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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芳 胡斌 烟火气里寻美
味，用舌尖感受生活温度。据商务部商
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重
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6.3%。消费市场繁荣某种程度得益于我
国餐饮市场的迅速发展，相关激励政策
陆续出台，推动餐饮消费场景重构与融
合创新。

《2025年中国餐饮产业生态白皮
书》显示，2024年全国餐饮收入5.57万亿
元，同比增长5.3%。但各餐饮品类人均
消费价位从 2023年的 42.6元下降到
2024年的39.8元。与此同时，餐饮市场
出现产业地域突围、消费分层与烟火经
济兴起、性价比食材需求凸显等发展趋
势。这些变化，需要餐饮从业者拥有一
双慧眼，洞察消费者需求，凭借对品质的
执着和对顾客的真心，用心做菜品，真心
为食客，在变化中谋求长久发展。

近年来，有关部门围绕餐饮消费领
域出台了完善餐饮标准体系，制定修订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多项政策。例
如，商务部等推广“互联网+明厨亮灶”
及外卖封签机制，探索“种养殖基地+中
央厨房+餐饮门店”供应链模式，强化食
品安全风险分级监管；打造“美食名镇”
“美食名村”，开展“中华美食荟”系列活
动等。地方层面，北京市对老旧餐厅改
造升级投资额超核定计划70%的，给予
一次性奖励等；四川省对餐饮企业年营
业额首次达150万元以上的提供专项培
育和补贴；等等。

不过，餐饮业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
的问题。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新开餐
饮门店数量为451万家，但关闭的门店
数量也达到409万家，闭店率创纪录地
达到61.2%。当下，头部餐饮品牌集中度
提升，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品牌店某环节稍有
疏忽都可能会影响消费体验。尽管有餐
企尝试多业态混搭增加收入来源，但供
应链复杂度和运营成本也随之增加。此
外，餐企用人、房租等成本有所增加。针
对此，餐饮企业需要强大的市场洞察力
和创新能力，努力做好“舌尖”上的消费。

一方面，以场景创新拓宽消费边
界。当下，年轻人纷纷涌向评分在3.5分
左右的餐厅。以前约饭是去大饭店吃，
现在约饭注重去吃什么，而不在乎饭店
的大小。“漂亮饭”的走红，以其精致的摆
盘和极具视觉效果的呈现，成了许多年
轻人的就餐首选。餐饮消费市场中出现
的性价比逻辑、轻社交逻辑等，使餐饮行
业持续调整经营策略。对此，要进一步
明确市场定位，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
从装修风格到服务流程，围绕品牌核心
理念展开，增强顾客辨识度和忠诚度。
保持菜品创新，定期推出新菜品，以此吸
引和留住顾客。精心设计每个服务细
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美食制作过
程、餐厅故事、顾客评价等，迅速提升品
牌曝光度。

另一方面，以数字场景重构人货场
关系。餐饮企业要通过产品迭代和供应
链优化构建“护城河”，在设备、标准化、
供应链以及食品安全方面迭代升级。要
通过设备自动化、智能化与数字化深度
融合，构建起一套更高效、更低成本、更
可控的运营体系，在考虑食品安全风险
的前提下引入合适的餐饮设备。另外，
增强餐饮连锁品牌的供应链弹性与柔
性，关键是实现供应链的动态平衡和高
效响应。要积极打造就餐抽奖、积分兑
换等促销活动，丰富消费者就餐体验。

本报讯 王萍 近日，第七届“簋街不
夜节”启幕。今年，“簋街不夜节”首次
开启“超长待机”模式，将一直持续至9
月底，贯穿整个夏季。

据了解，从今年“五一”假期开始，
北京多家餐饮企业都将菜品研发及营
销重点瞄准了夜经济，“露台夜宵”“露
营餐饮”也成为入夏以来的“关键词”。
根据北京市商务局此前发布的信息，到
2025年，全市将培育30条以上“深夜食
堂”特色餐饮街区。夜间消费潜能不断
被激活，“多元化”的夜间消费产品和服
务备受关注。

发起“锅气”倡议 拒绝“预制”

第七届“簋街不夜节”由北京市商
务局指导，东城区商务局、东城区文化
和旅游局、北新桥街道主办，簋街管委
会、北京烹饪协会、簋街商会、抖音生活
服务联合承办，燕京啤酒集团战略支
持。本届“簋街不夜节”以“锅气食力
派?点亮夜京城”为主题，围绕簋街“不
夜消费”主线，将持续至9月底，后续还
将推出直播探店、深夜食堂、消费满减
等系列活动。

今年的“簋街不夜节”首次提出簋
街将成为首个以“锅气”为核心IP的夜
间消费集聚区。开幕式现场，簋街商家
代表共同发起《坚守现制本味 传承餐
饮锅气》行业倡议，承诺拒绝“千篇一律
的预制菜复热”，回归“一菜一炒”的现
制初心。同时对“锅气守护工匠”“烟火
气推荐官”进行授牌。

打造“美食+文创”场景

近年来，簋街上的餐饮生态越来越
丰富，除了通乐、胡大、花家怡园等簋街
“元老”商户，星巴克咖啡、京A、火财
盒、宜宾招待所等受消费者欢迎的餐饮
品牌陆续在簋街开业。簋街商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簋街上的餐饮商户数
量占到总商户的约40%。随着市场的
自然选择，每年簋街的商户会有约20%
~30%的更新。除了小龙虾、烤鱼、火
锅、烤串等夜宵美食长红不倒，更多的
咖啡、新茶饮、京味点心、西餐等也让簋
街的餐饮业态更加多元化。今年，麦当
劳将有望进驻簋街，同时，来自江苏盱
眙的小龙虾品牌也将有望来到簋街，与
胡大代表的北京味道、沪小胖代表的上

海味道“同场竞技”。
簋街商会监事长郭冬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簋街打造了文创
雪糕，话剧《簋街》成功首演，去年的不
夜节还发布了簋街的 IP形象“夜小
喵”。“五光食色”等与餐饮相关的艺术
展览也吸引着来簋街就餐的人，让消费
者感受到了除美食以外簋街更多元更
丰富的文化。未来簋街还将继续打造
特色文化场景，比如文化策展空间，邀
请艺术家围绕着簋街饮食文化推出艺
术展。未来，簋街还将以“簋街12味”
“夜小喵”等IP为灵感，打造更多的文化
产品和文创周边。“例如簋街计划以西
周青铜器‘伯簋’为原型，设计文创冰箱
贴，让食客将北京和簋街的文化、历史
和美食的底蕴‘贴’近日常生活，实现
‘美食+文创’的场景化破圈。”

北京餐饮夜经济热度初现

据了解，今年的“簋街不夜节”比去
年提前了一个月，而且跨越北京的夏
季，一直持续至暑期结束，其间将伴随
簋街近30家商户上线千份免费试吃套
餐及代金券、“北京特产”燕京啤酒限时
优惠、平台联动商户沉浸式直播、爆品
秒杀、消费满减等活动，激发北京餐饮
消费力。

以簋街为代表的北京餐饮夜经济
从今年“五一”假期已经开始升温。北
京胡大饭馆运营总监张胜滔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据统计，胡大饭馆今年
“五一”假期期间的客流环比放假前增
长超过60%，招牌小龙虾在5月2日当
天的销量超过11600斤。

最近，关于小龙虾价格波动的消息
登上热搜，湖北潜江、湖南南县等主产
区日交易量超千吨。气温升高加速成
熟、供应链日益完善、养殖技术提升等
因素叠加，促使小龙虾价格持续走低，
消费者也迎来“剥虾自由”。张胜滔说，
从今年的市场消费趋势分析，顾客更加
追求质价比和产品多元化。“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胡大招牌产品小龙虾从15
只起售，调整为10只起售，还添加了必
点特色菜的小份菜销售，以满足不同客
户的多元消费需求。”

进入夏季以来，北京的“露台经济”
“露营经济”呈现出超越以往的热度。
东城区近日启动了“微风露台计划”：登
上红桥市场的楼顶露台喝咖啡、看天

坛，成为“五一”假期新的“打卡点”；在
灿然书屋二层露台喝茶、读书，吃老北
京茉莉花冰淇淋。在簋街，包括胡大三
店、独一味烤鱼等带有露台的餐饮门店
也受到消费者欢迎。在胡大三店可以
看到，很多消费者宁愿多排几桌，也一
定要在露台上享受吃虾喝啤酒的乐
趣。据了解，胡大饭馆每晚9时正式开
启“夜场模式”，安排歌手驻唱，夏季还
会增加现场打碟和花式调酒等服务。

“多元化”夜经济备受期待

2024年，北京市商务局等9部门印
发《推动北京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
造国际美食之都行动方案》，鼓励餐饮
业延时经营；推动夜间餐饮与夜间观
光、夜间演出等结合，打造夜宴、夜饮与
夜景、夜娱、夜购等融为一体的消费服
务；增加夜生活消费供给，到2025年，
全市培育30条以上“深夜食堂”特色餐
饮街区。

有业内专家认为，夜间经济是城市
现代化水平、城市活力和消费繁荣程度
的重要体现，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投资环境的“晴
雨表”。北京为了更好地释放夜间消费
潜能，北京从2018年开始就推出“深夜
食堂”，又接连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
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
《持续打造有品质有特色有温度“夜京
城”冬季活动措施》《北京市促进新消费
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等一系列繁
荣夜间经济的文件。北京的夜间经济
快速发展，并步入了以高质量发展为引
导的新时期。

相比夏季夜经济蓬勃发展，北京作
为北方城市，夜经济发展也呈现出明显
的季节特征。有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可
以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根据季节开发
多样化的夜间消费产品，如围绕元旦、
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开发更具“年
味儿”的夜间文旅产品。

此外，北京市现有夜间消费产品
和服务多以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
主，可以鼓励以创意和科技为支撑的
夜经济新业态和新产品。依托展览
馆、文博场所，定期开展主题展览，引
入沉浸式展览内容，丰富夜间文旅业
态。鼓励博物馆、美术馆、海洋馆、科
技馆等开发夜游、夜宿产品，丰富夜间
文旅产品供给。

立足创新
推动“舌尖消费”

第七届“簋街不夜节”启幕
多项活动推动夜经济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