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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餐饮业十大新闻事件

1.海底捞上市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正式在港交所敲钟上市，

继颐海国际以及优鼎优之后，海底捞本体也成为海底

捞品牌矩阵中的第三个上市公司。敲钟后海底捞股东

代表苟轶群称，海底捞将借力资本市场，海底捞将重

点布局二三线城市。

2.瑞幸咖啡强势崛起
2018年，瑞幸咖啡席卷中国咖啡市场，并先后完成

两次2亿美元级别的融资，成为中国国内成长最快独角

兽。该品牌2018年1月1日启动试营业。瑞幸咖啡通过

“烧钱”促销、大幅补贴的方式快速扩张，截止到2018年

底，瑞幸咖啡在全国22座城市完成2073家门店布局，消

费客户达到1254万，销售杯量达8968万杯。

3.阿里收购饿了么
2018年4月2日，阿里以95亿美元全现金收购饿了

么，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调任饿了么董事长和阿里新

零售战略特别助理，阿里集团元老级人物王磊接棒饿

了么CEO。去年10月12日，阿里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

务公司，新公司整合饿了么和口碑两个服务板。

4.百度外卖退出市场
2018年10月15日，饿了么宣布百度外卖正式更

名“饿了么星选”，由饿了么副总裁王景峰担任CEO。

此次更名意味着，曾经外卖三巨头之一的百度外卖

正式提前退出历史舞台，而饿了么星选或将成为阿

里巴巴狙击美团高端用户资源的主力军。

5.星巴克开做外卖
2018年9月19日，星巴克对外宣布，星巴克官方线

上订餐服务———专星送正式开始试运行。至2018年底，

星巴克专星送推广至全国30个城市超过2000家门店，

覆盖率超过50%，12月12日，星巴克在其两年一次的投

资者日上，宣布与饿了么合作的“专星送”业务已提前完

成年度目标。

6.美团点评港股上市
2018年9月20日，生活服务平台美团点评在香港

交易所正式上市。据美团点评2018年三季度财报

（7-9月）中显示，三季度美团餐饮外卖总交易金额为

800亿元，收入为112亿元。美团点评餐饮外卖收入约

为饿了么的2倍。与收入相对的是，三季报美团点评经

调整净亏损为24.6亿元，同比增长158%。

7.滴滴上线外卖业务
2018年4月9日，滴滴外卖正式在无锡全城范围内

上线，并公布无锡上线以来首份成绩单：上线首日订

单33.4万单，在9天内滴滴外卖已成为无锡市场份额第

一的外卖平台。据了解，滴滴外卖4月1日上线后，因首

单补贴等优惠措施吸引了大量外卖用户点单。随后，

滴滴外卖相继进入南京、泰州、成都、郑州等城市，但

在即将进军第六城济南前，外卖计划却被突然叫停。

8.多企业布局智慧餐厅
2018年10月底，海底捞智慧餐厅正式投入运营，

餐厅在等位、点餐、配菜、传菜等步骤融入了智能理

念，推出千人千味配锅机，每个消费者可以私人订制

专属口味锅底。随后不久，首家京东X未来餐厅在天

津正式开业，餐厅在点餐、烹制、结算、送餐整个过程

都做了智能化创新，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及消费者的

眼球。

9.阳澄湖大闸蟹贴牌内幕被揭开
2018年9月阳澄湖开湖季，北京商报记者至江苏

省高淳市调查发现，由于阳澄湖蟹名气大，当地多数

蟹农选择将固城湖蟹贴成阳澄湖的标签进行售卖，记

者了解到，固城湖蟹与阳澄湖蟹的饲养成本基本一

致，但是由于早期没有及时宣传，贴牌阳澄湖成为多

数蟹农主要的销售手段。

10.网红餐厅开启突击打假
近两年，市面上接连出现了多个网红餐饮品牌，

这些品牌大多出现在烘焙、甜品以及茶饮等产品较

容易被模仿复制的业态领域，也正因如此，网红餐饮

品牌被仿冒、被抢注商标等情况屡见不鲜，去年鹿角

巷、鲍师傅等品牌先后经历了仿冒者抢注商标并开

始大肆加盟的情况，对这些正牌造成了极大伤害。

2018年，鲍师傅、喜茶、鹿角巷等网红品牌先后发声

开始打假，但打假并非易事，商标先行的重要性也越

发凸显。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赵超越 于桂桂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

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

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一直以来，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建设与

传播工作，重视全民科学知识素养的提

升。在互联网高度普及和快节奏的社会

生活中，利用网络平台助力实现知识的

“普惠”，可以加速推动知识的传播和全

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其中，以抖音为代

表的短视频平台就有利于打破以往传

播知识的壁垒。

知识的普惠，由“普及”和“惠及”两

个维度构成。知识的普及从特征上看，

短视频传播知识的核心在于让更多的

知识得以传播，同时让知识触达更多的

人。它主要表现在：知识传播的即时化、

知识呈现的人格化、隐性知识的显性

化、复杂知识的通俗化。而知识的惠及

从价值上看，好的知识类短视频可以产

生“种子”效应（SEED），用知识“惠及”

大众。它包括：点亮兴趣（spark）、拓展

边界（expand）、改变观念（erase）和动

手参与（do-it）。它在人们心中播种下

一颗饱含生命力的知识种子，在人们更

多的主动探索和实践中生根发芽。

由于短视频制作的便捷和低门槛，

加之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普

通人参与创作的热情被充分激发，不同

背景的人都能够发挥所长，传递经验与

知识；而直观的拍摄手法、口语在大众

知识传播中的“回归”，使得过去不易用

文字表达的个人生活经验及技巧也能

被呈现。短视频时代，知识传播的人格

化、日常生活的知识化、隐性知识的显

性化，让知识地图得到极大丰富，知识

的活力在集体智慧中迸发。

短视频形式打破知识传播和理解

的壁垒，同时以社交为纽带进行共享，

让知识可以触达更多的人。通过生动直

观、寓教于乐的亲民方式，知识的获取

和理解门槛降低，以往的传播壁垒被打

破。从长形式到短形式，以“点”传播知

识符合现代多数人的媒介消费习惯，更

利于知识的获取。

如今，抖音平台在内容和用户上不

断泛化，知识大V知识内容的创作与交

流，在抖音平台蔚然成风。截至2018年

12月8日，抖音上粉丝过万的知识类创作

者近1.8万个，累计发布超过300万知识

类短视频，累计播放量已超过3388亿。

不少科研机构已经入驻抖音平台，

包括中科院之声、中科院物理所、中国

科普博览等，粉丝量都达到几十万。还

有42家科技馆集体入驻抖音，包括中国

科技馆联合上海科技馆、四川省科技

馆、广东科学中心等，发掘趣味实验背

后的科学真理，激发广大受众探索科学

的热情、弘扬科学精神，将高大上的科

学带到短视频平台。

与此同时，很多优秀的短视频作品

发挥了知识“普惠”的作用。在抖音上，

有一个汇聚“各路大牛”的话题———“15

秒学会一个新技能”，从手工、绘画、乐

器，到美食、健身、街舞等，邀请用户积

极分享和传授自己的技能与特长。截至

2019年1月1日，该话题已经有超过2万

的投稿数，累计播放量超过4.7亿。

除了用户自发参与投稿的作品，

抖音平台自身也在不遗余力地传播知

识。去年12月下旬，抖音和新华网联合

发起话题挑战“你会唱几个生僻字”，

引起“汉字热”。网友纷纷参与“唱字”

挑战，其中不乏外国友人，另有网友配

上了释义版本。截至2019年1月1日，该

话题累计播放量超过5.4亿，用户投稿

视频数接近3万，而相关话题总播放量

已突破20亿。

而在向儿童青少年传播网络素养

知识时，“抖音成长乐园”（抖音青少年

网络健康成长研究中心官方抖音号）用

了不同于传统说教的趣味方式：通过

“旧词新解”的动画，把原本枯燥无味的

注意事项，巧妙地转化为通俗易记的成

语，让知识的讲解和观念的传播变得轻

松生动。例如，其中一条短视频给“无名

小辈”赋予新解，指导青少年不要用真

实姓名做账号，要注意隐私保护。

此外，抖音还于2018年底参与了

“抖音公开课”教育扶贫活动，邀请抖音

知名“科普大V”，走进贵州省“益童乐

园”站点，以抖音视频为“教具”，向“益

童乐园”中的当地学龄儿童现场讲授地

理、生物、天文等学科知识，以短视频内

容为载体，综合提升贵州学龄儿童的素

质教育水平，提升当地留守儿童的视

野，让孩子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抖音短视频助力知识“普惠”

2018年是中国餐饮业高速发展的一年。新茶饮
在资本的助力下迅速扩张， 并踏出国门面向海外市
场。新零售瑞幸咖啡疯狂扩张，仅一年就开店2000
余家。与此同时，餐饮及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也被看
好。回首这一年，中国餐饮业还发生了哪些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件？北京商报《餐饮周刊》联合北京市餐饮
行业协会、北京西餐业协会，共同遴选出年度餐饮业
十大新闻事件，解析事件背后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