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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4月28日，我
国第17次评选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其中除了传统行业的劳动者，还有工艺美
术师、羌绣技艺指导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以及外卖骑手、快递接驳员、家政服
务培训师等新职业劳动者。对此，你怎么看？

近日，有网友发现，瑞幸咖啡在网络平
台上针对不同消费者给出了不同的商品价
格。记者在4部手机上同时打开瑞幸咖啡微
信小程序，结果4个账号中，同一饮品单价
最贵的竟是点单最多、积分最高的“黑金
鹿”。很多消费者表示，在订酒店、打车时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对此，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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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近期被曝光的“同品不同价”现
象，本质上是互联网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实施差异
化定价策略的典型案例。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及法
律规范，可从以下角度分析：

现象本质与算法逻辑

价格差异的显性表现：实测显示，瑞幸同一门
店、同一饮品的价格在不同账号间最高差价达
60%，且高频消费、高积分的“黑金鹿”反而显示
最高价。类似案例中，持有“咖啡自由卡”的会员
单杯饮品价格比普通用户高6元，甚至出现“不买
卡更便宜”的倒挂现象。

算法驱动的定价机制：平台通过用户消费频
次、设备信息、地理位置等数据，将消费者分
层——对新用户推出“9.9 元首杯补贴”等强力拉
新优惠；对低频用户推送限时折扣券刺激复购；对
高频用户缩小优惠力度，形成“越忠诚越吃亏”的
定价悖论。

企业回应与争议焦点

官方解释的局限性：瑞幸将价格差异归因
于“优惠券随机发放”和“门店或商圈定价差
异”。但消费者实测发现：同一时段、同一门店的
不同账号价格仍存在系统性差异；会员权益与价格
优惠未形成有效关联，甚至反向挂钩。

法律层面的争议性：若仅对新用户定向发放优
惠券且基础价格统一，属常规营销手段；若通过用
户画像对高频消费者系统性减少优惠，则可能违
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的公平交易权，构
成“大数据杀熟”。

消费者应对与社会影响

个体维权建议：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保存证
据，向平台或12315投诉；注册新账号比价，规避
算法定价陷阱。

行业警示意义：该事件折射出互联网经济中算
法权力的滥用风险。平台需在追求商业利益与维护
消费者信任之间平衡，建立透明化定价机制，避
免“杀熟”行为损害品牌长期价值。

这一现象与酒店、打车等领域的“动态定
价”具有共性，反映出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权益保
护面临的新挑战。监管部门需加快完善算法审计规
则，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定标准，推动建立更
公平的数字化交易环境。

评选覆盖范围体现时代发展需求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4月28日上午在北京举行，2426人受到表
彰，包括167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756名全国先进工作者，覆
盖传统行业与新兴领域劳动者，反映出国家对不同职业价值
的全面认可。

传统产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的劳动者仍占重
要地位，而新兴职业群体如外卖骑手、快递接驳员、家政服
务培训师首次纳入表彰体系，凸显经济结构转型下劳动形态
的多样化。此外，工艺美术师、羌绣技艺指导师等传统文化
传承者的入选，强化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
支持。

评选标准强化基层导向与群众基础

基层劳动者为主体：一线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37.22%，普通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占 13.23%，科研、教学
一线等人员占26.13%，体现“面向基层、面向一线”的评选
原则。

年龄跨度与社会代表性：年龄最小的获奖者为20岁奥运
冠军盛李豪，年龄最大的72岁农民陈锡洪凭借规模化养殖技
术入选，展现劳动者群体的代际传承与技能多元性。

表彰机制传递社会价值导向

通过评选活动，国家强调劳动尊严平等化和职业价值无
差别化。例如，新职业劳动者与传统行业工作者同台受
奖，打破职业歧视，鼓励全社会尊重不同劳动形式。这一机
制既是对个体贡献的肯定，也引导公众关注新兴业态对经济
增长和社会服务的支撑作用。

对劳动者精神的弘扬意义

此次评选延续了“劳动最光荣”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表
彰先进个体，激励更多劳动者在技术创新、文化传承、民生
服务等领域发挥主动性。尤其在新职业领域树立标杆，有助
于推动职业标准完善和行业规范化发展。

结语：本次评选不仅是对劳动者个体的嘉奖，更是对社
会劳动形态变迁的积极回应。通过平衡传统与新兴、基层与
专业，国家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劳动价值评价体系。这种平
衡，本质上是对“劳动创造幸福”核心理念的时代诠释，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