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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人实现房租“减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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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物业占比少

房租，正成为当下餐饮人的“软肋”之一。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在《2022北京餐饮品牌大

会系列沙龙———突围2022·餐饮专属政策福

利怎么享》上了解到，不少餐饮人依旧在为房

租挣扎。一位餐饮从业者向记者坦言，从餐饮

经营的整体成本来看，房屋租金、人员成本以

及食材成本是每个月固定支出的三大主要板

块。其中，房屋租金基本上会占到20%左右，

对于一些旺铺甚至占比更高。

“肆月河豚的房屋租金占比约为20%，由于

此项成本为固定支出，并不是按照营业额抽成，

所以收入较低时便会带来较大压力。”肆月河豚

董事长杨紫苏指出，一般来说，与商场等签署的

合同中都标注着房租会每年递增5%-10%，换

言之，当房租成本提高，营收涨幅较小时，餐饮

企业便会承受较大的房租成本压力。

为了减少被房租压垮的故事上演，相关

部门也出台了对承租京内各类国有房屋的在

京注册或在京纳税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减免房租的政策。杨紫苏表示，肆月河豚

有30%的门店享受到了减免房租的政策，其

中，位于酒仙桥和金融街的门店分别被免除

了6个月和3个月房租。

不过，对于大多数餐饮企业而言，却无法享

受上述政策福利，原因在于房源性质的问题。一

家在疫情期间开起来的顺德菜馆如今在北京也

有6家门店，而在疫情期间门店收入较低时，房

租成本会为门店带来更大压力，甚至会考虑弃

店。“朱记顺德菜租赁的门店几乎都属于非国有

房产，房东自身也存在压力，因此在延迟交租或

是减免租金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朱记顺德菜餐

饮管理公司COO杨浩表示。

在北京有近百家门店的连锁餐饮品牌比

格比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比格比萨创始

人赵志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曾积极尝试与

物业方协商，但能够提供房租减免的物业方

比例较低。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大量的采访汇总也了

解到，北京餐饮企业直接承租的房屋为国有

房屋的占比较低。其中，从餐饮门店集聚地的

商圈来看，北京大多商业综合体属于民营企

业或者外资企业，这也意味着在此承租店铺

的餐饮商户无法享受上述相关部门出台的房

租减免政策。

“软着陆”杯水车薪

对于餐饮企业而言，无论是否开门营业，

房租是一项无法规避的固定成本，尤其在疫

情的冲击下，企面要面临的压力将会递增。因

此，北京商报记者也发现，不少物业方也在不

断商讨相关福利政策对于商户进行帮扶。一

位在北京运营多处商业项目的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作为业主方，房租是与租户之间关系

的纽带。目前对于享受到国有房租减免政策

的项目，公司便会按照租金减免政策给予商

户房租减免实惠。

而对于运营项目产权方为民营企业的，

公司内部从实际经营角度制定了房屋租金减

免政策。例如，今年5月，无论场内的小微租

户、外资租户、中型租户、大型租户，都给予5

月房租减半、物业费减半、推广费减半的减租

政策。

不过，目前业主方能够给到餐饮企业帮

扶的数量仍是杯水车薪。对于业主方而言，存

在自身承租的房屋属于非国有房屋，因此也

无法享受相关纾困政策，继而无法将相关福

利政策顺延至餐饮商户。同时，业主方也存在

一定压力。

杨紫苏表示，房租可谓是餐饮企业总

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北京恢复堂食服

务之后，许多餐饮企业都面临着被催缴房

租的问题。而许多物业方一方面自身也面

临着员工等方面的成本，因此很难给予餐

饮企业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房源性质等问

题物业方也未得到政策扶持，无法顺应进

行帮扶。

而在上述情况下，和餐饮业态关系紧密

的商场、购物中心等实体商业也在通过其他

形式为餐饮商户开绿灯，从而减少餐饮商户

的压力。一位商圈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公司通过联合社区、企业推出团购业务，增加

场内餐饮商户的收入和利润。同时，在场内设

置专区为餐饮商户提供预制菜、半成品等售

卖展示服务，从而减少库存废弃率。

希望扩大租金减免范围

帮助企业缓解成本所带来的压力的确亟

待解决，但如何使企业更好地生存下去也是

需要多方思考的重点。“尤其是房租成本可谓

是餐饮企业压力的一大来源，对于非国有房

租减免政策的项目，企业自身和房东均存在

一定压力。”杨浩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

予在该情况下一个循环性的支持，扩大房屋

租金减免范围，从而减缓多方压力。”

赵志强指出，目前相关的政策仅是暂缓

餐饮企业的困境。企业能否生存下来、持续发

展下去，除了企业本身如何更好地经营外，也

需要一个疫情常态化下如何保障不同情况下

的正常经营的预案。“企业不会主动躺平，但

更需要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这是需要多方

理性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对于餐饮企业而言，房租成本占比较

大，且房租成本构成餐饮企业的固定支出，由

于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减少时会加重餐饮企业

压力。”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指出，由

于房源性质不同，许多餐饮企业难以享受政

策支持。针对餐饮业对于社会服务和就业的

重要性，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精细化的纾困政

策，比如根据就业人数、纳税记录而给予直接

的财政救济与补贴。

柏文喜进一步指出，除了政府之外，金融

行业以及物业方等第三方也在寻找不同形

式共渡难关，例如推出减免政策、承担一定

信贷成本等。但这对企业自身和业主方均存

在一定压力，其中也应该有个循环式的解决

方案，在企业、业主、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

循环，比如政府对金融企业、业主方通过直

接的税收抵免、财政补贴的方式最终施力于

餐饮企业。

餐饮业由于疫情受到较大冲击，自北京

堂食恢复以来，餐饮企业通过创新不断追回

业绩，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对餐饮企业而言，

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压力。对此，

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示，如果财政能

力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出台一些

更加精准化和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和补贴，

来缓解餐饮企业房屋资金等方面的压力。此

外，还需多方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使餐饮企业恢复正常经营，从而提升自身“造

血”能力，保证营收。

北京商报记者郭缤璐张天元/文

郭缤璐/摄

尽管恢复堂食，人气逐步回升，但对于餐饮人而言，客流不稳定、房租压

力大、现金流困难等是他们在经营中普遍承受的多重压力。近日，北京商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房租成本可谓是餐饮企业压力的一大来源。餐饮企业

房屋租金基本上会占到成本的15%-20%，甚至更高。而在北京餐饮业中，租

用私有房源的门店占比较高。虽然政策一直在给予餐饮行业力所能及的扶

持，但由于房源性质的问题，多数餐饮企业无法享受减免政策。记者也注意

到，物业方等第三方也在寻找不同形式共渡难关，但这对企业自身和业主方

均存在一定压力，仍需要寻找最优解。

北京商报讯（记者孔文燮）7月4日，北

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的《北京市防盗安全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结果公示（2022年第1批）》发现，在防盗安

全门领域赫赫有名的品牌盼盼、领将、龙

阳、龙甲皆因产品不合格登上质量黑榜。

公示显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

期依法对本市生产、销售的防盗安全门产

品开展了质量监督抽查。按照相应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和相关标准，检出15

组批产品不合格，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是

防破坏性能、锁具防盗要求、永久性标记项

目不符合标准要求，不合格产品的抗破坏

能力差，难以起到预期的安全防盗作用。

盼盼不合格的产品是“防盗安全门”，标称

生产者为“盼盼安居门业有限责任公司”、被抽

样销售者为“北京星月天昊建材经营部”、商标

为“PANPAN（图形）”、规格型号为

“PP-99F-2950mm×2050mm”、生产日期/

批号为“2020年10月8日/KRYLDK02902R”、

不符合项为“防破坏性能”。

领将不合格的产品也是“防盗安全

门”，标称生产者为“浙江领将门业有限公

司”、被抽样销售者为“北京运乔俊茶防盗

门经销部”、商标为“领将”、规格型号为

“LJ-1907领灿960mm×2050mm”、生产

日期/ 批号为“2020年4月28日/444”、不符

合项为“永久性标记、防破坏性能”。

龙阳不合格的产品也是“防盗安全

门”，标称生产者为“浙江龙阳实业有限公

司”、被抽样销售者为“傅长民（经营者）”、商

标为“龙阳（图形）”、规格型号为“龙奥

960mm×2050mm”、生产日期/ 批号为

“2020.4.29/XLY200429-01”、不符合项为

“防破坏性能”。

龙甲不合格的产品也是“防盗安全

门”，标称生产者为“天津龙甲特种门窗有

限公司”、被抽样销售者为“北京龙甲宏盛

商贸中心”、商标为“龙甲”、规格型号为

“2050×960×90青风”、生产日期/批号为

“2021年3月24日/A20210324-204”、不符

合项为“防破坏性能”。

盼盼、领将、龙阳、龙甲都是防盗安全门

行业中的佼佼者。盼盼官网显示，其始创于

1992年，已成为中国防盗安全门行业的领

军企业，是国家防盗安全门标准起草和修

订的牵头单位，也是房地产500强的优选品

牌，2010年加入全球出入口管理解决方案

的安防巨头亚萨合莱集团；领将官网显示，

其主要是针对于国内安居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主要有国标进户门、室外防晒仿铜门、通

风门中门、便捷智能安全门、防爆铸铝门等

产品；龙阳官网显示，其是一家专业研发、制

造、销售“龙阳”牌防盗安全门、防火门、非标

门的现代化安防企业；龙甲官网显示，其成

立于1991年，是国内最早从事门窗生产的

企业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业务已涵

盖防盗门、木门、防火门、全屋定制等多条产

品线。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对于抽查

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已全部

移交经营主体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

行处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议消费者

购买防盗安全门时，注意查看产品明示的执

行标准、防盗安全级别（分为甲、乙、丙、丁四

个级别，其中甲级最高）等信息，比较产品各

方面特点，选购符合需求的产品。

中国家居/设计产业互联网战略专家王

建国表示，“防盗安全门产品性能出现问题，

如果后续不及时解决、快速整改的话，从消

费者端、渠道端等反馈过来，对品牌美誉度

和消费者都会产生比较大的损害”。

7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就产品不合格

原因及后续采取什么规避举措等问题向盼

盼、领将、龙阳、龙甲进行提问，截至发稿未

收到回复。

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两年后亮出成绩

单。7月4日，据海口海关官网消息，自2020年

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今年6月

底，两年来，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906

亿元、销售件数1.25亿件、购物旅客1228万人

次。离岛免税新政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海南

旅游市场。伴随免税“新玩家”的增多以及市

场的复苏，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潜力将进一步

释放。

日均购物金额1.24亿元

据海口海关数据，自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实施两年来，日均购物金额1.24亿元，较新政

实施前增长257%。离岛免税不仅为游客带来

实惠，也推动海南经济转型，激发消费潜力，

成为拉动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

10万元，扩大免税商品种类”。7月1日，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实施：离岛旅客每年每人

免税购物额度为10万元；取消单件商品8000

元免税限额规定；单件商品最高免税额度为

10万元；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等。该新

政的提出无疑为海南免税市场的发展带来了

多重利好。

去年2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发布海南

离岛免税旅客免税购物邮寄送达和返岛提取

提货方式监管要求的公告》，明确离岛旅客购

买免税品可选择“邮寄送达”提货，岛内居民

离岛前购买免税品，可选择“返岛提取”，政策

覆盖轮渡、火车、飞机三种离岛方式，旅客购

物提货更加便捷，产业布局更加均衡，持续推

动离岛免税购物市场升温。

在业内人士看来，两年来，在多重利好政

策刺激下，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呈现爆发式增

长，也带动了海南旅游消费，同时也为旅游、

商业企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离岛免税店增至10家

离岛免税消费金额的不断增加也让企业

看到了商机，两年内，免税企业接连涌入。海

口海关数据显示，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

体共5家，离岛免税店已增至10家，市场主体

日趋多元，离岛免税市场有序竞争的格局正

在逐步形成。

被誉为“免税茅”的中国中免仍在持续深

耕海南免税这块“大蛋糕”。去年12月，cdf海口

美兰机场T2航站楼免税店也随着T2航站楼的

启用同步开业。而从业绩来看，2021年中国中

免海南离岛免税业务持续保持高增长。据中

国中免2021年财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6.76亿元，同比增长28.67%，净利润为96.54

亿元，同比增长57.23%。其中三亚市内免税店

实现营业收入355.09亿元，同比增长66.58%。

除了免税巨头外，也有不少免税“新玩

家”正在入局或筹划进入海南免税市场。近

期，海汽集团发布公告，其拟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的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

权。这就意味着，海汽集团要加大力气发力海

南离岛免税领域。3月下旬，*ST大集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前正结合海南自贸

港政策，积极探索免税业务。无独有偶，作为

免税“黑马”的王府井集团在2020年10月还

与众信旅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在

市内免税店领域及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合开展

“旅游+购物”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玩家”的到来让海

南离岛免税市场风云再起。

“内卷”加剧促市场良性竞争

伴随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海南离岛免

税市场也在快速复苏。不过，多家免税企业频

频放出促销“大招”也让免税市场的“内卷”程

度不断加剧。

近期，首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在

三亚国际免税城正式启动，不少免税企业也

打出了“促销牌”。中免在此时推出了首届彩

妆节活动，而第二届中免腕表节也将于8月开

启；cdf海南免税官方商城也在7月放出了不

同品类的优惠券；深圳免税海口观澜湖免税

城推出了“香化产品1件8.5折、3件7.5折”等折

扣活动。业内人士表示，各企业也在抓紧时机

争抢暑期的客源，希望能够通过各种优惠手

段促进消费，实现“回血”。

除了免税企业之间的“内卷”，如今在一

些大城市，一些高端商场的打折促销也让免

税商品价格优势不再凸显。游客王女士表示，

一些高端商场在店庆期间举办各种各样的优

惠活动，购买一些化妆品还赠送小样，部分商

品购买后加上积分兑换礼金算下来，并不比

海南免税商品贵。

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认为，免税、商业企

业之间彼此竞争，将进一步促进市场发展。同

时，各免税企业也要从商品种类、价格、服务

等方面来发挥自身的优势。就整体市场来看，

海南离岛免税还大有可为。

据中商情报网数据，中国离岛免税店于

2020年前增长迅速，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向

好，加上中国政府在发展免税品市场及扩大

消费的有利政策，离岛免税店市场规模由

2017年的80亿元增至2021年的452亿元，复

合年增长率为83%，预计2022年中国离岛免

税店市场规模将达567亿元。这意味着，海南

离岛免税市场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海南要利用先天的地理位置等优势，从

进货、选品以及售后服务等流程来建立起属于

自己的一整套免税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的不同需求，创造出高质量的服务，成为全

国范围内的免税‘标杆’。”王兴斌还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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