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政策红利还是消费者的
品牌归属， 老字号一直都有优势。如
今，北京老字号们愈发愿意尝试多元
业态，接触更多的消费者，在当下消
费升级中，找回并重新占领市场。

不少“消失”的老字号门店、产品
重新回到市场，例如义利西餐厅重新
开业。彼时，义利西餐厅在西单南口
的西绒线胡同开业，成为北京第一家
西餐厅，比肯德基、麦当劳的进京时
间更早，餐厅供应汉堡包、火腿三明

治、咖啡等。直到2002年，义利西餐厅
拆迁，不再经营。

重新启用的“义利西餐厅”，延续
了此前的复古设计，新店菜单还在西
式快餐的基础上增添了部分京味美
食和早点。

年轻化是消费市场的主流趋势，
老字号需要行动起来，改变固有的品
牌影响。 老字号作为珍贵的文化遗
产，需要社会的保护与关注。

从长远发展来看，老字号应不断

增加产品种类，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
和创新。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推
陈出新，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符合
其需求的不同类型产品。

京城老字号不断突破产品界限，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然也留得住消
费者。面对个性化的“90后”“00后”，
百年老店不断尝试各种方式与他们
深度交流。

品牌通过增加产品种类的方式
开发和拓展市场上的潜在客户群体，

对老字号的发展不失为一个好方式。
“传统老字号的产品之前只是通过口
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产品推广。互联网
时代，这些传统老字号应该巧妙地运
用互联网手段，加强自家产品的推广
和销售。

保留、发展老字号，也是继承和
发展城市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近年
来， 保护老字号的呼声越来越高，这
也是国家越来越重视老字号品牌挖
掘、保护和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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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效应显现

一家家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字号企业以
其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信得过的产品服
务质量受到越来越多人青睐， 成为消费新
亮点。

北京稻香村作为一家传统企业， 一直
以传统连锁实体店面作为产品的主要销
售渠道， 加盟店的拓展也成为重要的一
环。据刘松岩回忆，他的首家门店为北京
稻香村刘家窑店，开业第一年便实现了回
本盈利。

“那时，门口常常排起长队，”刘松岩回

忆道，“这里藏着消费者对北京老字号很深
的感情。”

另外， 回忆起刘家窑店业绩的快速增
长，刘松岩想到了2003年。“非典时期，不少
消费者囤买食品时，尤其关注食品安全，门
店业绩暴增，”无论是开业即回本，还是特
殊时期的销售额快速增长， 刘松岩都享受
到了来自于北京稻香村品牌信誉的红利。
直到2008年， 刘松岩作为品牌的长期合作
伙伴，再开设了后来的多家门店，门店每年
的销售额均以20%以上速度增长。

迎接年轻化考验

刘松岩也在采访中提到，他所经营的门
店中，以服务本土北京人、旅游客群的门店，
经营效益要高于其他门店，“新社区内以回迁
居民、非本土消费者为主时，门店经营效益会
相对弱一些”。

刘松岩提及的客群应对与消费变化，
一直是老字号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一直以
来， 老字号们都在思考如何打造出适应年
轻人潮流需求的新品， 并实现老字号品牌
年轻化破圈。 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石艳曾
表示，很多传统门店销售的都是常温糕点，

随着年轻消费一代崛起， 对产品新鲜度和
进店体验感有了更高要求。 快速适应年轻
客群的需求变化， 给北京老字号带来了新
的挑战。如今每隔四五个月，零号店就会上
新一次产品，“要赶在顾客吃腻前把新品做
出来，留住新鲜感”。而一款新品从立项、研
发再到落地，过程并不容易。

近年来， 老字号创新步伐一直在加
快，跨界联名、打造年轻化产品矩阵、与
知名网络IP合作等实践都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

链接新赛道

新的业绩目标需要新业务线的加持。
如今， 当下热门的行业中均能看到北京老
字号的身影。预制菜、外卖、直播……在新
玩法、 新模式中多了北京老字号的身影。
根据初步统计，自2020年以来，北京超过
1/4的老字号在产品联名、 打造形象IP、跨
界合作、开发子品牌、新经营模式等方面加
码发力。

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搭建“北京有礼”
京式伴手礼聚合平台， 集结近30家老字
号品牌，打造老字号集聚新模式。

前不久，茅友公社与天福号签约合作，
以“酱酒+酱肉”的跨界组合，通过研发联名
产品、 打造酱酒酱肉古法工艺体验馆等多
元化方式，实现酱酒与酱肉搭配，为场景拓

展创造更多可能性。另外，天福号与金鼎轩
也展开跨界合作，推出“金福酱肉铺”，并在
社区开设门店，营业时间跨越午餐和晚餐，
全部为现场制作。此外，金鼎轩与天福号在
2017年就合作出品了金福系列方便餐桌菜
肴，包含梅菜扣肉、莲藕丸子、原汁牛筋腩、
笋烧肉、黄豆闷蹄花等名厨菜。

上海商学院数字商务中心执行主任娜
日指出，老字号未来发展要以用户为中心，
寻找企业数字化转型切入点，逐步实现线
上线下融合， 比如管理沟通线上线下融
合、营销线上线下融合、运营线上线下融
合、用户线上线下融合。另外，老字号还要
通过B站、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增加传
播渠道，加强老字号品牌的传播和焕新。

（截至2023年11月）

北京老字号244个

包含中华老字号112个

已经认定的北京老字号企业平均年龄达140岁

100余家企业开展直播销售

开设近50家老字号博物馆、品牌馆

约5家老字号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年销售额超亿元的企业约50家

吴裕泰员工为顾客介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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