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卖、“吃播”、美食“带货”
节目……中国食品餐饮业通过“互
联网+”转型升级，不断拓宽多样化
的消费场景。随着线上美食“一条
龙”服务日渐完备，“吃货”们得以沉
浸在网络美食经济中大饱口福。

线上餐饮迎来别样商机

受疫情影响，中国餐饮企业转
战线上平台，迎来别样“春天”。中
国贸促会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外卖
业务对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研究》显示，外卖对餐饮业的收入
贡献率显著上升，在餐饮业总营收
与总利润的增量中，分别有75%和
65%是由外卖拉动。

该研究表明，外卖业务培养了
消费者，从需求端为餐饮业创造更
多市场机会。调查显示，54.95%的
受访消费者表示因为外卖服务而
增加了每周的餐饮支出。外卖业
务正在改变餐饮业的利润格局，使
餐饮业在堂食之外打造出一个新
的利润增长引擎。艾媒咨询预计，
今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有望
达到6646.2亿元。

“互联网打破了我们对食品餐
饮的认知。理解和运用互联网水
平的高低，会让同一水准的餐饮店
走向不同的拐点。”有专家称。防
疫期间，眉州东坡开发销售自热火
锅、方便担担面等数十款新品，实
现了餐饮的线上零售化，并通过电
商、直播、菜站APP、菜篮子小程序、
迷你店等，将餐厅的成品、半成品
直接卖到社区。“餐饮企业的改变，
要依靠科技实现创新发展，做到线
上线下一体的‘餐饮无界限’。”眉州
东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刚认
为，中餐全产业链发展的机遇已经
到来，餐饮企业要加快标准化、零
售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进程。

合兴集团旗下的吉野家、DQ

等品牌企业也积极“自救”，如建立
自己的外卖体系、开展社群营销、
直播带货等。“疫情对企业来说既
是冲击也是考验，要不断适应社会
变化、适应新的挑战，才能找到新
的发展机会，疫情加速了我带领企
业转型升级的决心。”合兴集团总
裁洪明基接受采访时说，以前是经
营餐饮，现在应该转型为经营客
户，所以他会用直播等方式与粉
丝、客户进行多种互动。

美食秀催生“吃经济”

圈粉的美食类节目最近有不少，
概括而言，可分为3种类型：展现烹饪
过程的短视频；带有故事性和人文情
怀的纪录片；刚兴起不久的“吃播”。

酿酒、做拉面、熬红糖、做糕
点、烤全羊……李子柒在视频节目
中劳作、采摘、烹饪，耐心地用中国
传统手工技艺展现美食的制作过
程，她成功地把这种平静的美食生
活方式做成了自己的品牌。“李子
柒”品牌展示出较强的带货能力，
其在电商平台旗舰店出售的美食
经常成为网红爆款。

美食纪录片令许多观众沉醉
于中华美食的独特魅力，也带热了
食品销售，每每播出后都会引发同
款食材抢购热潮。以腾讯视频近
期出品的《风味人间2》为例，无论
是云南玫瑰酱、北京芝麻酱还是湖
南剁椒酱，该纪录片出现的相关食
材在电商平台的“风味人间”专题
页面会有售卖，且销量可观。

“美食节目呈现的是唤醒更多
味蕾的生活方式，只要想明白吃货
们要的是什么，节目的商业价值就
有了。”有网友坦言。

“吃播”则偏重于体验吃的过
程。近日，外卖平台携手网红主播
李佳琦开启“吃播”，必胜客、麦当
劳、永和大王等餐饮品牌参加，创

下5分钟销量破千万的纪录。据
悉，此次“吃播”中，主办方设定了
半小时内送餐上门的目标，粉丝一
下单就立即配送。业内人士称，
“吃播”需要将直播、线上外卖平
台、线下门店、配送服务及支付等
环节全面打通，速度是强化“吃播”
场景体验的关键。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随着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食
品安全问题更受关注。近期，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抽取食用农产品、肉制品、水
果制品等22大类食品1256批次样
品，抽检结果显示，其中有14批次
电商平台销售的食品不合格。市
场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部门查清
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
品等措施控制风险。

针对餐饮外卖，洪明基建议采
用数字技术构建“互联网+”监管
体系，加强外卖行业食品安全监
管。据了解，上海、广州、杭州、南
京已试点推行“食品安全封签”项
目，确保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对食材和原材料必须‘死磕
’，如果连安全都不能保证，迟早会
被市场淘汰。”专家表示，疫情将推
动餐饮业重新洗牌，食品的安全和
质量是餐饮企业必须把牢的底线，
外卖平台、商家、消费者、监管部门
要联动起来，共同打造良性的“互
联网+食品餐饮业”安全生态。

“所有的‘互联网+’，最后都
必须算好一笔账，你的付出帮助用
户解决了什么问题，为用户带去了
什么样的价值，用户是否愿意为你
的价值埋单。用户思维不可少。”
业内人士称，有好的食品品质、标
准化的产品体系，才可能支撑互联
网餐饮的规模化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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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纵横

本报讯 据全国糖酒会组委会消息，为贯彻落实国
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积极响应商
务部关于创新展会服务模式，第102届全国糖酒商品交
易会将以线上展形式于7月28日-30日举办。

全国糖酒会组委会表示，组委会将携手阿里巴巴
集团，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集线上展
示、供采对接、直播营销、洽谈交易为一体的全国糖酒会
云展平台。近期，组委会将公布第102届全国糖酒会参
展指引，帮助客商做好线上参展参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102届全国糖酒会
将于7月在线上举办

本报讯 近日，中国烹饪
协会发布《2019年度中国餐
饮企业百强和餐饮五百强门
店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2019年，
餐 饮 百 强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3273.8亿元，同比增长 9.6%，
百强入围门槛水平也进一步
提高。细分业态中，快餐以
及传统正餐主导业态——餐
馆酒楼和宾馆餐饮依然保持
稳定的发展势头，火锅显示
出强劲发展态势。

《报告》显示，2019年，餐
饮百强企业和五百强门店覆

盖范围更加广泛。餐饮百强
企业连锁规模程度有所扩大，
且稳步推进扩张步伐，加快进
行城市版图布局，三四线城市
发展潜力逐渐显现，并不断创
新探索，积极尝试多元化多品
牌运营。

《报告》显示，2019年，
餐饮百强企业运营压力持
续 加 大 ，成 本 费 用 继 续 攀
高。餐饮百强企业盈利能
力稳中向好，平均销售利润
率为 6.3%。餐饮五百强门
店 平 均 销 售 利 润 率 为
11.5%。提质增效是当前行

业领军代表深化改革所面
临的共同问题。

目前，餐饮消费逐渐由发
展型转向享受体验型和精准服
务型消费，餐饮行业走向可高
度概括为品质提升，即：由传统
餐饮服务业向现代餐饮服务业
转变。随着消费需求愈加品质
化、精细化，餐饮百强企业和五
百强门店在餐饮市场中的引领
作用越来越明显。

《报告》同时指出，2020年
1-4月，全国餐饮收入8333亿
元，同比下降41.2%；限额以上
单位餐饮收入1786亿元，同比

下降38.6%。当前餐饮行业积
极调整备战复工复业，进一步
发挥拉动消费、稳定就业、促进

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餐饮行
业发展主题从“谋发展”转换为
“求生存”。

去年我国餐饮百强企业营收去年我国餐饮百强企业营收32733273..88亿元亿元

本报讯 世界粮农组
织近日发布的食品价格指
数显示，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引发经济紧缩，市场呈现
供应强劲但需求疲软态势。
5月份，全球食品类商品价
格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
与上月相比，下降1.9%，为
2018年 12月份以来的最
低点。

数据显示，世界粮农组
织乳制品价格指数较4月份
下降7.3%，较去年同期平均
降低19.6%，主要原因为受
季节性供应因素和进口需
求走低影响，黄油和奶酪报
价急剧下跌，但奶粉的报价
仅略有下跌，原因在于低廉
的价格和中国经济活动复苏
激发了强烈的购买意愿。

糖类价格指数逆势上
扬，较上月上涨7.4%，收复

4月份跌幅的一半，这是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反
弹，加上全球第二大糖类生产国印度、第二大
糖类出口国泰国收成双双低于预期。

谷物价格指数较4月份下降1.0%。在粳
米和印度香米报价上涨的带动下，国际大米
价格小幅抬升，但在全球供应充足的预期下，
小麦出口价格下跌。由于美国玉米价格较
2019年5月份下跌了近16％，致使粗粮价格
进一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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