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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篇
关键词1���团餐蓝海

在众多转型方向中，团餐无疑是最具潜力的市场。在业内人士看来，企业食
堂上到正常的公务接待，下到员工购买食品回家，承包的餐企都可以创收。

在团餐行业，厨房操作间、就餐场所等都是由客户方出，一般社会餐饮企业
面临的门店选址、房租上涨等问题统统没有；由于是劳务派遣，员工薪金实际上
也是对方支付；虽然看起来每餐人均15-50元可能利润不高，但与社会餐饮淡旺
季差异明显相比，团餐每天的就餐人数、需求量都是高度可控的；而且团餐企业
只要签下一单，这个网点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都有了保障。

品牌社会餐饮纷纷进军团餐，让团餐行业露出冰山一角。人们赫然发现，与
动辄20亿元、30亿元、60亿元收入的团餐大佬相比，一年收入几个亿、十几个亿已
经大名鼎鼎的社会餐企原来只能算是“小兄弟”。

关键词2���副牌盛宴

如果说，蜀国演义去年在光明楼和三里屯新开的两家“乡里老菜馆”还未引
起业界对于餐饮副牌的关注，那么今年春节过后，从旺顺阁的“椒澜”，到大董旗
下的“小大董”；从净雅新开的“嗨餐厅”、“品尚海鲜火锅”，到俏江南的新品牌“妙
川”；从苏浙汇的“苏浙小品”，到陶然居刚推出的“陶然居嘿锅”……众多餐饮大
鳄频频创立新品牌，让2014年几乎成了餐饮副牌的狂欢年。

去年，受中央“八项规定”的影响，中国的高端餐饮一落千丈，经收普遍下滑
40%以上，向大众市场转型成为必然选项。然而如何转？一开始，包括净雅、顺峰、
俏江南、湘鄂情、直隶会馆等在内的高端餐企，纷纷选择了降低菜品价格，如取消
200元以上菜品、推出平价家常菜等举措，然而效果不彰，消费者并不买账。餐饮
大佬们很快意识到，原有的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改变的。与其费力不讨好地重塑品牌定位，不如直接推出与新定位相匹配的
新品牌。

“八项规定”出台前，净雅的餐饮板块只有主打酒楼正餐业态的“净雅”和主
打海鲜自助餐的“阳光海岸”两大品牌，短短一两年间新增了“么豆捞”、“品尚海
鲜火锅”、“嗨餐厅”、“天天见面”等多个品牌，覆盖正餐、自助餐、火锅、时尚休闲
餐、地铁餐饮等多个业态。

关键词3���资本涌入

呷哺呷哺成功港交所过会，将于12月17日挂牌。通过本次上市，该公司拟筹
集至少11亿元。这只是餐饮在今年受到资本青睐的缩影。

事实上，早在11月初，弘毅投资被曝出将收购重庆佳永小天鹅餐饮有限公司
约93.2%的股权，后者旗下拥有重庆小天鹅火锅品牌 ;香港上市公司喜尚控股也
宣布拟收购内地连锁快餐广州多美丽饮食管理有限公司51%的股份。在此之前，
连锁烧烤品牌“木屋烧烤”，引入了1亿元的首轮融资。再加上层出不穷的互联网
餐饮品牌，餐饮业投资看上去一片火热。

对此，业内认为，这些境内外资本看好内地餐饮企业，可以看成是一种抄底
动作，目前中国经济回暖趋势明显，对于正处于行业低谷的餐饮业而言无疑是重
大机遇。中烹协昨日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今年1-10月，全国餐饮收入22591亿
元，同比增长9.7%，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了0.7个百分点，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的差距也较去年大幅收窄。 未来三年内， 国内快递业仍是以低价换量的阶
段，但这种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关键词1���寒冬依旧

商务部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透露，10月餐饮消费出现回暖， 收入同比增长
9.7%。不过对比商务部前几期例行发布会的数据可以发现，在大众化消费拉动和
企业积极转型等推动下，餐饮消费保持回稳态势，但波动仍较大，尤其是高端餐
饮持续波动于正增长与负增长之间，或反映行业寒冬仍未远离。

在业内人士看来，高端餐饮仍处于阵痛期。如受困于巨大的经营压力，“中国
民营餐饮第一股”湘鄂情欲逐步剥离餐饮业务，转而进军新媒体和大数据产业。
更名为中科云网的湘鄂情发布三季度业绩预期公告，修正此前关于9月前扭亏为
盈的预期，预计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将亏损8500万-9500万元。

关键词2���转型困难

俏江南开卖盒饭的消息近日再度被热炒，成为高端餐饮转型自救的又一
例证。事实上，自去年以来，高档餐饮卖盒饭、快餐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湘鄂情
也曾高调推出不到20元的盒饭，全聚德开通了外卖订餐，为熬过寒冬，餐饮企
业想尽各种招数。

然而，从目前来看，高端餐饮转向大众市场也并不容易。全聚德董事长王志
强指出，“跟我们一样的一家上市公司湘鄂情， 放弃80元以上的菜做80元以下的
大众餐，但是这种转型已经导致他们关掉了很多家店。我们的一些门店在去年也
尝试卖早点、自助餐、鸭肉包子等，有的门店甚至开到社区。对于他们的行为，我
们的态度是表扬，而不鼓励”。

王志强称，卖包子、自助餐已经将全聚德单客消费金额从180元拉到了130-
140元，今年全聚德的上座率高了，但是人均客单价却降低了不少。“经过半年多
的思考，全聚德觉得80元以下的大众餐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全聚德要坚持菜价中
等偏上的水平。”王志强表示，100年来全聚德除了是老字号外还是“金字招牌”，
因此要做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数据也表明，部分高端餐饮企业转型后上座率和消费人次得到上升，但是人
均消费大幅下降，利润率明显下滑。在租金、人工成本上涨远超营收增长幅度的
情况下，只靠价格亲民绝不是真正的出路。

关键词3���“低消”受限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企业经营管理办法》目前已经正式实
施，其中，“禁止餐企设置最低消费”的规定引发的争议还在继续。中烹协公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餐饮服务投诉增长达67.5%，引起纠纷较多的仍是开瓶
费、最低消费等老问题。

然而，不少饭店的经营者认为，设置最低消费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包间的
装修、人工成本总体而言要比大堂高得多，再加上水电费用，经营压力越来越
大。”一名从事餐饮行业十多年的湘菜馆老板表示，其实饭店设置的最低消费
并不是漫天要价， 而是根据每名顾客的平均消费水平乘以包间容纳人数制定
而来。使用包间的顾客，因为人多，通常都能够满足最低消费的标准，不会造成
太大的浪费。

许多餐企负责人对此表示认同，单间与大厅享受的服务是不同的，在收费方
面当然也要有所差异。这就像乘坐火车，普通客车和动车的票价当然不同。有的
餐企豪华单间一天的房租成本就要上百元，如果按大厅一样收费，收入可能还抵
不上其水电费、服务费，这对企业也是不公平的。

2014年，高端餐饮的寒冬仍在持续。过去十年，
餐饮行业实现了近20%的年增长率， 成为众多资本
投资追捧的对象。但随着人力、食品原材料、房屋土
地租金成本的节节攀升，近年来，餐饮行业整体收入
增长放缓，餐饮企业提高盈利能力迫在眉睫。而“央
八条” 更是对中高端餐饮企业形成了持续的巨大业
绩压力，诸多企业已进入涅槃重生的生死关口。

中国烹饪协会日前发布的全国餐饮分析报告
显示，今年全国餐饮市场呈现出曲折前进的态势。
虽然高端餐饮积极转型，或是小有成就或以失败告
终；“低消”受禁，也令餐企经营再遇波折。餐企的转
型之路依旧任重道远，但多角度、多方向的转型尝
试仍将继续。

餐饮：转型关头 几家欢喜几家忧

现状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