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8中国餐饮企业家
大会在京举行。会上，中国烹饪
协会发布了《2018年中国餐饮行
业十大事件》，资本助力新餐饮
悄然崛起，餐饮外卖市场资源整
合，“中国菜”亮相，餐饮供应链
发展等十项相关事件入围。

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数据，2018年11月，全国
餐饮收入4525亿元，同比增长
8.6%。2018年1-11月，全国餐
饮收入 38294亿元，同比增长
9.5%；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8357亿元，同比增长6.5%。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
在大会报告中指出，2018年中国
餐饮行业努力奋斗，取得了持续
稳定向好发展的可喜成绩。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
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
精神”，姜俊贤表示，对于广大餐
饮企业家来说，要珍视自身的光
荣使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
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
会的典范；要练好企业内功，特
别是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
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在更广阔的舞台施
展才华、大显身手。2019年餐饮
行业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广
大餐饮企业家们应坚持树立使
命感、责任感和敬业奉献精神。
努力传承饮食文化与传统技艺，
守护匠心精神，大胆创新，适应
需求变化，促进消费升级。与此

同时，倡导热心为希望工程、慈
善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做贡
献，为精准扶贫，开拓发展创造
新成果。

2018年中国餐饮行业十大
事件：

新餐饮悄然崛起，资本助力
迅速扩张。2018年1月1日诞生
了一个全新品牌——瑞幸咖啡，
在资本助力下，通过A轮2亿美
元融资，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仅
仅10月，全国布局达到1400多
家门店，扩张速度惊人。以喜
茶、奈雪的茶，为代表的一批新
餐饮时尚品牌，也吸引了投资人
的目光，资本助力，快速成长，成
为大众消费热点。

餐饮外卖大市场，资源整
合增速快。新消费新需求，餐
饮外卖市场越做越大，外卖电
商平台迅速扩张。2018年4月
2日，阿里巴巴联合蚂蚁金服，
以95亿美元，全资收购“饿了
么”。2018年9月20日美团成
功上市，成为估值超百亿美元
的互联网巨头。餐饮外卖市场
开始进入两大电商平台面对面
竞争的新阶段。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开
启“再出发”的新征程。2018年5
月29日，中国烹饪协会在北京
召开“中国餐饮行业改革开放40
年纪念大会”，总结40年的辉煌
成果和发展经验，向拼搏奋斗的
餐饮人致敬。40年改革开放，中
国餐饮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销售总额从54.8亿增长到近4
万亿，增长了700多倍；人均餐
饮消费额从5.69元达到2867.12
元,增长了503倍。餐饮业从一
个基础薄弱、传统落后行业，逐
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服
务消费产业。以改革开放40年
为契机，中国餐饮行业又开启了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

实施食品安全新规范，品质
提升行动创新路。为了贯彻落
实《食品安全法》，履行主体责
任，提升管理能力，保证餐饮食
品安全，2018年6月22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发布新修订的《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自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为响
应新《规范》的颁布，中国烹饪协
会联合北京食药管理部门组织
开展了北京餐饮业品质提升行
动计划，首批超过5000家餐饮
门店、75条街（区）、6个村庄分
别达到“品质餐饮示范店”“阳光
餐饮示范街（区）”“阳光餐饮示
范村”的标准。

社保入税新政策，降低成
本新举措。2018年7月20日，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公布，从2019年1月1日起，基
本养老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
费，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国家社保入税政策颁布，短期
内将会给餐饮企业带来巨大压
力，人工成本大幅增长。长远
看将倒逼餐饮企业在用工上更
加规范，更加科学，更加精准，

更加高效。同时，鞭策餐饮企
业要着力通过信息化、自动化
等手段从人效、财务、供应链等
各个途径降本增效。

弘扬中华饮食文化，首次向
世界发布“中国菜”。2018年9
月10日，中国烹饪协会首次向
世界发布“中国菜”——全国省
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包
括两岸三地 34个省籍地域的
340道经典名菜、273席主题名宴
及 837家代表品牌企业上榜。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指出：
中国菜——省籍经典名菜名宴
的发布，科学诠释了“中国菜”，
在中国菜系理论发展历程中，开
辟了全新的视角，释放了菜品创
新发展的巨大潜能，影响深远具
有里程碑意义。

海底捞上市，跨入餐饮发展
高速路。海底捞，历经24年，在
国内外发展至360家餐厅，年服
务人次超过1亿人次，2017年收
入达到106.37亿元。2018年9
月26日，海底捞在香港上市，市
值近千亿元，当之无愧的成为中
国餐饮界的领军品牌。

发展餐饮供应链，推动供
给侧结构改革。为了适应和促
进餐饮行业发展，餐饮供应链
的改革与完善步伐加快。大型
连锁餐饮企业开放自有供应
链，出现了蜀海；餐饮企业抱团
取暖联合组建餐饮人自己的专
业化供应平台，成立了众美联、
餐标网等；美菜、链农等供应商

借助互联网优势，搭建新的采
购销售平台，在传统餐饮供应
链基础上，整合物流、冷藏、保
鲜、大数据等多种资源，帮助餐
饮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
营效率，创造全新价值。

智能科技渗透餐饮业 智
慧餐厅成为新亮点。继肯德
基、德克士开拓前行，2018年众
多企业的智慧餐厅登场亮相。
老字号五芳斋联手口碑，在杭
州打造了旗下首家“无人智慧
餐厅”；周黑鸭和微信共同打造
的“智慧门店”亮相深圳，刷脸
进门、点赞支付；阿里口碑和味
多美共同打造的“无人智慧面
包店”在北京亮相，顾客可24小
时下单取货；京东旗下首家“未
来餐厅”亮相天津，提供机器人
服务及菜品制作；海底捞于
2018年10月28日推出首家智
慧火锅餐厅。预计未来3~5年，
智能科技将大面积地渗透到餐
饮业，从而影响整个餐饮行业
的变局。

深入扩大开放，让世界美食
走进中国。2018年11月26日，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了“2018世界
美食在中国”报告，报告指出，截
至2018年9月，世界五大洲80余
个国家在中国建立国际美食餐
厅超过40万家，并以年均超过
25%的速度迅猛增长，极大地丰
富了中国餐饮消费市场，推动了
餐饮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中国经济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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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定制收藏产品市场
越来越火热，这股风潮也吹向了
白酒业，“收藏+定制”俨然成为
白酒业的新风口。在日前举行
的“2018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年
会暨中国酒业协会定制酒联盟
年会、名酒收藏委员会年会”上，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宋书玉表示，目前，中国白酒市
场正呈现出向龙头企业、民族品
牌集中的趋势，中国白酒企业进
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白酒
的名酒收藏与个性化定制也将
进入新时期。

高端定制收藏酒受追捧。
在此次年会上，宋书玉披露了国
家统计局关于酿酒行业2018年
1-10月的最新产业数据：全国酿
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酿酒
总产量4968.04万千升，同比增
长0.48%；累计完成产品销售收
入6856.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9.71%；累计实现利润总
额116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21.12%。

“中国酒业进入了不缺酒，

长期缺好酒的时代。”对于名
酒收藏和定制，宋书玉认为，
定制酒已经成为企业产品研
发、产品提升的主要方向，成
为产品品质、价值表达的主要
方式。在他看来，定制酒不仅
是个性化的需求，也是为了收
藏的定制。

“定制及收藏酒市场将迎来
大有可为的机遇期。”五粮液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表
示，名酒之所以珍贵，在于它们
是“工匠精神”的符号代表，不仅
是实用价值与商业价值相结合
的典范，更具有独特的、不可复
制的工艺价值、审美价值、文化
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今的高端
白酒，已不仅仅局限于社交功
能，同时也成为广大爱酒人士鉴
赏、品评、享受酒道文化，激发灵
感，与客观物质世界沟通的精神
载体，成为构建中式高端生活方
式不可或缺的因素。

白酒金融属性凸显。据了
解，我国白酒收藏热大致出现在
2000年左右，经过不断发展，白

酒收藏热在全国各地兴起，成为
继邮票、玉器、古玩外的另一新
兴收藏门类。

近年来，私人藏酒已经成为
潮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
收藏酒线下的年交易额达数百
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未来白酒
收藏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市场
体量或将突破300亿元。而在资
本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白酒金融
属性更加凸显，个别酒类甚至还
具备了“货币属性”。

不过，随着高端白酒金融属
性的不断增加，大量资本涌入白
酒市场，白酒收藏市场形成了非
理性的市场炒作现象，对正常的
价格体系和消费市场造成冲击。

李曙光表示，未来，高端定
制及收藏酒市场的发展，需要行
业协会、企业、交易中介、鉴定
师、拍卖机构、藏家各个环节之
间形成不断促进的正反馈关系，
要让付出有收获、投资有回报，
市场才能具备强大的活力，吸引
更多人才和资本进入。

（南方日报）

白酒业“收藏+定制”
将进入新时期

本报讯 12月25日，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数读
2018系列。数据显示，中高端成熟消费者更爱购买进口
品牌商品，主打健康概念的产品成为食品行业的潜力股。

随着消费者购物日渐成熟理性，不同地域不同年龄
之间的那些传统的购物小习惯，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与全站消费者相比，购买中国品牌消费者中16-25岁青
年群体占比要高出全站4%。中老年消费者群体的增长
也较快，中老年消费者越来越接受电商消费方式，中国品
牌各年龄段消费者分布也更加均衡。

在高端中国品牌消费的用户画像上，女性的消费占
比增幅超过6%，26-35岁人群及教育工作者的消费占比
增幅在2%左右，教育工作者在占比和增速上均处于醒目
位置，文化教育程度是促成高端消费的重要因素。

京东大数据显示，以消费额为分析维度，进口品牌消
费主力以男性、年龄以26-45岁中青年人群为鲜明标签；
白领及教育工作者、中高级以上收入人群占比明显高于
全站。与中国品牌以及全站消费者群体相比，进口品牌
消费者均呈现出相似的人口特征，即以高端人群为主，在
年龄上更为成熟，受教育和收入水平更高。

与此同时，健康品类的销售量在快速增加。数据
显示，新半糖主义的相关产品增速加快，半糖、无糖型
食品2018年销量同比增幅超过70%，如无糖茶饮料、苏
打水、无糖植物饮料等已经成为新一轮的热销产品。
同时在运动方面，健身派们消费了更多的滑雪运动、冰
上运动、体育服务等相关商品及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
超过100%。

半 糖 无 糖 型 食 品
销量同比增幅超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