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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关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外，
各餐饮企业也主动作为，求新求变，
突出重围。那么，后疫情时期餐饮业
的新机会在哪里？

业内专家表示，疫情之下，餐饮
企业要适应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
必须由堂食为主转为线上、线下多渠
道融合的销售渠道。餐饮企业规范
化、品牌化和连锁化仍然是未来发展
的重要方向，同时数字化、智慧化也
是一个重要的转型升级方向。

在疫情反复肆虐的背景下，众
多餐饮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都
在致力于降本增效和数字化转型。
比如，和府捞面通过微信小程序打
通堂食、外卖、电商三种业态，建立
“三店一体”的数字化增长模式；喜
茶通过数据驱动完成了自动化的千
人千面营销，不仅能够根据用户的
位置推送附近匹配门店，还能够根
据门店数据为用户推送目前最热销
的饮品。

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开始意识
到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性。据悉，呷哺
呷哺、小龙坎等火锅品牌都在积极布
局供应链的建设。比如，呷哺呷哺建
立了总仓、分仓管理体系和三级配送
体系，与特定的食材供应商进行合作
以保证质量；小龙坎通过选材标准化
和加工标准化，以及火锅底料和核心
菜品总部供应等方式提升供应链管
控能力。

社交媒体对于餐饮业的发展是
一个重要助力。目前，以肯德基、麦
当劳为代表的餐饮品牌在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上的营销收效良好。
无论是每日的直播还是B站的“疯狂
星期四”，都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其
销售额的增长。

总体而言，中小微餐饮企业正借
助便捷高效的物流，推动线上线下融
合，拓宽销售渠道。而对于规模更大
的餐饮品牌而言，数字化转型成为了
“突围”路上的必答题。

餐饮企业都在积极寻找转机，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餐饮业网络营
销、线上订单和外卖配送等环节数字
化程度较高，可其他数字化服务渗透
率相对较低，导致商户并未完全摆脱
传统经营思维，难以科学合理地制定
策略或通过分析采购、库存、点单、结
算等数据，优化运营流程以提高商户
的经营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餐饮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时代
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王洪涛表示，随着消费升级和数字
技术发展，餐饮业逐渐进入以新产品
服务和新技术为突破口的运营模
式。餐饮企业应完善门店数字化管
理等手段，进一步提升餐厅运营效
率，并通过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服务
体验，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进一
步促进餐饮消费升级。 （陈文丽）

本报讯 杨天悦 阎彤 近日，以“中国
京菜，精彩北京”为主题的“2022北京消
费季第六届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暨大众
点评北京特色榜单发布会”在京启动。
发布会上，123家餐厅分别上榜大众点评
“北京年份餐厅榜”“神州美味大全榜”和
“国际美食荟萃榜”三大特色榜单，为市
民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期间的
餐饮消费提供有特色的新选择。

其中，41家京菜餐厅入选“北京年份
餐厅榜”，57家省市级驻京办餐厅入选
“神州美味大全榜”，25家异国餐厅被“国
际美食荟萃榜”收录。或是历史悠久、或
是具有地方特色和国际特色的123家餐
厅从15万家餐厅中脱颖而出，为消费者
提供“打卡”指南。

据了解，“北京年份餐厅榜”是国内
首个聚焦门店原址经营时长的榜单，在
北京烹饪协会“中国京菜名店名录”的基
础上，从原址经营100年、原址经营50
年、原址经营15年、更多老字号、新京菜
五个维度进行优质餐厅的筛选推荐，让
消费者感受地道北京老字号和创新新京
菜的同时，帮助京城餐饮老字号焕发新
活力。

首批“北京年份餐厅榜”中有17家中
华老字号和4家北京老字号，包含27家
原址经营15年以上的餐厅，以及6家原
址经营超过百年的餐厅。其中，新街口
的柳泉居饭庄已原址经营455年，全聚德
前门店已原址经营158年。在数字经济
大发展的背景下，内涵宏大的“京菜”也
可以通过小小的App让更多消费者了解
体验。

此外，此次京菜美食节还将向消费
者推介北京烤鸭、京味涮肉、京味小吃等
京菜代表美食，集齐全聚德、北京华天、
东来顺、大董、局气、万丰小吃博物馆等
餐馆开启直播预售，发布第三批50余项
中国京菜团体标准，并以京菜特色餐饮
助力中轴线申遗推广。活动将持续至10
月8日。

41家京菜馆入围
北京年份餐厅榜

本报讯 贾玉静 近日，“连锁火锅第
一股”呷哺呷哺发布盈利预警公告，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上半年预计净亏
2.7~2.9亿元。

根据公告，截至今年6月30日，呷哺
6个月预期收入约为21.6亿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约29%；同期净亏则较去年同期
0.47亿元扩大6倍，预期净亏2.7~2.9亿
元。对此，呷哺方面解释称，净亏主要是
今年上半年大部分地区餐厅仍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而无法充分营业。“在营
城市116个，其中受疫情影响城市92个，
占比约79%，尤其北京、上海、深圳、天津
等主要一线城市受疫情影响严重。”

呷哺方面表示，集团将持续密切关
注市场状况、检视餐厅经营情况，以及时
调整组织架构和业务策略，同时将采取
多项措施增加餐厅运营收入和精细化控
制及管理各项经营成本费用，其中包括
针对疫情的影响。据悉，呷哺上半年新
开业餐厅21家，下半年新开餐厅选址将
陆续采取更科学化的选址系统，全年新
开业餐厅预计约100家。

呷哺呷哺上半年营收
预计同比下降约29%

餐饮业“烟火气”
加速回归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餐饮市场规模下滑15.4%至4万亿元。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国民消费热情被点燃，2021年我国餐饮市场规
模已恢复至4.7万亿元，同比增长18.6%。

专家认为，随着一系列支持餐饮业恢复发展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餐饮企业积极谋求转型升级脚步的加快，在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餐饮业有望迎来进一步回暖。

新特点新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餐饮业保
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行业规模、从业人
员和经营领域日益扩大。受疫情影
响，2021年餐饮业呈现了一些新特点
新趋势。

报告显示，受益于年轻人的线上
消费倾向，外卖行业不断快速增长。
餐饮行业线上订单量自2020年实现V
形反弹，2021年持续保持稳定的恢复
性增长。随着疫情常态化防控，餐饮
行业迎来回暖，线上餐饮更是显现出
强劲的恢复速度。

从行业发展特征来看，餐饮行业
进入了以新产品服务和新技术为突破
口的新运营模式。与传统运营模式下
的餐饮门店不同，新运营模式下的餐
饮店实现了门店数字化管理，并引入
智能技术设备，有效地降低了人力成
本并提升了门店运营能力。

报告显示，2021年中小规模连锁
品牌增长迅速。从2021年不同规模区
间的品牌门店数同比涨幅情况来看，
门店数涨幅最大的是规模在3~10家店
的连锁品牌，同比增长了23%。报告认
为，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中小餐饮经
营者在数字化管理工具的赋能和加持
下，开始探索连锁模式和扩张门店；另
一方面，大量自主小本创业的人选择
通过加盟连锁餐饮品牌的方式进入餐
饮行业。

在餐饮品类增长变化方面，报告
显示，在2019—2021年连锁餐饮门店
数的分布占比中，小吃快餐的门店数
量在过去三年高居榜首，占比近50%。
2021年，饮品店、面包甜点、八大菜系、
火锅和烧烤店的占比位居其后，门店
数占比依次为14.1%、7.2%、6.9%、6.1%
和3.8%。而特色菜、烧烤、其他地方菜
是2021年增长比例最高的三个品类，
连锁门店数量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33.2%、27.6%和22.1%。

2021年餐饮相关企业注册数量保
持净增长。据企查查数据，2021年我
国有334万家餐饮相关新设立企业，
同比增加34.68%，高于疫情前2019年
的数量，97%的新设企业注册资本在
500万元以下。报告认为，餐饮行业
对创业者依然存在吸引力，行业竞争
将会更加激烈。

报告显示，由于疫情等因素催生
的家庭端消费需求，预制菜等即烹、即
配食品迎来快速发展，预制食品烹饪
成为新趋势。此外，随着减少餐饮浪
费、绿色环保等消费理念更加普及，典
型门店餐厨垃圾量逐步下降，近80%
的企业表示门店餐厨垃圾量与往年相
比有所减少。

尽管2021年国内餐饮业市场规
模已总体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由于
今年上半年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多
地暂停堂食，餐饮业仍是受冲击最为
严重的行业，还有待进一步回暖。

餐饮业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
关系着经济发展。今年以来，从国家
到地方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为餐
饮业纾困，全面助力餐饮业恢复发
展。

今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联合发布公告，提出自2022年4月
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
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
税。

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
恢复的意见》，提出了20项重点举
措。随后，全国多地细化落实，从金

融支持、房租减免、缓缴社保、发放
消费券等多方面助力餐饮业渡难
关。

6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抓好促进餐饮业
恢复发展扶持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
通知》，明确要求从加快出台相关补
贴措施、落实好社会保险助企纾困政
策、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多个方面促
进餐饮业恢复发展。

同时，各地也因地制宜为餐饮业
量身定做相关支持、帮扶措施。比
如，为加快北京全市餐饮消费回暖，
北京市7月18日起面向全市消费者
发放餐饮消费券，包括外卖类、到店
类、养老助残类三种消费券，金额累
计1亿元。

据了解，广东、安徽、江西等地也
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
包等多举措加速释放消费潜力，为餐
饮业注入发展新活力。

政策持续发力

新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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