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法解决行业痛点

近年来，新式茶饮品类备受关

注，但依旧难逃产品同质化的魔咒，

这就使得产品研发至关重要。不过，

新时沏的案例仅是餐饮行业的一个

缩影。正如陆乐所言，产品研发是众

多餐饮品牌面临的难题之一，对于

研发能力较弱的中小品牌更是如

此。长期以来，新产品研发主要依赖

研发者的个人经验与能力，缺乏消

费者洞察、品类趋势分析等数字化

能力成为餐饮行业的显著痛点，不

仅增加了新品市场预期的不确定

性，还制约着品牌的运营效率。

在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商家运营

部负责人刘辉看来，餐饮行业虽正

值成长期，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刘辉

认为，随着SAAS收银点单系统和外

卖服务的普及，目前正是餐饮行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黄金成长期，从

大型连锁到夫妻店，数字化服务已

经潜移默化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经营

中。尤其对于品牌商家，未来会对菜

品开发和搭配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

待，因此，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都是

当前很多大型餐饮商户无法解决的

两大难题。

正是看到大量餐饮商家面临的

痛点，饿小味应运而生，不仅能帮助

商家诊断现有菜品的问题并给出改

良意见，还能帮助商家进行新品研

发。目前饿小味已与真功夫、桂满

陇、桂源铺等品牌合作设计了12款

新菜品及套餐，测试覆盖41个城市

近千家门店，新菜品销量对比已有

菜品最高提升30%。

“商家对于市场的趋势洞察越

准，就能研发出更匹配消费者需求

的商品。”刘辉表示，相较于商家，平

台的确拥有更强的数字化能力，可

以帮助海量商家更高效地了解、匹

配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从而增加商

家营收，减少成本和精力的浪费。

但看似轻松帮助商家解决难题

的背后，实则有着一套复杂算法，饿

小味的诞生，同样意味着餐饮行业

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刘辉指出，饿

小味系统研发是基于平台上亿商品

的历史动销、增速趋势等进行算法

学习分析，结合商家所属的品类进

行不同维度的分析，给出行业化建

议，海量的运算和分析是系统研发

时的最大难点。

而为了使饿小味提供的方案更

加精准，整个过程中更是少不了大

量的数据和分析的支撑，再在此基

础上不断调试和优化。刘辉介绍道，

餐饮菜品是一种非标准的商品，团

队基于平台上数亿计的商品信息，

利用自然语言、知识图谱算法构建

了面向本地生活餐饮行业的菜品知

识图谱系统，从类目、属性、烹饪方

式、食材、时令等几十个维度加强了

对菜品的理解。饿小味更是基于知

识图谱，通过时间地域因素分析、市

场竞争洞察、消费者口味偏好研究，

将行业专家的经验融入深度神经算

法中，智能地向品牌商家提供多维

度的新品研发建议，帮助品牌快速

精准定位新品研发方向，大幅缩短

研发周期。目前来看，饿小味已经和

54个品牌合作开发新品，90%以上

的新菜品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用“上帝视角”转型

2022年7月8日，北京以“五子”

联动的重大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打造全球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便作为北京“五子”联动的

重大举措之一。而以饿了么等为代

表的企业正在通过数字新技术赋能

产业、城市、生活，扎根在一家家企

业中，落实在一个个项目上，以此提

升行业的数字化水平。

此前，有关部门就提出了龙头

企业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技术

支持，从而推动整个产业链共同向

上发展。去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大数据产

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

龙头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数据、算

法、算力等资源，推动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饿小味项目负责人常旭东表

示，从事前的需求洞察，到事中的设

计组合，再到事后的反馈评估，数字

化大有用武之地。而平台从品牌定

位到口味偏好，再到地域、时令差

异，所表现出的洞察能力相当于给

新品研发者提供了“上帝视角”。而

饿小味下一步的研发重点是通过消

费者搜索行为的趋势，来提高该系

统预测新品和爆款的能力。

刘辉进一步介绍，餐饮数字化

不仅仅是把商家的生意从线下搬到

线上，更有价值的是通过数字化来

帮助商家提效增收，带动整个行业

的进步。饿小味被餐饮品牌接受后，

饿了么又推出了借助AI算法，帮助

商家优化外卖运营能力的产品“饿

管家”。小微商家大多没有专业的线

上运营人才，而饿管家以“傻瓜式”

的服务，帮助这些“夫妻店”智能诊

断店铺运营问题，并直接给出解决

方案。商家还可以通过“店铺分”直

观掌握外卖店运营状况。饿管家自

今年4月试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商

户超过200万家。经过几个月的运

营，商家整体运营水平得到提升，其

中大量店铺分实现跃迁增长的商家

用户进店下单意愿得到较大提升，

商家订单量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刘辉表示，饿小味与饿管家的

诞生，源自饿了么运用数字化能力，

持续改进餐饮商家痛点的长期努

力，这也是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必

经的探索过程。希望这两个产品的

示范效应，能使更多餐饮企业看到

数字化的作用与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鹏认为，实际上，餐

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信息平

台和数字技术，对传统的业务流程进

行系列的改造和优化，以此来帮助餐

饮企业降本增效、更好地开发产品以

及找到适合的战略方向，实现盈利。

目前餐饮市场的数字化仍属于初期

阶段，许多餐饮企业对于数字化的认

可度不高，并不愿意付出较高成本来

进行转型。未来，餐饮企业可以选择

与具备数字化能力的专业平台合作，

达到各取所需，合作共赢的效果，进

一步提升行业的发展。

Q：请问研发饿小味系统的初

衷是什么？整个系统从研发到投入

使用耗时多久？

A：餐饮商家是需要在餐品上

持续推陈出新的，过往商家开发新

品、菜品组合、套餐搭配，更多是凭

从业者的个人经验或者模仿同行。

而目前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可以从

上述环节入手更好地帮助决策者，

于是，我们决定启动饿小味项目。

饿小味正式立项启动的时间是

2021年10月，但饿小味作为一个

数字化服务产品，其中的算法已经

积累多年。从最初的算法建立到规

则设定，再到提供给商家的完善产

品共花费了两年时间。

Q：饿小味系统为企业提供的

方案中都包含哪些内容？

A：饿小味能够为企业提供商品

诊断能力、新品推荐能力、套餐推荐

能力、智能菜单楼层和营销选品能

力五种核心能力。所谓商品诊断能

力是指，饿小味会将品牌所有商品

从丰富力、上新力、复购力、转化力、

价格力与搭售力这六大指标出发，

结合同行业指标以及热门竞对的水

准进行横向比较，亮出薄弱项并给

出对应的指导意见和落地动作，实

现一整套对全部商品进行的从“诊

断”到“开方”的完整动作。

同时，饿小味还会从行业菜品

趋势、时令食材趋势、不同人群的

偏好以及算法推算新品，算法还会

以用户搭配行为、同行热门搭配、

荤素搭配等角度提供最合适的套

餐组合建议。

Q：从准备到将具体方案给到

企业经历哪些环节？周期为多久？

A：饿小味输出商品优化方案

后，首先会提交给品牌对接人，再

与品牌电商、研发、市场等部门高

层会议后决定对下一季产品进行

规划和上线，大型连锁企业的沟通

周期约为4-6个月，小型连锁和茶

饮品牌则为2-3个月。

Q：您认为饿了么作为本地生

活服务平台，在餐饮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A：餐饮数字化不仅仅是把商

家的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更有价

值的是通过数字化来提升商家的

效率，帮助商家升级，这也是未来

平台作为服务者的核心竞争力。饿

了么要帮助客户提升数字化能力，

而至于饿小味，将作为其中的一种

数字化产品能力对大型连锁以及

中小商户提供相应的协助和赋能。

Q：您认为数字化能为整个餐

饮行业带来什么？

A：餐饮是极为传统的行业，以

往线下的经营模式多依赖人工，所

以很难对餐厅表现进行数字化定

义，而当下是餐饮做数字化转型的

黄金时期。数字化赋能有利于餐饮

商家更了解自身也更了解行业，更

早做出策略，在万物都在迅速迭代

的互联网时代提前掌握商机并做

出应对。

饿小味项目负责人常旭东：

打出从“诊断”到“开方”的数字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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