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互联网给中国餐饮业带来的变
化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到各大城市的街
头巷尾，看看到处飞奔的外卖“骑士”。
他们配送的每一道菜品、行驶的每一条
路线，乃至每一单物流费用的定价，背
后都有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支持。近几年来，“互联网+餐饮”
风生水起，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了深刻
变化。

餐饮行业全面“触网”

对于许多都市白领而言，上午工作
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上的
外卖软件，看看有没有合胃口的餐饮外
卖，接着就是下单、支付、等待送达……
如今，外卖不仅渗透进写字楼、学生宿舍
和居民小区，甚至在高铁上，也能打开手
机应用或是扫描二维码，提前预订外卖。

日常生活场景的改变折射出中国餐
饮业形态的变革。从过去单一门店营
销、纸质菜单点餐、现金结账，到如今外
卖平台盛行、海量菜单备选、在线支付餐
费，互联网已经实现与传统餐饮业的深
度结合。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餐饮业营收
39644亿元，同比增长10.7%。今年1月份
至4月份，全国餐饮营业额达到12736亿
元，同比增长10.1%，持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这意味着，中国餐饮业一直处于稳
定高增长状态。

实现增长的内在因素是什么？餐
饮业全面“触网”功不可没。随着互联
网技术在餐饮业的深度应用，在线餐
饮业成为消费者“自己做饭”和“下饭

馆”以外的第三种常规用餐模式。统
计显示，2017年线上外卖市场规模突
破3000亿元，与2011年的203.7亿元相
比，增长了13.6倍。

餐饮市场的改变与民众餐饮消费
习惯的变化相辅相成。据悉，在线外卖
中，住宅区的订单交易额占比约为
50%。这意味着，很多人已经选择用外
卖替代“在家做饭”了。中商产业研究
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印证了这一变化。
该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互联网餐饮外
卖市场用户规模已达 3.2亿人，预计
2018年用户规模将达3.6亿人。互联网
餐饮正大幅改变用户的餐饮消费习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餐饮
企业不断融合，有些餐饮企业开始向跨
界经营转变，外卖就是一个发力点。这
不仅为餐饮企业带来了更大商机，也为
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的餐饮消费体验。”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表示。

“无人餐厅”加速落地

事实上，“互联网+餐饮”早已不是送
外卖这么简单。近日，青岛一家“智慧餐
厅”的开业吸引了当地市民的目光。顾
客只需在办公室通过扫码或者使用“智
慧餐厅”手机应用就可以点餐，系统还会
利用大数据技术推荐顾客喜欢的食物。
下单后大约10分钟，顾客就会收到一条
带有柜号和取餐码的短信，以便到密码
柜取餐。

“顾客从办公室走到密码柜只需
十几分钟，然后就可以取出自己的菜
品用餐了。中间的到店叫餐、到店等

餐等环节完全去除。”该餐厅负责人
介绍。

美团餐饮学院院长白秀峰认为，餐
饮在线化已经是大势所趋，而且还在继
续深入。“典型的消费体验就是提前点、
到店吃，不需要再到店排队、点菜，也不
需要排队付款开发票等，就餐的所有环
节都在线完成。”白秀峰表示。

比“智慧餐厅”更进一步的，是在全
国各地出现的“机器人餐厅”或“无人餐
厅”。早在2017年10月，阿里巴巴的第
一家“无人餐厅”就在杭州开业。该餐
厅的亮点在于“刷脸支付”，全程不需
要手机和钱包，也没有收银员和服务
员，智能点餐，吃完就走。今年 2月，
阿里巴巴在上海开设的机器人餐厅
“盒马”南翔店开始营业。在这座占地
7000多平方米的餐厅里，顾客需要先
用盒马应用程序，在餐厅入口的屏幕
前选座，入座后通过扫描桌面二维码
点餐，送餐机器人就会将餐品送至桌
前。制菜进度和运送过程，均可通过桌
前屏幕实时监控。

无独有偶。5月29日，京东也宣布自
己的机器人餐厅将于8月份面世。餐厅
可以通过机器人实现点菜、做菜、传菜全
程无人化，全能机器人大厨可以提供八
大菜系的40多道菜品。

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餐厅近几年
内将在全国各大城市实现落地。虽然完
全实现“无人化”还不现实，但部分功能
的实现并非遥不可及。比如，开发智能
系统代替点餐员、收银员；使用迎宾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智能炒菜机来进行各项
作业；采用刷脸支付等。

个性多元成大趋势

如今，“互联网+”已经在餐饮产业链
条中的食材采购、系统管理、线上线下营
销、交易以及预订、点菜、排队、支付、点
评等方面全面渗透和深度扩展。在移动
支付已经成为餐饮行业主流支付方式、
宅男宅女已经成为重要客源的背景下，
未来的餐饮业会如何变革？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报告显示，餐饮
消费需求正在向多样化、多元化方向发
展。而对从业者而言，个性化和细分化
趋势的增强，以及多业态差异化经营的
态势，都将给他们带来不少挑战。

如何“抓住年轻人的胃”是餐饮业需要
思考的问题。根据美团点评统计，20-35
岁年轻人贡献了餐饮消费74%的订单，是
在线餐饮消费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年轻人
餐饮需求更加个性化、细分化，同时也更愿
意尝试多种、新颖的事物，这就要求餐厅不
仅能在消费形式上满足年轻用户的需求，
更要在产品开发上拓宽视野。

个性化、细分化时代，能否将互联网
信息技术与用户需求进行深度融合，直
接决定了现代餐饮从业者的成败。

专家认为，餐饮产业未来发展，可以
概括为线上线下一体化、供应链垂直整
合以及餐饮零售化三大趋势。“通过线上
线下一体化、数据化、科技化，未来餐厅
可以把每一位顾客变成用户、每一个用
户变成会员，店长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
每个顾客的喜好，提供千人千面的服务，
这是餐饮业必将面临的一次革新。”

（人民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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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外卖市场突破线上外卖市场突破30003000亿元亿元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术
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6月12日联
合发布《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8）》。据测算，2017
年我国小龙虾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2685亿元，比2016年增
长83.15%。

在产业产值方面，我国小龙虾产业从最初的“捕捞+餐
饮”起步，逐步形成了集苗种繁育、健康养殖、加工出口、精
深加工、物流餐饮、文化节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17
年，小龙虾养殖业产值约485亿元，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
业产值约200亿元，以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约2000亿
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从事小龙虾生产经营的合作
经济组织近5000个，小龙虾全产业链从业人员约520万人。

在养殖生产方面，2017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产量为
112.97万吨，其中湖北省63.16万吨、安徽省13.77万吨、湖南
省13.57万吨、江苏省11.54万吨、江西省7.44万吨。上述5
省份的小龙虾养殖产量小计为109.4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6.91%。

我国小龙虾国内消费以餐饮为主，从消费方式看，主要
分传统的夜宵大排档、品牌餐饮企业的主打菜品、互联网餐
饮等三种；从消费者年龄结构看，小龙虾的消费受众以20至
39岁的年轻群体为主，50岁以上消费群体和19岁以下消费
群体占比相对较少；从国内市场看，小龙虾的消费主要集中
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大中城市，北京、武汉、上海、南
京等城市的年消费量均在万吨以上。

去年我国小龙虾全社会
经济总产值约2685亿元

“杂交小麦，不再是传说。”6月10日，中种杂交
小麦（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波向媒体表示。

“杂交小麦种子供不应求，去年我销售了5万斤
的‘京麦9号’种子，看今年的长势表现我预计销售
40～50万斤不会有问题，现在就是担心种子量不
够。‘京麦9号’表现出的抗旱、抗寒、抗倒等综合抗
性太突出了，田间长势好、皮实、产量还很高，农民都
交口称赞。”8日，在天津武清崔黄口镇周家务村的
杂交小麦示范观摩现场，廊坊市孟山都农资销售有
限公司经理王新潮说，今年的经销商都希望能拿到
更多的杂交小麦种子。

中国二系杂交小麦作为我国原创性重大科技成
果正快速走向大面积生产。去年，由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创制的京麦系列杂交小麦开始大规模推广应用。
这是中国杂交小麦人50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梦想。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杂交小麦就备受世界
各国政府及产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跨国公司
及国外研究机构纷纷投入巨资开展杂交小麦研发。
长期以来，由于不育系难以繁殖和恢复困难、杂交种
生产不稳定等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小麦至今尚未实
现利用不育系突破杂交种大面积应用，已成为世界
性科学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说。

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
家赵昌平说，1992年以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科
研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小麦光温敏雄性不育现
象和材料，历时二十余年坚持自主创新，创制出了一
批增产20%以上的强优势杂交小麦新组合，在国际

上率先创立了“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很好
地解决了国际杂交小麦长达60多年的科学难题和
技术瓶颈。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具
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其整体研发水平和应用
速度领跑国际杂交小麦领域。“实践证实，杂交小麦
在丰产、节水、抗旱、耐瘠薄等方面综合优势明显，与
常规小麦相比，可增产20%以上，节水30%～50%，用
种量减少30%以上。”赵昌平说。

为了让杂交小麦在中国大地上发芽生根，2011
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组建成立了中种杂交小麦种业（北京）有限公司，通过
全产业链科技创新的高效衔接，建立杂交小麦商业化
育种体系，率先实现了杂交小麦全产业链的贯通。

“近年来，京麦6号、京麦7号、京麦8号、京麦9
号、京麦11、京麦179、京麦21等一批丰产稳产性好、
抗旱节水能力突出的节水高效杂交小麦品种陆续脱
颖而出。”赵昌平说。

为了解决杂交小麦种子供不应求的现状，北京
市农科院和邓州市政府共建了国家杂交小麦项目
（邓州）产业化基地，预计2020年可形成年生产与加
工1500万公斤小麦杂交种的能力，可为小麦粮食生
产提供约200万亩的优质种子。

“2017年，我们推广杂交小麦20多万亩，其中京
津冀地区10万亩、环渤海中低产田10万亩、国外3
万亩；到2020年，力争推广面积达到100万亩。”陈兆
波说。 （《科技日报》）

中国二系杂交小麦大规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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