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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餐饮优秀品牌出炉

2022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将
上百个餐饮品牌优秀案例分为
六组，呈现出最真实、多维度、多
角度的北京餐饮矩阵，展现品牌
力量。它们分别是：2022北京餐
饮十大品牌、2022北京餐饮创新
案例、2022北京餐饮社区保供案
例、2022北京餐饮十大经济人
物、2022北京餐饮十大工匠和建
行生活京“橙”美食榜。

主办方介绍，本着专业、公
平、公正的原则，大会揭晓的众
多品牌优秀案例，经历了企业自
主申报、组委会初审、公众网络
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再由组
委会对餐饮品牌、带头餐饮人、
优质餐厅等进行多维度考量，最
终揭晓众多品牌优秀案例。

经过层层筛选，大董、胡大、
麦当劳、紫光园、北京华天、肯德
基、眉州东坡、东来顺、旺顺阁、
永和大王脱颖而出，摘得“2022
北京餐饮十大品牌”。“2022北京
餐饮十大经济人物”和“2022北
京餐饮十大工匠”，不仅传承和
延续了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创办
的初心，也向社会表彰这些餐饮
带头人的坚守和创新。

2022年北京餐饮界经历不
凡，北京市曾暂停堂食36天，期
间，多家餐饮企业担负起了保供
的工作。此次大会也特意设置
了2022北京餐饮社区保供优秀
案例。同时，“2022北京餐饮创
新案例”也新鲜出炉，希望这些
餐饮企业的亲身实践，为餐饮业
转型提供新思路。

北京餐饮业的复苏离不开
餐饮人的坚守和纾困政策的出
台。作为首批“2022北京餐饮消
费券”发放平台的建行生活，在
大会上发布了建行生活京“橙”
美食榜，好利来、呷哺呷哺、西
贝、眉州东坡、紫光园、汉拿山、
新辣道、莆田餐厅八家餐饮品牌
均榜上有名。

本报讯 邵蓝洁 西贝对旗下的贾国龙功夫菜有
了新的规划。在近日的媒体沟通会上，西贝餐饮创
始人、董事长贾国龙对外表示，过去两年多，贾国龙
功夫菜尝试了独立店、外卖、快消品等多种形态，现
在要回归到开饭馆的逻辑，开饭馆是西贝的基因。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西贝将推出“美食市集”作为承
载功夫菜的新的商业模式，预计将入驻文创园区和
商业地产。

“市集由三部分构成，有美食广场、美食超市、美食
课堂。市集每一次呈现100道产品，60%是固定，40%
不停地更新，或者70%是固定，30%不停地更新。”贾国
龙介绍，“美食市集”模式已经在内部测试了10次，目
前在总部一层开设了一家1700平方米的市集，但将来
在市场上开的店，预计3000平方米是理想门店。

“美食到家，你在市集上吃得好，可以买回家，大
多数的东西到家定价会用市集到店来锚定，比如一
个菜，在市集上吃10元，到家是8元，八折到家。外
卖市场也会进，冷链配送。”贾国龙表示，既要面向B
端即市集，同时也可以零售到家。

2019年9月15日，西贝功夫菜第一道产品西贝
羊蝎子上市，后期改名为“贾国龙功夫菜”；2020年
3月，西贝决定在功夫菜上投入更多资源，陆续进入
商超、便利店，上线外卖，开小饭馆。根据媒体报道，
贾国龙功夫菜除了金源店、样板店、首钢店仍在营业
外，北京的另外6家门店均处于歇业关闭状态。8月
10日开业的首家体验店（中关村E世界店）在午间营
业时被临时叫停。

贾国龙表示，“功夫菜各种渠道都试，试出来市集模
式，这个模式我们是第10次试验。”最近，“美食市集”已
经进入了选址模式，“798、751、首钢园区都去了，我们特
别适合进文创园的工厂。”在开店数量上，贾国龙认为，
开一家店如果受到了追捧，是有偶然性的，要开两家、开
三家，形成足够的正面反馈后再向全国拓展。

西贝预制菜探索
“美食市集”模式

本报讯 苗雁 近日，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底捞）披露2022年中期业绩公告。今
年上半年，海底捞录得营业收入总额167.64亿元，
同比下降约16.57%；净亏损2.67亿元，去年同期盈
利0.97亿元。

对于业绩的亏损，海底捞方面解释称，一是报
告期内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合
计约3.08亿元，主要由于“啄木鸟计划”下部分门店
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二是中
国大陆地区3~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
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
工成本产生。

所谓的“啄木鸟计划”，是指在2021年11月，海
底捞面对突然困境而推出的收缩扩张战略、加强内
部管理的经营计划。在该计划下，海底捞在2021年
11~12月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
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根据此次半年报显示，海底捞在2022年上半年
新开18家餐厅的同时，又因“啄木鸟计划”关闭26
家餐厅。截至2022年6月30日，海底捞在全球经营
1435家餐厅，较上年同期净减少162家门店。受门
店收缩影响，海底捞员工数量也在减少。与此同
时，海底捞员工的成本也随着员工数量大幅下降。

在翻台率和人均消费方面，半年报指出，2022
年上半年，平均翻台率从去年同期的3.0次/天下降
为2.9次/天，而顾客人均消费从去年同期的107.3
元上升至109.1元。

海底捞在半年报中透露，下一步，随着外部疫
情的逐渐好转及内部“啄木鸟计划”取得一定成效，
海底捞计划择机启动“硬骨头”门店计划，目前在考
虑重新启动开业可能性的门店为“啄木鸟计划”下
关停的部分门店，在重新评估之后将循序渐进地选
择符合重新开业条件的“硬骨头”门店。

海底捞择机启动
“硬骨头”门店计划

近日，2022北京餐饮品牌大会亮相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政府部门、餐饮上下游企业、驻
华使节等共同探讨餐饮行业的未来发展。大会发布餐饮业观察报告，多维度对餐饮业进行深度剖析，记录
北京餐饮向着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轨迹。

北京餐饮品牌大会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北京烹饪协会等主办，以“未来餐饮 破浪而来”为主题，聚焦
餐饮企业数字化变革，探索新技术新模式带来的创新举措，促使北京餐饮与国际接轨，推动餐饮行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北京建设国际美食之都。

2022北京餐饮品牌大会举办
大数据剖析餐饮走向

此次大会独家发布的《2022北
京餐饮业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通过独家数据、消费者调查
问卷、热词解读、餐饮企业大佬思
考等多形式、多维度对餐饮业进行
深度剖析，记录北京餐饮向着多元
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轨迹。

《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北
京线上餐饮订单量逐年提升，虽然
行业曾因疫情按下暂停键，但这期
间布局线上成为不少餐饮企业采

取的自救措施之一，其中不乏将外
卖业务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企
业。从商家数量来看，2020年北京
线上商家数量高于2019年，从订单
量来看，北京线上餐饮已逐步恢
复，各个企业开始针对线上外卖进
行产品结构调整，成为新的业务增
长点。

《报告》显示，在多项政策的助
推之下，各品类门店依旧实现稳步
增长，其中西餐门店开店数量排名
第一，茶饮类紧随其后。值得注意
的是，今年上半年，北京餐饮业态
稳居首店第一，为提升北京消费影
响力、提振经济增长作出了一份贡
献。此外，北京餐饮依托数字化，
打造了餐饮新模式，不仅提升了业
务效率和消费体验，还带动餐饮行
业走向新征程，为未来餐饮的雏形

提供崭新思路与方向。
（中国新闻网）

受疫情影响，北京餐饮企业不
断寻找新方向：上线外卖业务、到
店自提、直播带货……为探讨餐饮
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今年北京餐
饮品牌大会围绕提振餐饮消费、餐
饮业新变局等热点话题，并针对餐
饮业中小微企业如何化解难题进
行现场解答。同时，此次大会特意
设置“百秒秀”，邀请头部餐饮企业

讲述企业的创新故事，为餐饮行业
发展提供更多借鉴。

餐饮行业的入局者瞄准的市
场更为广阔，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与餐饮业关联。今年大会设置了
以“四万亿之外的大生意”为主题
的对话环节，邀请餐饮业上下游企
业精英进行巅峰对话，做大“餐饮+
市场”。

对于餐饮业而言，加强餐饮行
业青年人才培养更是对于促进行
业升级迭代、增加就业机会以及稳
定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加快全市餐饮业发
展，推进“美食之都”建设，北京餐饮
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旨在进
一步提升整个餐饮行业人才质量。

北京餐饮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将充分发挥协会、媒体与金融机构
作用，对接餐饮平台、职业院校与
餐企，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优秀人
才表彰、人才故事传播等立体化、
多元化思路，提升餐饮从业人员的
职业技能和职业荣誉感，为推动首
都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技能人才保障。
为了充分发挥餐饮行业品牌优

势与资源，精准落实扶农助农，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此次大会还举行了餐
饮企业与相关地区产业合作签约。
紫光园、西部马华、眉州东坡、金丰餐
饮集团与合作机构代表分别进行了
现场合作签约，餐饮企业将向这些合
作机构定期采购食材。

为扩大北京餐饮业消费，促进
平台、企业、行业协同发展，助力企
业多渠道拓展业务，北京烹饪协
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以及
餐饮代表就开展“北京餐饮业促消
费”“北京餐饮业品质提升”等系列
工作达成合作。

围绕新变局探路未来

启动餐饮人才培养计划

大数据剖析餐饮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