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精酿啤酒销售火
爆，许多主流啤酒厂纷纷改造传
统生产线，打出自己的精酿品
牌。从行业发展来看，精酿啤酒
依然面临着行业标准缺失，基础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专家表
示，精酿啤酒企业应该在产品的
质量上多下功夫，才能生产出品
质过硬，被市场认可的产品。近
年来，精酿啤酒吧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来，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年
轻消费者对精酿啤酒有着巨大
的消费热情。

“行业内不会用形容词来称
呼一种啤酒，因此这种啤酒的专
业叫法应该是‘工坊啤酒’，这是
一种小规模手工啤酒，体现出个
性化、特色化的产品特性。”中国
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兼啤酒分会
秘书长何勇说。虽然这种工坊
啤酒发展很快，但目前只占整个
啤酒总消费量的0.1%，还不能算
是进入到了精酿啤酒时代。

“但啤酒个性化时代确实到
来了。”何勇认为，“工坊啤酒是
在当前追求个性化和碎片化的
消费趋势下应运而生的，是产品
细分化的一种市场表现。”

进口啤酒连续数年大幅增
长，就是这种个性化时代来临的
体现。数据显示，从2012年开
始，进口啤酒每年的增长比例都
达到了50%以上。但不少业内
人士认为，进口啤酒增长的幅度
会迅速降低，在整个啤酒消费总
量中所占比例不会高于5%。

面对个性化时代来临的趋
势，国内主流啤酒企业青岛、燕
京、珠江等纷纷试水转型，投资
精酿产品生产线。有的企业开
始改造传统生产线，实行小型化
生产，目前特色啤酒已成为不少
企业的新增长点。比如青岛啤
酒的“IPA”“白啤”“皮尔森”、华
润雪花的“脸谱”、燕京啤酒的原
浆白啤、珠江啤酒的雪堡精酿系
列等。

“精酿牌”打得山响，甚至进
口啤酒也都被归于精酿啤酒范
畴。其实，进口啤酒中有精酿啤
酒产品，但更多只是工业化啤酒
产品。在美国，精酿啤酒有严格
的规定，比如年产量不得高于
600万桶，精酿啤酒厂必须拥有
75%以上股权，无论是产量限制
还是股权分配规定，这些都是为

了保证精酿啤酒尽量少地受到
市场和工业啤酒厂的影响。

精酿啤酒在被泛化的同
时，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迹
象。特别是现场酿造的啤酒
坊，更是良莠不齐。“工坊啤酒
属于新生事物，目前还没有标
准，没有规范化的生产流程，也
没有生产许可证，这使得这些
啤酒工坊在工艺把控、菌群控
制等基础质量上参差不齐。”何
勇表示，有的工坊啤酒有从事

啤酒工作多年的专家在把控，
这在质量上会有保证。但有的
工坊啤酒因从业人员专业性不
够，基础质量很难保证。

针对这些问题，何勇表示，
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将在近
期启动“工坊啤酒”标准化制
定。“预计7月中旬将在广州启动
工坊啤酒标准起草，参加起草的
人员一半以上是工坊啤酒的从
业者，还有大企业、科研院校等
单位的专家。”何勇认为，产品标

准是第一位的，没有标准其他规
范性都无从谈起。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无论标
准何时制定出来，只能起到基本
的规范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产品
本身是否被市场认可。无论是
精酿啤酒品牌，还是工业啤酒的
精酿啤酒产品，产品才是核心。
如果一味制造话题，却不在口感
和品质上下功夫，精酿啤酒恐怕
只会是昙花一现的市场泡沫。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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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了《2016年中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
况白皮书》，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从
82个国家（地区）检出不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和标准、未准入境食品3042批、3.5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8.4%和325.2%。其
中，饮料类、糕点饼干类、粮谷及制品类
为主要不合格食品种类；不合格原因包
括：食品添加剂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
微生物污染、品质不合格等。

白皮书显示，2016年，各地出入
境检验检疫部门从来自5个国家（地
区）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中检出未准
入境产品 9批次、46.6吨，未准入境
原因主要是标签不合格、品质不合
格、食品添加剂超范围或超限量使

用等；从来自17个国家（地区）的乳
制品中检出未准入境产品共计 154
批、329.3吨，主要为品质不合格、包
装不合格、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
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等，安全卫生
问题中，大肠菌群、霉菌、酵母菌等
微生物污染，叶绿素铜、牛磺酸和明
胶等食品添加剂超范围或超限量使
用等问题较为突出。

质检总局表示，食品添加剂不合
格主要原因是部分境外生产企业为保
持产品的外观和新鲜程度，超范围或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特别是使用
二氧化硫。污染物超标，主要是随着
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海洋水域污染
而加剧。

■ 行业信息

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超1.85万亿元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最
新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餐饮
收入超过 1.85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4533
亿元，同比增长8.4%。餐饮业发展速
度持续加快，增速也扭转了同比下滑
颓势。

中国烹饪协会分析认为，全国餐
饮收入增速扭转颓势，达到与上年同
期持平。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则将增
速优势继续大幅扩大至 1.8个百分

点，餐饮品牌引领和带动作用更趋明
显。餐饮市场还将与整个消费市场
发展速度（10.4%）的距离拉大至0.8个
百分点，餐饮业稳增长、促消费作用
强劲。

据悉，今年上半年，在普遍需求驱
动下，餐饮市场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
休闲简餐、咖啡小吃等轻餐饮强势崛
起，团餐发展迅速，农村市场潜力巨
大，整个行业展现出新的发展活力，并
持续向纵深、精细化方向延展。

2016年中国进口食品
质量安全白皮书发布

在消费者的印象中，小吃是街边摊；
在餐饮投资者的眼里，小吃是低端，难挣
钱。但近些年，一大批小吃品牌火爆起
来，成为餐饮市场里的真正赢家。7月13
日，了解的数据显示，目前餐饮品类门店
最多的前五大类分别是小吃简餐、面包
甜点、火锅、川菜和烧烤。其中，小吃简
餐排名第一，占了餐饮门店总数近1/3，
成为餐饮业发展的新主场。

小吃简餐是小吃实体经营的一种
“小店模式”。由于进入门槛低，刚需特
征明显，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将目光投向
小吃简餐，成了餐饮投资者追逐的“大赛
道”。在东北，饺子谈不上特色，也算不
上小吃，而“手工饺子”的实体小店近两
年却遍布大街小巷。

在泰山路和长江街的交叉路口，上
半年相继冒出三四家饺子馆，都打出了

“手工饺子”的招牌，虽然仅几种馅料，
菜品单一，但每天都顾客盈门。其中一
家连锁品牌饺子铺老板说：“快节奏生
活下，已没人把时间浪费在吃饭上，15
分钟解决的事儿，没人愿意花费半小
时，这就是手工饺子生意红火的原因之
一。”

重庆小面也是近年街头出镜率较高
的小吃简餐，成为继四川火锅、川菜馆之
后兴起的投资乐土。在华山路沿线，经
营重庆小面的不下十家。此前经营川味
火锅的刘义林三年前转投重庆小面，已
有六家门店。“现在一天的销售额是以前
经营火锅店的两倍，小吃的实体经营模
式，成功让我走出了生意惨淡的火锅市
场。”刘义林说。

此外还有放心油条、腊汁肉夹馍、麻
辣小龙虾、麻辣涮肚、关东煮……这些小
吃简餐这几年在不知不觉中渗入百姓生
活，被人们所接受，随之崛起一个个新品

牌，引爆沈阳小吃简餐市场。之所以迅
速兴起，餐饮业资深专家张国玉认为，是
因为小吃简餐顺应了市场的快速变化，
抓住消费者心理，发挥小吃简餐品类的
特色和优势。

随着社会发展的节奏加快，工作生
活上的紧张，人们早已厌倦了一日三餐
的正餐规律，就餐内容的呆板乏味，这对
于餐饮业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
开始的“能吃饱，随便吃”到“好吃、营养”
再到“吃点有特色的”，更加随心化的小
吃品类市场随之而来。

小吃简餐的出现，有效解决了餐饮
出品慢、效率低等问题，同时又满足了年
轻人对用餐快速、便宜的需求。久而久
之，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次数。张国玉
认为，小吃简餐主要消费人群是城市流
动人口、上班族以及商业人士，随着这个
人群越来越庞大，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以
及外卖市场愈加成熟，未来人均快餐消
费会强劲增长，市场潜力巨大。

街边小吃赢得大市场，予人以启示：
低迷的传统餐饮市场不是没钱可赚，关
键是要有先知先觉的大智慧。

餐饮业是一个大赛道，谁跑在前面，
谁就是投资的智者。现在的餐饮市场已
发展到了品类越来越细化的阶段，市场
在变化，消费在升级，消费者既要追求
快，还要追求质量和特色，这无疑给小吃
简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变成了餐
饮人追逐的新对象。

投资品类固然关键，但不完全由投
入大小决定。通过小吃简餐品牌的火
爆，可以找出市场经济下抓住市场商机
的核心要素，那就是市场刚需、消费频
率、市场存量，小吃简餐就抓住了这三个
核心，成为餐饮市场热追的品类。

（光明网）

餐饮业出现新主场
“路边小吃”成为餐饮大赢家

行业标准缺乏行业标准缺乏 精酿啤酒要用精酿啤酒要用““标准标准””管起来管起来

同比增长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