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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萍“联名”成为很多餐饮企业传
播推广的利器，甚至靠热门联名，就可以登上热
搜。有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与餐饮有关的联
名超过百起。近日，呷哺集团旗下火锅品牌湊
湊开启了创立9年来的首度联名，与国际知名
IP米菲MIFFY展开为期3个月的联名合作，期
待在活动期间推动业绩增长：假日翻台率目标
为6次以上，带动门店客流提升25%。

在业内看来，在经过了2023年的“联名大
年”之后，从2024年开始，餐饮品牌联名进入了
“冷静期”，消费者对于“联名”这件事变得越来
越理智，从而让“爆款联名”变得“可遇而不可
求”。在依靠联名制造惊喜的同时，餐饮品牌还
是要靠产品这一核心实现“长红”。

一季度多个餐饮品牌推出IP联名

据介绍，湊湊与米菲MIFFY的联名合作将
在全国门店推出联名套餐、周边产品，并设置主
题门店。在联名套餐方面，湊湊推出包含米菲
造型产品的主题套餐，如双人、四人及儿童套
餐，随餐将获赠米菲主题餐盘。湊湊会员体系
同步升级，畅吃卡用户新办卡或续卡可以获得
米菲钥匙扣公仔，会员日到店消费更可免费领
取文具周边。湊湊品牌负责人表示，在业绩层
面，期待在联名活动期间营收较平日实现倍数
级增长，假日翻台率目标为6次以上，同时带动
门店客流提升25%。此外，在首次尝试联名后，
目前也已有2~3个储备IP正在评估中，计划定
期推出联名活动，满足不同圈层消费者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一季度，就有包括肯德
基、必胜客、麦当劳、汉堡王、海底捞等多个餐饮
品牌推出IP联名，联名内容涉及联名套餐、周
边产品、主题门店，以及快闪、游戏虚拟周边等。

联名为餐企打造“热搜体质”的同时，也难
以回避“内卷”的烦恼：联名泛滥、IP曝光猛增，
消费者也进入到联名的“审美疲劳”阶段。还有
不少联名产品引发粉丝抢购，甚至内部员工参
与倒卖，一些知名餐饮品牌因此被“骂上热
搜”。一项品牌联名消费调研结果显示，47.3%
的消费者认为“联名活动太多，看腻了”，28.4%
的消费者表示“产品价格高”，还有27%的受访
者认为联名基本等同于“铺天盖地的广告”。此
外，“过度消费情怀”“IP同质化”“联名双方调性
不符”等都成为联名的“槽点”。

IP联名能否成为品牌年轻化“捷径”？

作为“火锅第一股”呷哺集团旗下主打“火
锅+茶饮”模式的中高端火锅品牌，湊湊创立9
年首度联名，并表达出以知名IP触达亲子家
庭与怀旧的年轻客群的期待。与呷哺集团旗
下平价小火锅品牌呷哺呷哺相比，在当下追求
极致质价比的消费心理的作用下，湊湊在业绩
等方面承受着更大压力。根据呷哺呷哺财报，
2024年，湊湊新开餐厅13家，关闭餐厅73家，
门店数净减少60家，截至2024年底，湊湊门店
数为197家。

张艳梅坦言，关闭门店除了受到物业、经营
的影响，从呷哺集团内部来看，还是要注意门店
所处的商圈是否符合定位。她表示：“例如湊湊
在上海迪士尼打造了花木兰主题餐厅，在北京
蓝色港湾打造了美术馆风格主题店，找到符合
品牌自身定位的商圈，‘精选’放在湊湊发展的
优先位置。”

有餐饮业内人士认为，在传统行业同质竞
争加剧的当下，IP联名依然是品牌有效实现年
轻化、差异化并促进产品销售的“捷径”。尤其
是随着兴趣和情绪消费的迅速兴起，IP所具备
的逆周期属性，能够有力助推企业在逆势中实
现业绩增长。但IP联名不是万能的，对其过分
迷信和完全否定都不可取。餐饮品牌还是要依
靠过硬的产品质量、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稳定的
供应链实现品牌和产品穿越周期。

消费者——
希望“后厨直播”成为商家标配

临近中午，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学
生曾瑛像往常一样点开外卖App，但
没有直接进入商家页面，而是打开了
“明厨亮灶”界面。

“我最近才开始注意到‘明厨亮
灶’这个功能。我会先看一下商家的
后厨是否干净，再决定要不要下单。”
曾瑛边滑动页面边说，“以前只能看
评价、看评分，现在还能看到后厨，放
心多了。”

实时画面里，一名后厨工作人员
戴着口罩和网帽正在炒菜，另一名工
作人员则在切菜，食材摆放整齐，地
面干净。“这些细节，比评分更直观。”
曾瑛说。

近年来，多地推出政策，鼓励“后
厨直播”。《上海市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提出，鼓
励入网食品经营者实施“互联网＋
明厨亮灶”，将视频信息上传至其加
入的第三方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江苏省常州市出台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推动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在第三方平台、自建
网站的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主页面显
著位置，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
工制作现场。

近期，多家外卖平台在“后厨直
播”方面发力。今年2月，正式上线
的京东外卖宣布将“解决食品安全问
题”作为平台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
对开通“后厨直播”功能的商家给予
流量支持。目前，美团外卖已推动3
万家门店开通“明厨亮灶”。近日，美
团宣布未来3年将向餐饮行业整体
投入1000亿元，重点聚焦四大方向，
其中就包括“推动‘明厨亮灶’覆盖10
万家店”。

开通“后厨直播”的商家，更容易
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在外卖平台评
论区，消费者表示，“愿意开‘后厨直
播’说明商家有底气”“希望‘后厨直
播’能成为外卖商家的标配”。

但也有消费者表示，“后厨直播”
并非自己的刚需。“我没有时间看直
播。”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工作的
吴晨说，“我更在意饭菜口味和送达
速度，我会尽量选择自己信赖的餐饮
品牌。”还有消费者反映，有的商户将
直播镜头对准后厨角落而非操作台，
或者镜头模糊，这种直播难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李勇坚表示，“后厨直播”
能够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之间的
共赢，但同时也应在技术方面进一
步完善。

商家——
直播视频就是店铺的宣传片

中午11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簋

街上的“浣熊食堂”迎来一天中最忙
碌的时段。“您有新的订单……”走进
“浣熊食堂”，笔者不断听到接单器中
传来的提示声。这是一家外卖集合
店，里面入驻了多家外卖店铺。在12
平方米的外卖专营店里，“米悦拌饭”
店主林忠芳动作麻利——盛出刚煮
好的米饭，按订单信息放入牛肉、玉
米等食材，迅速封装，贴上“食安封
签”，放到外卖取餐台上。

这一切，被店内一台正对着操作
台的摄像头同步记录着，美团外卖用
户可以在线上实时查看外卖商家的
后厨画面。

“刚进行‘后厨直播’时，有点紧
张，担心出错。”林忠芳回忆道，“但时
间一长，我就习惯了‘公开透明’的工
作环境，实时监督让我的操作变得更
加规范、专业。”

美团“浣熊食堂”项目门店负责
人李浩介绍，平台后端也可以实时观
看入驻商家的直播情况，通过自研算
法识别画面中的不规范操作，如出现
地面不干净等情况时，系统会通过绿
色方框进行自动标记。

“过去点外卖像选盲盒，只能靠
评分和评论‘猜’品质，现在消费者更
相信‘眼见为实’，这也倒逼外卖商户
进行‘后厨直播’。”李浩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透明厨房”上
线。通过直播镜头，消费者看到甘肃
省兰州市“茹记烤肉”的师傅们正忙
着处理新鲜食材，陕西省西安市“黄
记煌”的后厨设备摆放整齐，浙江省
杭州市“老乡鸡”的操作区井然有序
……

不少商家已经尝到了“后厨直
播”的甜头。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
区，主营东北菜的“李记小油饼家常
菜”因“后厨直播”而“爆单”。

“刚开始，有些顾客不相信24小
时的直播界面是真实的，还有人专门
到店里查看，发现后厨跟直播画面一
模一样。”店主李峰说。

自从今年1月实行“互联网＋明
厨亮灶”后，这家门店外卖订单量从
每月八九十单激增至月均1500单。

“后厨干净，食材新鲜，操作规范，生
意自然好，直播视频就是店铺的宣
传片。”李峰感慨。

目前，外卖平台普遍对“后厨直
播”商家进行流量倾斜，包括设立独
立频道、增设“后厨直播”专属标签
等。

监管者——
全天候“云监督”效率高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600
多家餐饮商户接入外卖平台“阳光厨
房”，开通了“后厨直播”功能。与消
费者一同点开直播页面的，还有蜀山
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过去，监管人员需要线下跑点检
查，不仅费时费力，也难免出现盲
区。如今，借助“后厨直播”，监管
人员可以对餐饮商户进行线上全天
候可视化监督。

广东省中山市市场监管局民众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厨直播”功
能上线后，监管人员化身“云监工”，
一天就能巡查上百户餐饮店。发现
问题可一键完成智慧通知、台账监
管、电子巡察整改等8项任务办理，
还可以远程督导整改落实。

上海电信数字集成部智能视频
中心主任徐松林表示，“互联网＋明
厨亮灶”可以进行24小时监控，这不
仅促使餐饮企业规范经营，还能在食
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提供溯源的关键
证据。

不少地方采用“AI＋后厨直播”，
让监管更加高效。四川省巴中市恩
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饿了么、中
国移动公司搭建起后厨直播智慧监
管平台。该平台内置AI智能分析模
块，精准识别7类风险行为，发现异
常立即向商户和监管部门同步预
警。商户需在2小时内上传整改反
馈，超时将触发线下核查，形成监管
闭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上线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智治平台”，
借助AI巡查直播掉线、镜头模糊等
问题。 （潘旭涛 梅钿梓）

点外卖看“后厨直播”

菜是现炒的吗？后厨干净吗？厨师操作规范吗？……点外卖时，不少人有这些疑问。为了
满足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多的餐饮商户开始进行“后厨直播”——在后厨安装摄像头，全程直播
备菜、炒菜、出餐过程。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
见》，提出“推动平台和商户实行‘互联网＋明厨亮灶’，强化无堂食外卖监管和社会监督。”

“互联网＋明厨亮灶”借助视频监控和互联网技术，对餐饮单位后厨进行实时直播，受到消
费者欢迎。目前，美团、京东、饿了么等平台均鼓励入驻餐饮商户进行“后厨直播”。

餐饮品牌能否靠
联名实现“长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