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新疆一家以做大盘鸡
而出名的餐饮企业，开启全国加
盟模式，这也意味着全国各地都
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新疆特色菜
的美味。据了解，该公司在餐饮
行业中深耕数十年，拥有成熟的
餐饮品牌运营经验和品牌管理
经验。

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
国，特别是在餐饮方面尤为突
出，餐饮行业的发展前景一直是
不错的，连锁餐饮也越来越多。
由于门槛低，许多创业者也不断
地进军餐饮行业，竞争也愈加的
激烈。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餐饮
需求又是复杂多变的。业内人
士指出，餐饮企业要根据自身条
件和环境条件的要求，顺着餐饮
市场的发展趋势，选择适当的营
销方法，才能更“吃得开”。

稳速增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要不再等等吧，都等一个
多小时了，很快就会到了吧！”5
月24日晚8时，在乌鲁木齐时代
广场一家主打新疆特色菜的网
红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但还是
不时有顾客加入。店主告诉记
者，开业以来，生意都比较好，周
末时候经常要排队，为此他们还
在门口设立了顾客等候区。

记者在乌鲁木齐的多家网
红店都看到这样排长队的场景，
在许多实体店不景气的情况下，
餐饮行业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
状况。相关数据也显示，今年1
至4月，全国餐饮收入13925亿
元，同比增长9.3%；限额以上单
位餐饮收入2921亿元，同比增长
7.1%。前4月，全国餐饮收入占

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10.8%。

据了解，这几年来，餐饮行
业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突飞猛进
的发展状态，餐饮市场规模持续
扩大，成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
力量。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餐饮
收入为 35799亿元，同比增长
10.8%。2017年中国餐饮收入
为 39644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2018年中国餐饮收入
突破4万亿元，达到了42176亿
元，同比增长9.5%。2018年全国
餐饮收入实现42716亿元，比上
年增长9.5%。

“餐饮行业投资前景还不
错，虽然收益率不算高，但我
们比较看好。”乌鲁木齐市一
位从事投资研究的专业人士
告诉记者。

事实上，中国的食品餐饮市
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中国烹
饪协会预计，今年餐饮业将处于
合理发展区间内，保持稳定发展
态势，继续发挥促进经济稳定健
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另外，在互
联网、物流冷链技术的推动下，
餐饮企业通过餐饮门店销售+零
售，线上线下结合，为企业带来
新的增长点。

相关机构也预测，2019年
中国餐饮收入将达48620亿元，
2023年中国餐饮收入将突破7
万亿元，达到了 71670亿元，
2019年至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
约为10.19%。

新零售成发展趋势

相较于内地，新疆由于地域
面积太大，快递行业发展相对滞

后，但记者在乌鲁木齐市区的不
少餐饮店门口仍看到有外卖小
哥在等待。

互联网时代的崛起，对传
统零售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
击，但是在互联网产业的强大
攻势下，餐饮行业不但没有被
打败，还借助互联网越做越
大。经过几年的发展，在线餐
饮外卖覆盖率越来越高，新零
售成餐饮行业发展的趋势。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18中
国美食百强榜”显示，零售化
对餐饮收入有着突出贡献。
一批餐饮企业加强名菜名点
的工业化，通过餐饮门店销
售+零售，线上线下结合，为企
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外卖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回头客
多，这也从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
拓展营销通道的同时，做好菜
品。”乌鲁木齐建康路上一家面
食类餐厅的店长告诉《工人日
报》记者。

相关数据显示，外卖成为推
动餐饮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2018年互联网餐饮市场规模同
比增长112.5%，订单量同比增长
近200%，饿了么APP季活用户
数同比增长72.5%，领先竞争对
手20%，口碑所在的到店市场交
易同比增长31%。

《2019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
年度综合分析》明确指出，得益
于口碑饿了么与阿里生态融合
后推动的新零售与数字化赋能，
整个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从传统
粗暴的流量收割中及时转身，开
始又一轮的强劲增长。

监测数据显示，互联网餐饮
外卖月度活跃用户整体保持上

涨态势。美团点评2019年第一
季度财报显示，美团点评2019年
第一季度营收191.73亿元，同比
增长70.1%。

此外，随着追求新奇性、互
动性、体验性的新生代消费群
体成为消费主力，高体验式消
费场景成为餐饮门店的新趋
势。通过门店视觉设计、菜品
设计、器具选用、互动设计等方
面为消费者打造沉浸式场景，
提高消费者体验参与感的餐厅
越来赶多。

向精细化经营管理模式转变

虽然餐饮行业发展空间大，
但由于进入的门槛较低，竞争比
较激烈，不断地装修，换招牌，换
业主，这是餐饮门店的常态。据
了解，餐饮业广泛面临房租高、
人力成本高、食材成本高、毛利
低的“三高一低”问题。成本是
餐饮业最关切的问题，也是目前
影响餐饮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

另外，店铺客流量少、客户
关系弱、营销手段欠缺、消费过

程复杂、线上资源无法导流线下
消费等痛点，也困扰着众多餐饮
企业。

目前，对餐饮业销售增长
起到主要贡献作用的还是大
众餐饮，已占半壁江山。对
此，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餐
饮企业正面临从粗放式经营
管理模式向精细化经营管理
模式转变，在这其中，建立数
据体系尤为重要，要主动拥抱
“数字化”变革。

菜品口味、性价比、食材新
鲜是食客最关注的三大因素。
面对大数据时代，餐饮行业要充
分利用大数据，除了为消费者进
行精确画像从而进行精准营销
之外，要向餐厅定位、选址、经营
决策、营销策划、供应链、运营管
理等领域拓展。

业内人士指出，新餐饮品牌
营销的核心是口碑，以前是“人
耳相传”，如今是“手机相传”。
新餐饮模式要以产品为载体，以
体验为核心，以情感为诉求，在
创造美味的基础上，用丰富的情
感价值，塑造胃、眼、心的满足。

（中国网）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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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吃得开”：

去年全国餐饮总收入突破4万亿元

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结
构升级，大豆需求快速增加，国
内产需缺口不断扩大。为了积
极应对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
我国采取政策、科技、投入等综
合措施振兴国产大豆，扩大种
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改善产
品品质，延伸产业链条，努力增
加大豆有效供给，提升国产大
豆自给水平。

东北大豆产区、黄淮海产
区和长江流域产区是我国大豆
传统种植区域。根据农业农村
部日前发布的《大豆振兴计划
实施方案》，今年我国将扩大东
北、黄淮海和西南地区大豆种
植面积，2019年大豆种植面积
增加1000万亩，力争到2020年
大豆面积达到1.4亿亩，大豆自
给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2022
年达到1.5亿亩。在大豆振兴

计划等政策支持下，预计今年
我国大豆播种面积将连续4年
增加。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
计，2019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
为1.3275亿亩，同比增长5.4%，
其中黑龙江大豆播种面积为
5730亿亩，同比增长7.0%。

提高大豆单产水平和品质，
是提高农民种植收益从而调动
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的根本举
措。根据我国大豆振兴计划，到
2020年，全国大豆平均亩产达
到135公斤，到2022年，全国大
豆平均亩产达到140公斤，逐步
缩小与世界大豆主产国的单产
差距。到2020年，我国食用大
豆蛋白质含量、榨油大豆脂肪含
量力争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要加快推广具有苗头
性的高产优质品种，集成配套绿
色高效技术模式，同时加快生物

技术在育种上的应用，提升大豆
良种繁育能力，释放大豆良种的
增产潜能。

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我国还可以利用成熟的粮豆间
作套种技术提高大豆产量。据
一位权威专家估算，我国每年玉
米种植面积6亿多亩，如果全国
三分之一玉米地实行粮豆套种，
一亩地多产250斤大豆，全国每
年大豆产量就会增加500亿斤，
相当于2500万吨。吉林省公主
岭市山前村万欣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薛耀辉说，多年来当地
探索玉米大豆间作套种技术，在
不影响玉米产量的前提下，还能
增加大豆产量，大豆根瘤菌还能
养护耕地，一举多得。

大豆生产者补贴和轮作补
助等手段，有助于调动农民扩
种大豆积极性。山东禹王蛋白

公司总经理李顺秀认为，应该
统筹用好东北地区玉米大豆生
产者补贴政策，合理确定玉米
大豆补贴标准，完善轮作休耕
补助政策，平衡作物间比较收
益。同时，在黄淮海地区和长
江流域也应该实行大豆种植补
贴和轮作补贴，确保大豆种植
面积和产量。

“应该立足我国资源禀赋
和生产实际，形成进口大豆与
国产大豆错位竞争、相互补充
的格局。”李顺秀说，适应居民
饮食消费习惯，发挥我国优质
高蛋白大豆、菜用大豆优势，可
以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国家
亟待加大对高蛋白大豆新品种
培育的补贴力度，强化农业部
门、农科院、重点高校院所等科
研机构对高蛋白大豆良种的培
育，研发出适应不同积温带、产

量高、不炸荚、抗倒伏、蛋白质
高的优质大豆品种。

“卖豆难”是我国豆农经常
面临的一个困境。国产大豆加
工企业是实现国产大豆产业振
兴的重要引擎。经过几十年发
展，我国大豆产业已经形成了
油脂、蛋白、食品加工大豆加工
体系，但大部分国产大豆加工
企业小、散、弱，处于亏损或者
亏损边缘，经营异常艰难，没有
能力对国产大豆起到支撑作
用。李顺秀认为，要振兴国产
大豆产业，必须培育壮大一批
国产大豆加工龙头企业，鼓励
大豆加工企业与大豆主产县签
订生产订单，根据企业要求，推
动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促进产
销衔接，实现优质优价，从根本
上解决大豆产业发展遇到的瓶
颈问题。 （经济日报）

国产大豆今年种植面积增加10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