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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克力

要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推动餐饮业数
据要素化，强化平台经济赋能引领作用，完
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加快促进餐饮业数
字化转型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餐饮
业数字化发展报告》提出，外卖是餐饮业数
字化催生出的一种全新业态，已成为餐饮
业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推动餐饮业数字化
发展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
月份，我国网络外卖用户规模达5.21亿，
2022年网络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
（不含团餐）比重超过20%。外卖对方便人
们生活、拉动日常消费、分享数字化发展红
利等贡献日益彰显。餐饮业数字化有着广
阔的应用空间，正在形成堂食与外卖“双主
场”相互促进的消费格局。

民以食为天。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餐饮业是稳增长和促消费的传统
优势产业，也是扩就业和惠民生的重点供
给领域，走在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前
列。随着扫码点餐、移动支付、在线外卖等
数字生活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与深化，餐饮
业数字化已成为数实融合的先行者和示范
者。《“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引导住宿餐饮等传统业态积极开展线
上线下、全渠道、定制化、精准化营销创
新。对餐饮业经营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
的要义在于，从采购和生产到运营和营销，
再到交易和管理，都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
数据要素，促进效率与质量提升，从而不断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多场景需求。

当前，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深度应用，餐饮业数字化转型
也日益深入。在此过程中，从数据价值挖
掘到数字生态治理，从新兴业态发展到跨
界深度融合，无不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
深层次问题与挑战。为此，要营造更好发
展环境，推动餐饮业数据要素化，强化平台
经济赋能引领作用，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
策，加快促进餐饮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提升数据要素化发展水平。应通过加
强餐饮数据采集存储，深化餐饮数据加工
分析，推动餐饮数据流通共享，进而充分挖
掘利用数据要素价值，为餐饮业转型发展
提供创新活力。同时要推进行业数字化治
理，引导和保障餐饮业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餐饮数字化新生态。一个良好的
数字化生态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营造，实现
政府、协会、平台企业、餐饮企业和消费者
等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外卖在建立餐饮
业数字化新生态领域作出了有益探索。应
进一步支持平台企业赋能行业发展，在构
建餐饮业数字化新生态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提升餐饮业整体数字化水平。

加快发展外卖等新业态。外卖已成
为餐饮业数字化的代表形态，也是未来引
领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正推动
着餐饮业数字化向纵深发展，形成数字消
费闭环，带动餐饮业供应链数字化。要以
促进外卖发展为抓手推进餐饮业数字化
转型，充分发挥其丰富供给、促进消费、稳
定就业等作用，构建多部门协同管理机
制，加强政策统筹衔接与协调配合，创新
灵活就业群体管理模式，助力行业高质量
发展。

推动餐饮跨界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含
量、文化元素与用户体验，鼓励餐饮业与文
旅、休闲娱乐、健康养老、运动体育、交通等
行业场景深度融合，拓展餐饮业数字化发
展新场景。与此同时，将餐饮业数字化链
条向农产品和生产制造领域延伸，为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多支撑。

拓展餐饮数字化
应用空间

本报讯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指导，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2023提
质增效 创新引领餐饮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在京召开。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杨柳在致辞中
指出，食品安全关系我国14亿多人口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基本需要。需要政府、行业协
会和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多元力量共
同参与、共同推动、共同发展，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格局，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和质
量提升需求。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保障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实现我国餐
饮业的高质量发展。

会上，与会领导就餐饮业落实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餐饮生产
安全与食品安全监管，提升餐饮业创新
发展水平，全面推动营养健康工作，倡
导健康消费理念，杜绝餐饮浪费，创新
利用食物资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等方面做了深入阐述。会议强调，餐饮
业是稳增长、促消费、扩就业、惠民生的
重要领域，对拉动内需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烹饪协会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
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促进餐饮行业
食品安全水平的提升，为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做出贡献。作为食品安
全工作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单位，联合利
华饮食策划联合协会在全国近百个城市

组织开展了百余场食品安全管理员、厨
房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培训，为超过1万
多家餐厅提供专业食品安全培训，线上
知识科普服务共惠及过亿人次。

为了助力餐饮业夯实高质量发展
的基石，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今年中国
烹饪协会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与联合
利华饮食策划联合创建了工作基地。
未来，联合利华饮食策划北区研发厨房
将作为中国烹饪协会食品安全工作委
员会工作基地，为餐饮企业提供沟通交
流，研发创新的平台。

与会专家就餐饮行业电商运营中的
主要法律与合规问题、以端到端智慧生态
价值链、大健康时代背景下美食产业交叉

融合创新发展、智能洗碗机在餐饮后厨的
应用、践行主体责任守护外卖食品安全等
方面进行了精彩分享。

会上，来自呷哺呷哺、山东凯瑞、南
城香、亚马逊、上海老城隍庙、东莞鸿骏
的餐饮大咖围绕“引领餐饮高质量发
展”进行分享。他们分别代表正餐、快
餐、火锅、团餐、小吃等不同业态，从创
新研发、食品安全、反食品浪费、供应链
等方面进行了优秀案例分享，对实现餐
饮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最后，与会企业共同发出承诺：落实
主体责任，共护食品安全；崇尚营养健康，
反对餐饮浪费；提升质量标准，创新引领
发展。 （消费日报网）

“2023提质增效 创新引领餐饮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段芳媛 杨梓岩 伴随旅游、
餐饮行业火热复苏，相关上市公司三
季报业绩整体表现亮眼。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笔者实地走
访多个商圈发现，不少餐厅门外大排长
龙，餐厅内座无虚席。在一家自助火锅
店，就餐的张先生表示：“这家店几乎天
天爆满，每次来都要排队。”

行业复苏势头强劲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3年

前三季度国内旅游统计报告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达到36.74
亿，同比增幅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9826亿元，同比增长5.5%；
餐饮收入4287亿元，同比增长13.8%。

出游人次增幅持续走高。文旅部
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旅游
总人次12.16亿，同比增长46.5%；2023
年第二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11.68亿，
同比增长86.9%；2023年第三季度，国内
旅 游 总 人 次 12.90亿 ，同 比 增 长
101.9%。消费额方面，2023年前三季度，
居民国内出游总花费3.69万亿元，比上
年增加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14.4%。

餐饮消费火热。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342107亿元，同比增长6.8%；餐
饮收入37105亿元，同比增长18.7%。

中国烹饪协会认为，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餐饮收入、限额以上单位餐饮

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23.3个、
22.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
三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幅领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11.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今
年经济运行恢复常态，出行大量增加，
餐饮火爆，服务消费恢复较快。

上市公司业绩向好
截至目前，已有10余家文旅上市公

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大增或扭亏为盈。
九华旅游、丽江股份、祥源文旅等企业
前三季度业绩大增，长白山、岭南控股、
西藏旅游、峨眉山A、桂林旅游、黄山旅
游、三特索道等企业前三季度扭亏为盈。

九华旅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62亿元，同比增长118.44%；实现净利
润1.52亿元，同比增长15250%。其中，7
月至9月实现净利润4044.44万元，同比
增长19.26%。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
季度九华旅游营收和净利双双超越2019
年全年数据。

丽江股份前三季度营收约为6.42
亿元，净利润约为2.12亿元，同比增长
695%。长白山前三季度净利润为1.52
亿元，同比增长693.26%。峨眉山A前
三季度营收约为8.22亿元，同比增长
130.68%；净利润约为2.61亿元，同比增
长427.17%。黄山旅游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14.35亿元，同比上升138.93%；
净利润为4.08亿元，同比大幅扭亏。祥
源文旅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74亿

元，同比增长54.79%；净利润为1.32亿
元，同比增长237.72%。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不少文旅企
业表示，2023年以来，旅游市场好转，公
司游客接待数量显著提升，经营情况得
到极大改善，实现旅游人次和收入“双
增长”。

在餐饮行业方面，老字号企业“强
者恒强”，业绩表现不俗。

全聚德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9亿元，同比增长93.15%；净利润为
7174.64万元，同比增长140.90%。全聚
德表示，2023年以来，餐饮消费需求大
幅释放，餐饮市场明显回升。

金陵饭店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3.53亿元，同比增长27.09%；净利润为
5528.87万元，同比增长83.37%。金陵
饭店表示，旅游酒店市场回暖，餐饮、住
宿等消费需求增长，公司酒店板块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文旅餐饮消费热潮延续。今年中
秋国庆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数达8.26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增长
4.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34.3亿元，
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增长1.5%。

展望四季度，中银证券表示，餐饮
服务消费仍具有较大增长空间，餐饮
消费有望延续复苏态势。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认为，随着更多政策利
好效应释放以及中秋国庆假期旅游热
的催化，今年文旅相关上市公司整体
业绩增长空间将较为可观。

文旅餐饮市场火热上市公司业绩强势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