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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热词解读2019餐饮业新增长极

热词：夜经济

今年7月《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

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发布之后，

一些餐饮品牌开始陆续在政策的拉动下

延长营业时间、频繁推出夜间优惠活动，

使得北京夜间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在地区上，夜经济不仅局限于国

贸、王府井等中心繁华商圈，通州、天通苑

等地区的居民同样能够感受到夜间消费

的便捷与多元。

除了海底捞、西贝等中式餐饮企业加

持之外，西式连锁餐饮品牌肯德基也推出

辣串、卤味等10多种夜宵套餐组合，以此入

局夜宵市场。肯德基的加入也使得其他餐

饮品牌迅速入局，品牌的激增相应地促进

了夜间消费单量。据阿里集团发布的“夜经

济”报告显示，自进入7月以来，从一线城市

的北京到三四线的咸阳，“夜宵”订单最高

的增长率达到300%，营收的增长让餐饮品

牌看到了夜宵市场的潜力，使得“夜经济”

俨然成为餐饮掘金新蓝海。

热词：跨界

国际品牌大嘴猴在“占领”年轻人衣柜

之后，另辟蹊径开始入局茶饮市场；奈雪の

茶、鼎泰丰不断丰富场景做起了酒水生意；

在2018年横空出世的瑞幸咖啡也在今年

正式上线并独立运营了茶饮品牌小鹿茶；

波澜不止的咖啡市场也不断有强势的“搅

局者”入场，今年9月，中石化易捷发布全新

品牌“易捷咖啡”……餐饮跨界、跨界餐饮

的布局成为餐饮品牌依托跨界基因获取更

大突破的巧妙玩法。

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核心需求不断发

生变化，不少品牌正在进行多时段、多场

景、多品类的多元化布局。在业内人士看

来，从产业端来说，为了彰显差异化的优

势，很多餐企都开始在多方面进行升级。从

消费端来说，目前消费端的升级在倒逼产

业端升级，虽然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

迎合消费市场、满足消费需求是品牌持久

发展的主要途径，跨界的产品、场景是否匹

配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和诉求还有待观察。

热词：下沉市场

下沉市场是2019年众多扎根一线城

市餐饮企业开始发力布局的市场。海底捞

上市后随即宣布了加速扩张的战略，并将

三四线下沉市场作为重点挖掘的市场，海

底捞的下沉策略也直接带动了海底捞门店

数量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加速提升，但同时

也遭到了国金的唱空，而国金唱空海底捞

的理由就是认为海底捞的下沉策略可持续

增长能力有限。

无独有偶，今年在饮品市场掀起波澜

的瑞幸咖啡从4月开始悄然布局茶饮市场，

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火速推出了独立的

茶饮品牌小鹿茶，并开始以独立品牌开始

对外加盟，而瑞幸咖啡也明确表示，小鹿茶

所面向的市场会是以三四线为主的下沉市

场。从互联网企业来看，今年以来美团点

评、阿里本地生活先后表示将加速布局下

沉市场的意图，阿里本地生活更是推出了

“上山下乡”计划以布局下沉市场作为对抗

美团点评的新策略。

热词：打假

京天红、鲍师傅、鹿角巷……这几个

餐饮品牌在今年除了探讨提升品牌价值

如何持续发展外，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

是维权打假。京天红商标纠纷可以说愈演

愈烈，今年更是升级到真假创始人对垒开

始“刨家底”。另外，鲍师傅和鹿角巷在维

权打假的路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鲍师

傅一方从初期北京地区各类侵权店300余

家，到目前北京地区侵权店仅不足30家；

而鹿角巷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终于拿

下了第43类商标，这也意味着鹿角巷终于

从这场旷日持久的山寨难题中找到了一

个突破口。

餐饮品牌被仿冒、被山寨甚至被更名

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也成为许多餐饮品牌

当下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在业内人士看

来，餐饮企业，尤其是新兴网红餐饮品牌商

标意识不强，是造成品牌被仿冒、抢注的主

要原因。掌握商标注册时长，商标先行将会

大大降低后期品牌的维权难度。

热词：外卖涨价

外卖成本持续上涨正在反映到外卖

价格的提升上。外卖市场格局已定，补贴

不再是外卖平台存续的方式，降低补贴，

提升佣金已然成为外卖平台获取利润、减

少亏损的主要方式。餐饮企业也正因此改

变自己的外卖策略和定价。今年，一则麦

当劳、肯德基同款外卖产品与堂食产品价

格不符的消息登上热搜，外卖、堂食不同

价的问题也引发了网友和众多消费者的

热议。

然而，外卖、堂食不同价在业内却早已

不是新鲜事，连锁餐饮品牌几乎都在使用

这种方式来应对外卖成本的不断上涨，在

餐饮业内人士看来，外卖和堂食产品成本

构成不同，因此定价不同属于正常情况，但

在消费者端却引起了争论，有网友认为可

以接受外卖、堂食不同价，因为这是商户做

外卖成本提升的必然，但也有网友认为自

己点外卖时交了配送费，理应享受和堂食

同样价格和质量的产品。

热词：奶茶成分

一股被称为“新中式茶饮”的行业劲风

在2019年一直作为热门话题搅动着市场，

引起业内广泛关注，不少相关部门也开始

对现制现售奶茶的咖啡因、含奶量、含糖量

等成分开展比较试验。而“一杯奶茶的咖啡

因含量等于七罐红牛”“奶茶无奶”“无糖含

糖”等试验结果也引发了消费者热议。上述

的测评结果和相关食安事件也反映了现制

现售饮品虽一路狂奔，配套监管却没能跟

上，系列问题也随之浮现。

与此同时，中国烹饪协会携星巴克中

国、茶米茶、西贝及快乐蜂共同发布了国内

首份现制饮料操作规范团体标准，这一标准

对于现制饮料门店的经营场所、设备设施、

人员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不过，新

中式茶饮的标准仍待完成。近三年来，中国

的餐饮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在其背后更

多的是各种矛盾的重生，质量与速度、扩张

与员工培训、产业的火爆与食品安全等矛盾

已经成为中国餐饮行业的通病。

热词：数字化赋能

精细化运营俨然已经成为餐饮行业的主

题。从餐饮企业到外卖平台提升运营效率，控

制运营成本成为目前餐饮行业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方式。因此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被许

多餐饮企业作为精细化运营的重要工具。

也正因如此，今年成为美团点评以及阿

里本地生活重点开始布局数字化赋能B端商

户的一年。美团点评CEO王兴在互联网大会

上提出“数字化赋能才是未来”，美团点评要

为餐厅做好供应链服务，并将餐厅本身的管

理和服务全面IT化、数字化。与此同时，今年

以来阿里本地生活开始通过布局菜场的方

式一步步开始向餐饮上游摸索，并在近期

被曝出开始孵化生鲜品牌饿鲜达，饿了么

也明确表示饿鲜达的未来是为了向餐饮供

应链延伸。紧接着美团点评也在最新发布

的财报中明确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投资生鲜

业务，二者竞争的焦点也开始从C端流量转

向服务B端商户。这也将是本地生活服务平

台数字化赋能餐饮产业的开端。

热词：人造肉

今年美国企业BeyondMeat的上市直

接让人造肉这个词火遍全球。美国肯德基和

汉堡王上线人造肉产品更是直接拉近了人

造肉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这股风也很

快刮到国内，人造肉品牌珍肉等企业出现，

并且在资本市场冷却的情况下获得融资，也

让人造肉快速走进餐饮企业的视线。

不同于原来素食餐厅的素肉，人造肉

是通过将大豆蛋白从分子结构上进行重塑

让其在外观及口感方面更接近真肉，因此

它的出现也激起了社会各界对这个“新物

种”的关注。但人造肉在国内发展尚属早期

阶段，行业规模小、入局者诸多、缺乏相关

规范化标准是当前及一定时间内限制人造

肉发展的主要原因。另外，中餐烹饪方式相

比西餐更加复杂，国内消费者口味及用餐

习惯与国外消费者差异明显，人造肉要想

在国内市场打开局面也要更接近国内消费

者的需求，这也意味着人造肉在中国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热词：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今年国人最为关注的话题

之一，率先在上海实施的垃圾分类多次登

上微博热门话题。而在今年12月18日，新

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发布，其中为了从源头上减少

垃圾产生，《条例》规定餐饮经营者、餐饮配

送服务提供者和旅馆经营单位不得向消费

者主动提供筷子、勺子、洗漱用品等一次性

用品，如违反规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

门责令立即整改，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罚款。

《条例》一出，关于外卖环保的问题随

之被关注，随着国人外卖消费越来越频

繁，有关外卖垃圾激增所引发的一系列关

于环保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从外卖平台

被诉未向用户提供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选项至今，外卖餐具滥用的问题并未真正

得到缓解，真正实现外卖环保还需政策规

范、消费者自觉、环保技术推动等多方共

同努力。

热词：食品安全

今年“3·15”，知名餐饮品牌外婆家后

厨出现厨师脚踩案板翻入操作间、员工在

洗菜池涮拖把等违规操作，同日，张亮麻辣

烫因“挂羊头卖鸭肉”被海口食药监调查，

一天内两家知名餐饮品牌上榜使得食安问

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然而，仅相隔不到

一天的时间，西贝莜面村南京金鹰店被曝

出消毒后的餐具上仍有油与污渍，配餐人

员一边切馅一边用擦桌子的抹布擦手等情

况，引起大量网友关注。

知名餐企频频出现食安问题的背后，显

示出餐饮行业发展的桎梏，同时也透露出消

费者对于食安的敏感程度，一旦出现食安问

题，将对餐饮品牌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

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中，增加了对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处罚到人”、建立职业化食品检查队伍

等内容，以此来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郭缤璐 于桂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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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餐饮行业创新发展的一年， 同时也是餐饮企业培育新的

增长动能的一年。这一年，人造肉在健康餐饮趋势的推动下从国外火到

国内； 各地大力推行发展夜经济也为餐饮企业门店日常发展和管理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外卖市场格局的逐渐清晰，外卖平台开始集

体转向B端市场， 希望通过数字化赋能商户的方式获得稳定的盈利。也

是这一年，外婆家、西贝等知名餐饮企业被曝出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揭

开连锁餐饮企业的管理痛点。北京商报联合北京烹饪协会、北京市餐饮

行业协会共同遴选出2019年度餐饮业十大热词， 从中解析餐饮市场的

发展脉络。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高质量发展是餐企流量解药

一年一度的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进

入了最后阶段，历届“北京十大商业品牌”

见证了北京商业的发展，也成为北京商业

领域的榜样。在此期间，北京商报记者陆续

对有代表性的商业企业及行业协会进行了

专访。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的2019年暴

露出目前餐饮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那就

是在消费需求不断换挡升级的当下如何适

应新的消费需求和新的市场环境，而高质

量发展也将成为餐饮行业2020年的发展

关键字。

北京商报：在您看来，即将过去的2019
年， 国内商业或者是餐饮行业遇到的最大
挑战是什么？

姜俊贤：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已经超过
40年了，消费者在物质层面已经发展到一

个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

对于消费的需求在不断地换挡升级，服务

业、餐饮业、商业等各行各业现在正面临

的最大挑战就是适应人们不断升级的消

费需求。

北京商报：2020年即将到来， 您觉得
未来一年国内餐饮行业发展的关键字会
是什么？

姜俊贤： 现在各级人民政府都在讨论
“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我们也认为目前国

内的服务业、餐饮行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就在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关于促进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包括餐

饮行业在内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

要求。从目前餐饮行业的增长及发展情况

来看，餐饮行业已经不是原来满足一般的

消费，解决部分就业这样的基本功能。餐饮

行业下一步要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食品安全

需求、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作为拉动

内需的其中一个重要产业，餐饮行业对我

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餐饮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将会是未

来餐饮行业发展的关键词。

北京商报： 北京商业十大品牌评选到
今年正好是15周年， 您觉得这15年北京商
业或餐饮行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姜俊贤： 北京商业十大品牌评选活动
经过这15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商业与消费

者、商业与社会以及商业同行之间一座沟

通的桥梁。每年的商业十大品牌评选以及

商业十大高峰论坛都已经成为了首都商业

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活动，在这里预祝今

年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活动顺利进行的

同时也希望活动能够在未来多增加一些数

据性的分析，对市场及行业的发展趋势给

出更加清晰地解读。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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