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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餐厅吃饭时发现， 不少店
家的服务员胸前都挂着‘请打赏’
的二维码。”7月27日， 鲁中书告诉
记者，扫一扫二维码后，除了能够
对该名服务员进行打赏，还能对餐
厅及服务员的服务进行评价，“还
挺有意思”。

当天，记者在长沙海底捞华创
国际广场店调查发现，该店店员确
实佩戴有“请打赏”的个人二维码，
部分消费者会主动询问，也有人尝
试打赏。该店一名男性服务员就表
示，自去年海底捞引进“打赏”这一
功能以来， 进行打赏的顾客还挺
多，“一次， 同事服务的一桌8位客
人， 每人都进行了扫一扫打赏，他
一下就增加了30多元的收入。”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沙
引进打赏机制的餐厅已超过10家，
这其中就包括了西贝莜面村、栗厨
时代、全聚德等。此外，餐饮打赏系
统提供商“众赏”市场部工作人员
董雪健向记者透露，在湖南，已有
约60家商户引进该公司的打赏系
统，其后台数据显示，每个服务员
月均收赏金在500元左右。

打赏形成小风潮， 也为部分
互联网创业者提供了机会。 去年
12月， 众赏平台就获得了弘毅资
本2000万元的Pre-A轮融资。而
与此同时，诸如赏呗、新微云等赞
赏平台也纷纷入局线下打赏系统
开发， 更让这一部分市场显得热
闹非凡。

服务好不好？长沙餐厅现“扫码打赏”
服务员月均收赏金500元 “服务激励还是变相小费”引争议 平台商瞄准服务全行业

“只需要扫一扫就可以给服务员一点儿小费， 还挺新
奇。”7月27日，市民鲁中书向三湘都市报记者爆料称，在海底
捞华创国际广场店就餐时发现，员工佩戴着“打赏二维码”并
热情邀请顾客进行服务点评。

记者了解到，这种打赏模式近来在长沙悄然兴起。消费
者通过自愿扫描二维码导入打赏平台，向为其服务的餐厅员
工进行百元以下任意数字的打赏，而相应的“赏金”则直接进
入服务员的个人账户。

“打赏”被餐厅管理者视为激励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其
收入和服务质量的“窍门”， 但同时也被一些消费者看做是
“变相小费”进而表示质疑，这其中，部分服务员主动索要打
赏的行为更是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见习记者 黄亚苹 陈柯妤 记者 朱蓉

记者从长沙市统计局获悉，
2016年长沙市服务业实现增加
值4439.52亿元，居全国省会城市
第6位。而今年3月23日，长沙市
发改委发布《长沙市“十三五”现
代服务业发展规划》，《规划》指
出，长沙现代服务业要在2020年
力争实现增加值比重达55%。

长沙服务业市场规模的不断
增长， 或许正在成为长沙打赏市
场的未来发展动力。 对于如何挖
掘长沙的打赏市场， 如何培养顾
客的打赏习惯， 业内人士也纷纷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打赏将成为服务业改革的
必然趋势。通过打赏形成激励机
制，不仅能满足服务业从业者提
高收入的诉求，也可提高消费者
在不同消费场景的用户体验。”
大拇哥微赞赏平台创始人任超
平认为，消费者的打赏行为也会
倒逼服务质量的提高，促进服务
业的有序发展，是一件多方受益
的好事。

任超平向记者透露，“大拇
哥”会将包括酒店、美容、娱乐、
售后服务等在内的服务全行业
作为潜在客户进行深挖，通过提
高市场占有率来培养消费者的
打赏习惯。

董雪健则表示， 服务行业
“打赏”仍处于市场培育期，商户
仍需要坚持“服务为王”的理念
来刺激消费者的打赏行为，“众
赏致力于打造一个蓝领一站式
服务平台，通过建立服务业从业
人员数据库，帮助商家了解服务
员的信用评价。目前众赏将一线
城市作为培育重点，而新一线城
市及二、三线城市的市场潜力也
不可估量。”董雪健如是说。

“近年来， 高端餐饮业市场环
境并不乐观， 服务团体力量较弱，
经营建设能力下降。” 长沙理工大
学经管学院院长彭新宇认为，当高
端餐饮业发展面临瓶颈时，“打赏
制”作为餐饮行业经营理念的创新
之举，将成为企业提高自身经营管
理能力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从线上为好内容付费打赏，到
线下为好服务扫码打赏，面对服务
业的改革和创新，消费者的反应又
如何？

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一项关于打赏的调查结果显示，
24%的受访者认为有了“打赏”，服
务会更积极；33%的受访者认为这
一行为对推进服务的积极意义“不
好说”；43%的受访者则表示，“打
赏”干扰了正常服务，索赏、请赏等
行为会造成困扰。

记者7月27日进行的随机采访
结果也显示，近六成消费者表示还
没有做好“打赏”的准备，也有不少
消费者认为这一类型的“打赏”就
是“变相小费”，“既然已经为服务
买单，为何还要另付小费？”

【餐厅】
自愿打赏流行，服务员月入“赏金”500元

【顾客】
调查：近六成消费者持否定态度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周小姐
就告诉记者，日前，她与朋友在西
贝莜面村就餐，不仅上菜速度超过
了餐厅承诺的25分钟，服务员还要
求对他的服务进行评价，“以为是
评价系统，但扫二维码后直接弹出
打赏页面，本来就对服务不满意还
要求打赏，真让人生气。”

“全聚德在结账时就已经按小
费金额收取了服务费，为何还要额
外打赏呢？” 传媒行业工作者张萍
表示，当服务员将顾客的打赏行为
理解为理所当然的事之后，她对不
愿意进行打赏的顾客是否会受到
服务员的区别对待感到担忧。

不过，当打赏机制遭到多数市民

反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部分赞同的
声音。 家住井湾子的黄小姐就认为，
小额打赏可以激发服务员的服务热
情， 提高就餐舒适度，“当餐厅的服
务、环境、价格都让我满意时，给几块
钱的打赏也是可以接受的。”

彭新宇表示，餐厅采用打赏系
统， 不仅让消费者增加了选择空
间、享受更优质的服务，也能让企
业将一部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
者，缓解自己的经营压力。“在实际
操作中，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过度
服务’， 企业必须要有管控道德风
险的能力，避免因‘打赏’制度的出
现而削弱消费者在市场博弈的地
位。”

担忧：不打赏的顾客会否受区别对待

记者手记

据公开资料和媒体
相关报道，早在2013年，
就有部分餐饮企业尝试
采用各种方法提高餐厅服
务水平。如，从点评网站上
获取顾客反馈， 商家建立
“奖励金池”对优秀员工进
行现金打赏， 但这种激励
模式似乎一直不温不火。

2015年底，中式烧烤
店“很久以前”首次在餐
饮界采用了二维码打赏
的方式，许多顾客在好奇
心的驱使下开始尝试“打
赏”，海底捞、西贝莜面村
等餐饮品牌也被这种方
式吸引，从此，打赏逐渐
成为提高餐饮服务员收

入的有效形式。
在北京， 如辣庄、北

京大鸭梨、饿狼串说等上
千家餐饮品牌已先后引
入打赏模式。不过，北京
豆捞坊西单大悦城店就
曾有过服务员向顾客主
动索要打赏，经消费者投
诉后餐厅停止打赏的不
愉快经历。

事实上，打赏的领域
不限于餐饮。 打赏平台
“赏呗” 目前就已与东坡
国际大酒店、 尚雅家居、
意念造型酒吧等服务行
业进行合作，目前该平台
已与2000余家商户建立
合作关系。

2015年7月 30日，国
家旅游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
会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权
益保障的指导意见》。《意
见》提出“旅行社要探索
建立基于游客自愿支付
的对导游优质服务的奖
励机制”， 首次从国家层
面肯定并支持推广导游
薪酬制。不过，这项被消
费者认为“换汤不换药”
的小费机制，市场反响似
乎不太乐观。

事实上，从为网络主
播刷礼物、给网络文学写

手打赏，到为餐厅服务员
打赏，这种基于互联网思
维下的新兴付费模式似
乎正进一步渗透到消费
者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打赏”经济的出现，
把过去的强制收费变成
消费者在体验服务后的
自愿行为。当打赏成为消
费者享受服务的习惯动
作后，企业也会相应提高
服务质量，形成市场的良
性循环。在基于自愿原则
的前提下，或许，对待“打
赏”制度，消费者无需过
分苛责，且看它未来朝哪
个方向发展。

对待“打赏”无需过分苛责

相关链接

“打赏”的兴起

【幕后】
打赏或挖掘
服务业全领域市场

7月27日，一名佩戴打赏提示徽章的海底捞员工正在为顾客买单。 见习记者 黄亚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