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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驰）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

济让我们的生活生产发生哪些改变？12月28日，2022北

京商业品牌大会暨2021年度（第十七届）北京十大商业

品牌系列活动，将通过北京日报客户端京直播、北京商

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时间、抖音、快手、千龙网等平台直

播揭晓。所有与数字经济相关的疑问，均将在这里找到

答案。

本次大会以“开启数字新生活”为主题，众多来自政

府部门与行业协会的领导及商界精英代表聚焦数字经

济，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寻求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与此同时，站在历史潮流的重要节点，北京市商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文杰也将现身直播现场，剧透2022

年北京商业政策走向。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今年的品牌评选申报工作于11

月启动，评选过程由业界专家评审、公众投票等环节，经

过严格的评审过程，包括品牌库建立、优秀案例报名、消

费者和专家投票等环节，确保评选公开、公平、公正。在

综合考虑参选企业的业态代表性、平衡性和成熟度基础

上从中遴选行业标杆企业。

现阶段，北京正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因为在奖项设置方面，本届评选也根据年度政策导向和

商业发展新特点进行了调整，除了年度重磅奖项“北京

十大商业品牌”“北京十大商业品牌模式创新奖”之外，

在数字化技术为商业模式提供新思路、新可能的背景

下，还特别增设了“北京十大商业品牌年度主题奖———

数字引领奖”。

据介绍，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创立于2005年，由

北京市商务局指导，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与北京日报报业

集团共同主办，北京商报社承办，被业界誉为北京商业

领域规模较大、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深远的年度评选活

动。成功入围的品牌不仅代表北京商业当年年度的发展

特点，也将为商业企业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和方向。

历届的北京商业高峰论坛都会邀请众多商业大咖，

对年度商业发展新趋势展开思想碰撞与观点争鸣。与往

年不同的是，本届活动在延续高峰论坛的基础上，创新

性地推出了“金鼎茶话会”的全新IP，来自居然之家、物

美、58同城、值得买科技、达达集团、海底捞的6位商业

核心业态的企业高管将围绕数字经济之下的商业流

通、跨界融合等方面分享自身的案例以及对2022年做

出趋势判断。

商经

北京如何打样数字化商业

低调收缩

“收缩的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简单说就是疫情之

下为了‘求稳’。既然卖老年餐暂时还不好找到盈亏平衡

点，那就先集中好优势资源发展其他主力业务。”正如李

斌给出的答案，他所管理的餐饮公司在2021年内收缩了

原有的老年餐业务及布局。

而收缩老年餐的，并非只此一家。李斌透露，在疫情

冲击以及成本把控的综合考量下，此前积极入局老年餐

市场的诸多京城餐饮企业中，已有不少悄悄调低了对老

年餐业务的发展力度。

为了说明，李斌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你看，之

前餐饮企业进军老年餐市场多高调，现在很多企业都低

调地不愿意接受采访和曝光了”。据李斌透露，同样选择

收缩的不仅仅是餐饮企业，还有下游的配套板块，比如

配送。

在李斌看来，目前市场上关注老年餐饮的餐企并不

少，但能真正做好的并不多。是什么限制住了餐饮企业

发展老年餐业务的脚步？他坦言，包括空间场地制约、利

润微薄、目标客群消费观念相对传统等一系列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都束缚着餐企在老年餐市场的发展。

选址是最大痛点

以拓展门店为例，李斌表示，餐企在社区开设网点

非常困难，其中选址是最大痛点。

因为老小区在配置空间方面相对缺乏，在适合开店

的地段找到租金低廉的社区闲置空间，难度确实不小。

一旦开在社区中的餐厅租赁成本过高，日常销售收入又

难以覆盖餐食采购及制作等流程产生的支出，企业通过

卖老年餐来收回成本，就更是“难上加难”。

而只要开了店、正常开展业务，人力成本的增加就难

以避免。李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对于连锁餐饮企业来说，

相比场地租赁费、食材损耗等成本支出，人工综合成本也

是企业开销的大头，支出占比甚至可以达到三成之多。

“疫情之下，很多定位老年餐的餐饮商家之所以坚

持不下去，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多少利润，销量又不理

想，实际运营成本还较高。”李斌透露，短期内投入与收

益不对等，也是他现阶段收缩老年餐业务背后的一大考

量。在他所管理的多家社区餐厅中，也普遍存在老年餐

销售未达预期的情况。

除了上述意料之中的困难，另有一家餐饮公司的负

责人吴量（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拉出一张菜品丰富

的老年菜单不难，但实际投入的精力以及成本远比外界

想象中要大。比如，针对像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管疾

病等进行菜品研发，京城某国企餐饮企业除了从各品牌

抽调技术骨干，也同时外聘了营养专家，对外宣布拿出

的专项资金就有100万元。

李斌也表示，相比普通餐食标准化的制餐流程，在

老年餐这一特殊餐食的制作上，餐企的出餐成本实际上

也已被拉高。“比如，在餐食营养搭配合理、菜品种类丰

富多样外，符合老年人口味的老年餐不能过油、过咸、过

甜；针对一些牙口不是特别好的老年人，餐品也不能太

硬。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满足更多老年消费者的需求，在

定下菜单、吸引老年人前来消费之后，我们还要不断收

集消费者的反馈，对产品进行调整。”

公益与盈利难平衡

公开信息显示，全聚德、永和大王、和合谷、真功夫、

金百万、丽华快餐、吉野家、嘉和一品等知名餐饮连锁企

业，此前都曾提出或已经推出了针对老年餐饮需求的产

品和服务；包括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在近几年也频频向

养老助餐市场发力。

“餐饮需求属于刚需，近年来，餐饮已成为我国养老

行业中供给缺口最大的服务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杰华指出，我国老龄化社会趋势已

经显现，当前国内老年餐饮市场虽基础较差，但潜在需

求较高，不少餐企已然将布局老年餐饮市场视为企业差

异化竞争的一条发展新路径。

“从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考量，业内普遍认为老年餐

饮市场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蓝海’。”不过李斌也直言，基于

老年餐饮需求的复杂性，以及老年群体的消费习惯存在

一定局限性，不少布局其中的餐企也感受到了一定阻力。

在李斌看来，保证餐品质量的同时提升配送效率，是

打开老年餐饮市场的关键。但现阶段，老年餐食的丰富性

及个性化需求、餐食销售渠道的拓展难题，以及不挣钱的

餐食定位下“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都让他倍感压力。

“老年餐带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质，但老年餐饮市

场很难完全依赖企业的‘公益’出发点来推进。若想靠

‘规模经济’来摊平成本，眼下似乎还要靠薄利多销来争

取老年消费者、抢占市场。”但李斌表示，目前最尴尬的

是，薄利多销未必能够实现盈利，而且薄利也未必带来

了多销。

“眼下最核心的还是挖掘更多的老年人消费。销路

多了、销量上去，再争取把成本控制住，做老年餐的企业

才能谈良性运营和更大发展。”李斌称，老年人普遍购买

力有限，再加上大部分老人线上自主订餐的能力又缺

乏，是对餐饮门店销量提升的一大挑战。

但在中关村大健康服务平台主任迟胜看来，现阶

段，餐饮业“薄利多销”更像一个伪命题。“人工、房租、水

电、供应链等多种因素，都是影响餐企盈利水平的重要

因素。餐企若想实现个性化和薄利多销，目前只有通过

科技手段降低人工、配送等方面的成本，但目前应用科

技手段的成本也较高。”

谈及接下来如何发展老年餐业务这一问题，李斌表

示，不会彻底放弃，但在短期内也不会冲动扩张。“走一步

看一步吧！”李斌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荣蕾

除了独立餐饮门店经营者，京城部分连锁化及标准化水平极高的知名餐饮品牌，也在疫情的冲

击下收缩了原本积极入局的老年餐业务。布局北京市场的某快餐品牌负责人李斌（化名）表示，对尚

不能给整体营收做出贡献的老年餐进行收缩，是通盘考虑企业发展现状后做出的无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