏费、
运费等）每只3元，再加上2元左
右的烤制成本，一只 1.6斤左右
的烤鸭总成本为13.2元，比起18
块钱的售价，还有4.8元的利润。

此外，活鸭和烤鸭之间看似
不合常理的价格差异还跟重量
有关。18 元一只的烤鸭一般只
有 1.6斤，而一只处理过的活鸭
有3斤—4斤，大约是其两倍重。
活鸭一般是现杀，其价格还包括
人工屠宰费，而烤鸭用的冷冻鸭
是加工厂批量屠宰的，成本也相
对更低。

总之，活鸭比烤鸭价格贵是
由鸭子的品种、喂养方式、新鲜
程度、重量、包含部分、生长周期
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烤鸭店
所用的冷冻鸭比活鸭成本更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冷冻鸭有食用
安全问题。 据“经视直播”

活鸭40多元一只，为何烤鸭只要18元？
烤鸭店老板是否在做“亏本买卖”

有一个难忘的婚礼是不少
年轻人的梦想。但近几年，“办不
起婚礼”成为社交媒体上的话
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于 2023 年 7 月—9 月开
展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结婚花
费的平均值高达 33.04万元，是
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92万元）的8倍多。

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
元的婚礼花费，以及繁琐的婚礼
步骤，让不少年轻人直呼“压力
山大”。

婚礼花费“四大
金刚”知多少

河南某县城女青年张蕊于
2023年举办婚礼花了 30万元，
这对于张蕊和家人来说，不是个
小数字。

2023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省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33元。

张蕊介绍，婚庆现场布置花
费2.3万元，婚纱礼服花了2.7万
元，被称为婚礼“四大金刚”的摄
影、摄像、主持人和化妆师，聘请
费用要 3万多元；酒席占大头，
花费 20多万元。这些花销超出
了两位新人的经济负担能力，酒
席钱由父母承担。

在内蒙古自治区某三线城
市，刘露露的婚礼花费也近 30
万元。她一直梦想有一个充满仪
式感的婚礼，但也不想过分浪
费。

对于拍摄婚纱照的费用，新
人们都比较大方。由于平时忙于
工作没时间旅游，刘露露决定去
外地拍摄婚纱照，预算定在 1万
元。几经挑选，她选择了海南三
亚的一家摄影工作室，定下了
1.28万元的拍摄套餐，“超出了

我的预算，但这是对比之后性价
比最高的了，他们还能够提供全
部底片”。

张蕊在婚纱照上也花费不
少。经不断对比，她确定了 8000
元的套餐，又被告知需再支付
1000元的景区商业拍摄门票以
及 1000元包车车费。不仅如此，
在选片时，多选一张还要多交
150元。最后她一共花费 1.15万
元。

刘露露对于举办婚礼的要
求是“性价比高”，把预算定在 3
万元—4万元。她咨询了很多婚
庆策划机构，选择了报价最实在
的。“我不需要水晶、吊顶等装
饰，现场喜庆大方就行。那些动
辄报价 10万元的，我觉得难免
有忽悠人的成分。”在与婚礼策

划师沟通过程中，她主张能用假
花不用真花、能租赁不购买的原
则，尽量节约成本。最终，她的婚
礼一共花费6万元。刘露露说：“尽
管超了预算，但这个费用在本地
并不算高。有两个朋友的婚礼和
我的时间相近，他们仅婚礼现场
布置就花了十几万元。”

95后女生郑倩希望婚礼花
费“能省则省”。她在社交平台上
收藏了很多备婚帖，做了不少省

钱攻略。婚礼当天，郑倩自己化
妆，节省了化妆师费用；出阁宴
当天，没租礼服也没请摄影摄
像，现场装饰都是网购后自己布
置，又省下不少费用。但最后算
账时，郑倩还是吓了一跳，“花了
20 多万元，超过了双方父母提
供的婚礼筹备资金”。

总有些“不得不
花”的钱

婚礼花费到底花在了哪里？
郑倩复盘后发现，总有些“不得
不花”的钱，比如婚礼当天，郑倩
邀请的主持人在没有沟通的情
况下带来 3个督导，婚礼结束后
每人收费 500元，“不知道他们
是来干什么的，但这个钱也不能

不给”。
让郑倩无奈的是，有些东西

在筹备婚礼时不买遗憾，买了用
不完，如气球、喜字、贴花、门口
签到台等，这些花费 1000 多元
的装饰品只能用在婚礼当天，剩
下很多，“扔了可惜，不扔又没处
放”。

刘露露说，备婚时才发现，与
结婚有关的物品价格都比普通物
品高，“我在网上店铺购买的红色

结婚睡衣，比同店铺同款式其他
颜色的贵100多元。买床上用品四
件套，婚嫁系列的比普通系列贵
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婚纱照、婚礼跟拍、新娘化
妆等更是“花钱如流水”。刘露露
在一个摄影机构看到，闺蜜写真
（即两名女性一起拍摄）两套衣
服、7张精修的套餐价格为 2599
元，而婚纱照两套衣服、8 张精
修的套餐价格为 3599元，“拍婚
纱照时，男士只需要简单地化妆
打理，价格却要贵上1000元”。

婚礼跟拍摄影更是如此。刘
露露曾在传媒公司工作，有大型
会议活动时会请摄影师、摄像
师，“拍摄 3 个小时，大概收费
500元—1000元不等，但婚礼跟
拍的价格，两个机位就得 5000
元以上，要请一些有名气的摄影
师，价格就得过万”。

家在内蒙古的 90后尹志鹏
算了一笔账，在尽量从简的前提
下，他的婚礼还是花了将近 30
万元。按照当地习俗，他给了妻
子 16.8万元彩礼，包括婚纱照、
三金、婚纱租赁、化妆等费用。宴
请宾客的酒席花了 8 万元，婚
车、婚礼跟拍等花费近 3万元，
此外还有改口红包、压箱钱等费
用共计1.6万元，“每一处都需要
钱”，尹志鹏有些无奈地说。

高凯星在某三线城市经营
一家婚礼策划工作室。他介绍，
婚礼策划的费用有很多花在看
不到的地方，比如搭建的人工费
用、加班费用、物料运输费用、设
备费用等。“如果不是顾客要求，
我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物料，但凡
需要新买东西，成本都会增加。”

高凯星透露，其经营婚礼公
司的利润基本在 10%—20%之
间，“在同行里算比较低的”。他
坦言，有些婚庆机构为了获取客

户，承诺一些完成不了的内容，
让客户交很多订金，婚礼当天的
效果却不尽人意；还有些酒店将
婚庆礼仪捆绑销售，为了提高整
体利润，“消费者要提高辨别力，
别花冤枉钱”。

如何为年轻人减
轻“甜蜜负担”

婚礼花销长长的账单背后，
有着年轻人为筹办婚礼奔波的
身影，还有为婚礼花费所承受的

“甜蜜负担”。
刘露露说，对于普通人来

说，十几万元的费用不是小数
目，甚至是不少家庭一年的收
入，“婚礼结束时，看到很多物料
被拿走或丢弃，我挺心疼的，几
万块一下子就没了”。

经济学者盘和林注意到近
年来“甜蜜经济”下的高消费，他
表示，过高的婚庆费用会让年轻
人对婚姻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
影响年轻人结婚的积极性。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杨洁认
为，婚庆市场的发展激发了人们
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婚庆及相关
行业发展，例如餐饮酒店、婚纱
摄影、珠宝首饰等，但部分婚礼
环节收费不够合理，存在收费过
高的现象。她分析说，婚庆行业
的高消费，主要原因包括需求驱
动、社会观念、商业化倾向、市场
供给方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
多方面因素。有些人将豪华婚礼
视为身份和面子的象征，商业化
倾向导致服务价格攀升，市场竞
争促使供给方提供更高端的服
务，同时，信息不对称也导致部
分消费者难以理性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张蕊、郑
倩、高凯星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办一场婚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婚礼花费岂能成为“甜蜜的负担”

一对夫妻在旅行途中的照片一对夫妻在旅行途中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