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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发布发布
近年来，我国餐饮行业飞速

发展，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
升，餐饮行业市场需求不断扩
大，并伴随着消费升级不断进行
产业升级。但与此同时，餐饮业
也面临着新经济、新技术、新消
费带来的种种挑战。

为了全面反映当前餐饮业
的发展情况，解析各不同细分业
态的发展特点，中国饭店协会日
前在京联合新华网共同发布了
《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这是中国
饭店协会自2009年以来每年连
续发布的全面展示餐饮业发展
情况的行业数据分析，成为中国
餐饮行业真实的统计研究资料，
为行业培育品牌、树立标杆和企
业上市服务发挥了重大作用。

该《报告》以国内25个省区
市的近200家规模较大的餐饮
企业数据为基础，涉及餐馆几
万家，总餐位数上百万，主要是
国内餐饮行业中各业态、各区
域的代表性企业和领军企业。
以餐饮运营管理各领域为分析
切入点，分别从各省区市餐饮
收入排名、各业态领跑企业排
名、各业态经营指标对比分析、
餐饮企业家信心指数等方面，
对餐饮业档2018全年运行情况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剖，涉
及的业态包括正餐、火锅、团
餐、快餐、西餐休闲以及日料
等，全面反映了当前餐饮业的
发展情况和发展特点。

《报告》以企业申报和专家

调查相结合，以直营店数据为
主，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原则为
准，重点根据2018财年企业营
业额进行排序，发布了2019餐
饮行业各业态领跑者排名，包括
2019中国正餐top50、2019中国
火锅餐饮top20、2019中国快餐
小 吃 top10、2019中 国 团 餐
top10、2019中 国 休 闲 餐 饮
top10，这合计百家各业态领军
企业营收超过2500亿元，占全
年全国餐饮收入5.8%。

根据《2019年餐饮业年度
报告》的数据分析，截至2018年
底，中国餐饮业发展呈现以下特
征：

1.行业整体规模持续扩大，
较大规模企业维持较快增长，品
牌企业领跑态势明显。

从营业额增长率、门店数量
增长情况、营业面积变动、员工
数量变动、门店变动等指标来
看，较大规模的餐饮企业整体规
模持续扩大，中大型企业仍然处
于持续扩张阶段，其平均增长率
为12.6%，超过了全国餐饮营业
收入增长率，餐饮业集中化程度
不断提升，品牌企业影响力不断
扩大。

2.餐饮行业仍属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中大型企业员工队
伍相对稳定，从业人员薪酬水
平较低。

无论是一线员工数量还是
管理员工数量都较上年持续增
长，餐饮行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一线员工数量均值与

管理员工数量均值比为7.38:1。
中大型企业中将近60%企业的
人员流失率维持在12%以下，平
均人员流失率为10%。一线员
工的平均工资3600元，管理层
员工的平均工资为6300元。中
大型餐饮企业通过提升员工工
资福利、创新晋升和发展机制，
吸引人才流入。

3.连锁化程度逐渐加强但
呈现马太效应，直营仍是首选。

在所调研企业中直营店全
年增长均值高于加盟店，整体而
言餐饮行业的连锁化程度逐渐
加强。行业中呈现出加盟店越
多的店越多人加盟的趋势，马太
效应较为明显。对比拥有直营
店的企业集团和拥有加盟店的
企业集团数量，可以发现拥有直
营店数目依然远大于加盟店，可
见目前餐饮行业企业集团为了
保证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声誉仍
是优先发展直营店。

4.销售管理财务三项费用
成本值得关注，品牌化发展成为
最大关注点。

原材料、房租和人力成本仍
然是上升最快的三大成本。按
照所占比例来看，原材料进货成
本、销售管理财务三项费用以及
人力成本占比最大，其中销售管
理财务三项费用成本较高，企业
盈利能力不强。在企业关注方
向调查中，企业对于品牌化发展
最为关注，关注品牌化发展的企
业占比72.80%，其次是供应链
发展（占比52.03%）和绿色化发

展（49.19%）。
5.门店数量发展成为行业

效益提升瓶颈，工业化发展或可
打破僵局。

随着企业门店数目增加会
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但是当
到达一个规模极限之后其效益
就开始下降，因此门店数目控制
在合理区间取代对规模的追求，
成为当前餐饮业发展模式的关
键点。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企业
通过网络化和工厂化发展，可以
突破门店数量瓶颈实现更优地
规模化发展。

6.部分市场表现突出，品质
化发展成为市场新机会。

火锅品类近几年受市场需
求增长及可扩张性，高标准化的
独特业务模式，成为餐饮细分中
一大品类。火锅市场总收入
2018年达到 8757亿元，对比
2014年涨幅超52%，预计2019
年火锅营收达到9.6千亿。火锅
每平营收优于其他餐饮品类，表
现突出。

喜宴市场成为企业重要的
营收版块，一批以婚庆喜宴为主
的餐饮企业崛起并深受市场热
捧，通过优质的喜宴产品和服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蓬勃发展。

老字号成为文化与消费双
载体，对于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都
有重要意义，面临着重要的发展
机遇。

7.餐饮强省发展迅猛，十大
吃货省份餐饮收入领跑全国。

前十大省份餐饮收入合计
占全国餐饮收入66%，在全国餐
饮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得益于地方政府对餐饮业
发展的高度重视，这些省市区的
餐饮品牌和人才均取得了明显
发展。

8.各业态领军企业排名反
映了餐饮市场风起云涌。

从排名来看,在市场的重新
洗牌下，大众餐饮成为市场新的
主体。正餐企业前50营业额合
计超过1100亿元，杭州饮食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继续蝉联百强
榜首,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
上海杏花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位居其后；火锅餐饮企业前
20营业额合计超过500亿元，四
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领军企业，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四川香天下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进入前三甲；快餐小吃
企业前10营业额合计超过150
亿元，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位居首位，上海杨国福企业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张亮麻辣烫紧
随其后；团餐企业前10营业额
合计超过500亿元，河北千喜鹤
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快客利集
团、深圳市德保膳食管理有限公
司位居前三强；西餐及休闲餐饮
企业前10营业额合计超过100
亿元，济南嘉和世纪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江苏水天堂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厦门豪享来餐饮娱乐有
限公司成为前三甲。

（新华网）

行业整体规模持续扩大

本报讯 7月2日，在“2019中国
餐饮营销力峰会”在北京举行，“2019
中国餐饮（品类）十大品牌”榜单也于
会议同期揭晓。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该榜单为国内首份针对“品类”的权
威榜单，评选的也是近年来表现活
跃、发展迅速或具备较大潜力的8大
品类（包括茶饮、火锅、酸菜鱼、小龙
虾、烧烤（烤肉）、烘焙甜点、中式快
餐、小吃）的代表品牌，以及细分领域
的杰出单品王。此外，为表彰及感谢
多年来对餐饮营销做出重要贡献的
人物，榜单还特别设置了“2019中国
餐饮营销风云人物”奖项。

活动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
称，中国餐饮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都处于“有品类无品牌”的阶

段。随着消费升级，大众需求差异
化、碎片化，加之移动互联网和资本
的加速，近几年餐饮业迎来了品类细
分机遇。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餐饮品牌在
细分领域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
趋势，探索中国餐饮行业的创新发
展，活动主办方、红餐品牌研究院联
合第三方大数据机构、权威机构、知
名媒体、餐饮业资深人士，共同推出
这份宝贵的榜单。

红餐网创始人陈洪波表示，此次
“2019中国餐饮（品类）十大品牌”榜
单为餐饮界关于“品类”的首次探索，
希望将来更多业界专业人士能够加
入，将探索进行下去，共同为推动餐
饮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本报讯 6月28日，中国第一座专业
化白兰地酒庄——张裕可雅白兰地酒庄
正式开业。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主席雷吉娜?万德林娜，中国酒业
协会理事长王延才，法国葡萄酒与烈酒出
口商联盟主席安东尼?莱夏，法国白兰地
协会副主席让?伯纳德，烟台市葡萄与葡
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京涛等中
外嘉宾共同为酒庄剪彩。烟台张裕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洪江在开业典礼上致
辞表示：“作为中国高端白兰地的开创者，
可雅酒庄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专业白兰
地酒庄的空白，它是中国高端白兰地的名
片，是‘新世界’白兰地的重要符号。”

在张裕可雅白兰地酒庄正式开业典
礼上，由张裕公司、江南大学、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白兰
地研究院，宣告落户张裕可雅白兰地酒
庄。根据中国酒业协会《关于同意成立中
国白兰地研究院的批复》，中国白兰地研

究院将以引领白兰地行业发展为宗旨，加
强产学研合作，发掘中国白兰地品质价
值，构建中国白兰地品质表达体系，推动
中国白兰地国际化与全球化。

据介绍，中国白兰地研究院由中国酒
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江南大学副校长、
中国蒸馏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
长徐岩，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
宋全厚，张裕公司董事长周洪江担任联席
理事长；由张裕公司总经理孙健担任院
长；张裕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记明
博士，张裕白兰地销售公司总经理姜华担
任副院长；张裕可雅白兰地酒庄总经理张
葆春担任执行院长。

中国酒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白兰地消费量在2010年仅为7.55万吨，
2018年增至17.25万吨；中国白兰地产量
在2010年仅为6万吨，2018年增至13.93
万吨。

（中国新闻网）

中国白兰地研究
院落户烟台张裕

2019中国餐饮（品类）
十大品牌在京揭晓

进一步展示餐饮细分领域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