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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日子里，餐饮作为
一个对现金流依赖性强的行业，
对于融资、上市的需求并不强
烈。然而今年，不少连锁餐饮品
牌纷纷传出引入战略投资或将要
登陆资本市场的消息。其中，同
庆楼、巴比馒头成功登陆A股，新
式茶饮品牌奈雪的茶也已成功于
港交所上市。此外，老乡鸡、喜
茶、蜜雪冰城、茶百道、绿茶餐厅、
眉州东坡等品牌均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

数据显示，当前港股市场里
有百胜中国、海底捞、呷哺呷哺、
九毛九、味千等20余家餐饮企业；
A股上市餐饮企业有全聚德、西安
饮食、广州酒家、同庆楼、巴比馒
头，数量较少，餐饮上市企业仅占
A股的1‰。

不仅传统的正餐品牌在积极
寻求上市，一些餐饮细分领域也
涌现出了大量新兴选手，烘焙、
面食、小吃、快餐等赛道正在不
断跑出新的“黑马”，吸引资本纷
纷加注。

以兰州拉面为例，2021年拉
面毫无疑问成为了餐饮赛道的宠
儿，陈香贵、马记永和张拉拉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2021年11月，陈
香贵完成了A+轮融资，融资金额
高达2亿元，估值超过10亿元；
2021年5月，马记永则完成了天使
轮融资。日前，主打手撕牛肉拉
面的张拉拉也宣布完成数亿元B
轮融资，由中金资本旗下中金文
化消费基金领投，金沙江创投与
盛景嘉成跟投。

从融资数量来看，快餐小吃
（粉面、卤味、米饭简餐等）成为
资本最青睐的品类，咖啡和茶饮
也一直备受关注。总体来看，资
本更偏爱连锁化程度高、供应链
成熟，数字化和标准化程度高的
品类。

“新冠肺炎疫情不但让餐饮
行业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餐
饮企业的经营出现大幅下滑，影
响到资金周转甚至危及资金链，
这让餐饮企业意识到资本对企
业生存的意义。同时，上市有助
于企业加快建立现代化的运行
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管理优
势和制度优势，可以大大地提升
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助于企
业进一步提升规模化和标准化
程度。”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吴
颖表示。

《2021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
告》显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2020年我国餐饮市场规模
下滑15.4%至4万亿元，预计2021
年市场规模将恢复至4.7万亿元，
之后行业将重新健康成长，2024年
市场规模可达到6.6万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未来资
本与餐饮的融合会更为紧密，快
餐、火锅、茶饮等高标准化的品
类将更易获得投融资与上市。
此外，餐饮零售化企业更容易受
到资本青睐，预计三至五年内餐
饮赛道仍将是资本重点关注的
热土。 （贺阳）

2021年餐饮业关键词：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的背景下，2021年我国餐饮行业整体
逐渐走出阴霾、迎来曙光。过去的一年
里，餐饮市场收入基本与疫情暴发前的
2019年持平，呈现稳定恢复、稳中向
好的趋势。此外，业内也兴起了一股减
少用餐浪费、严抓食品安全、品牌积极
寻求上市的潮流。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我国曾三
次大力度制止餐饮浪费。从年初的顶
层定调，到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表决通过，再到
10月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
案》，“减少浪费”在2021年屡被提及。

一份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
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商业餐饮、公共
食堂和家庭饮食三个领域的浪费现象
较为严重，仅城市餐饮每年的食物浪
费量就大约在340亿—360亿斤。

调研报告显示，75.1%的受访者表
示消费环节的浪费最严重，认为商务
宴请（42.1%）、公款消费（26.7%）、学校
食堂用餐（14.3%）和亲朋聚餐（11.9%）
是餐饮浪费的主要场景。中国社科院
的一项调研也指出，城乡婚宴酒席浪
费40%以上，出生宴请等各类事件性
宴聚浪费 30%左右，商务宴请浪费
30%—40%，朋友聚餐浪费40%左右。

不少受访专家也分析，当前餐企
经营、食堂、公务活动、学校餐饮、家庭
和个人、厨余垃圾六大环节的浪费现象
突出，需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国家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制止餐
饮浪费，既有利于树立社会公民节约
粮食的意识，也有望在社会掀起一股
厉行节约、减少浪费的良好风气。虽
然我国粮食的供给整体大于需求，但
部分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仍然存在，
长期来说处于‘紧平衡’。国家更加重
视可持续发展，节约粮食不仅是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有利于我国新种植方式的实施，如轮
作制度、休耕制度等，真正做到‘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全国消费经济学会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商大学教
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首席专家洪
涛表示。

中央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
年通过大力整治浪费现象，“舌尖上的
浪费”现象有所改观，群众反映强烈的
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同
时，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仍需加强。

减少餐饮浪费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的同时，不少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在
过去的一年里，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
事件屡屡被曝光。据了解，后疫情时
期，部分餐饮企业在难以开源的情况
下选择了节流，为了控制成本、压缩开
支，偷工减料、行为不规范等现象时有
发生。

《2021中国餐饮品牌力白皮书》数
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1年，食品安
全问题曝光频次直线上升。2021年
前11个月，全国被披露的食品安全问
题频次达到了4071个，较2020年增长
了7.4%。

“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频发，一
方面是餐饮品牌在扩张的路上蒙头
狂奔，门店版图越来越广，运营能力
却迟迟跟不上来；另一方面是，随着
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的
提高，过去可能被忽略或者被淹没的
食品安全事故得到曝光的机会越来
越多，尤其是近年来崛起的短视频社
交媒体更是成为了消费者的扩音器，
让诸多餐厅的食品安全事故得以被
曝光处理。”红餐品牌研究院执行院
长樊宁指出。

从不同的品类来看，小吃快餐是

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地带，饮品、中式
正餐、火锅次之。门槛不高的小吃快
餐，由于尚未实现标准化或者加盟门
店管控不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门店
管理相对混乱无序，从而食品安全事
故也更加频发。

从2021年的食品安全问题曝光
频次变化情况来看，相较2020年，小
吃快餐、饮品、火锅、西餐等几个品类
的食品安全问题曝光频次上涨了，而
中式正餐、烘焙甜品、烧烤、亚洲料理
等品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曝光频次则下
降了。

受访专家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存
在于各个品类中，这也代表着消费者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因此，餐饮企业需要将食品安全
提升到企业战略层面上来，否则只会
自食苦果。

樊宁认为，食品安全无小事，对于
餐饮品牌来说食品安全问题更是一票
否决的原则性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前，高速发展的餐饮业掩盖了很
多管理上的漏洞和疏忽，一旦增长失
速，诸多问题就集中爆发出来，食品安
全问题是最典型、最容易受到关注的
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

积极寻求上市

制止浪费
上 市 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