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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复工复产的路上，餐饮企业们成为了北京烟火气的助燃剂。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多家餐

饮企业客流上升，部分餐饮门店客流恢复至七成左右。随着客流回升，正值特殊时期的餐饮企业纷纷通

过身体无恙员工返岗、优化用工结构、小时工等举措解决用工问题。眼下，许多餐饮企业纷纷推出优惠活

动，以此助力行业复苏。与此同时，元旦与春节临近，有餐饮企业表示年夜饭预订已达80%。如今，稳步回

升的烟火气，不光为北京这座美食之都不断升温，更点燃了餐饮人前进的希望。

台前：客流回升至70%

随着北京复工复产的节奏加快， 餐饮业
愈发展现出了勃勃生机。“自从许多餐厅取消
查验核酸之后， 这还是我第一次出门就餐。”
晚上八点左右，小琪（化名）来到了位于金源
的玫瑰花园自助烤肉，久违的堵车，热闹的餐
厅，小琪在感叹烟火气回归的同时，也期待着
那一桌心心念念的烤肉。 对此， 消费者小张
（化名） 颇有同感，12月第一次外出就餐时已
经不需要出示核酸， 心满意足地享用完火锅
后发现门口竟已排起了号。

的确，多家门店前都出现了等位的情况。
“周末当天，就餐高峰期从11:00持续到21:30
最后一单堂食结束， 外送订单量也持续上
涨”，呷哺呷哺朝阳大悦城店营运经理胡延旭
表示。呷哺集团方面透露，自12月16日起，华
北市场迎来恢复堂食的首个消费小高峰，部
分餐厅客流迅速回暖，重现排队等位的场景；
例如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新奥购物中心、石景

山万达等社区商圈的餐厅客流迅猛恢复。
同为火锅品牌的海底捞也是如此。 据海

底捞北京西直门店经理陈建介绍， 门店的客
流量正在逐步恢复，12月16日起客流开始出
现回升， 这几天客流量较上周同期增长近五
成，客群以年轻消费者为主。而为迎接新一波
消费回暖，在备货上，海底捞根据菜品点击率
近期变化及时调整， 例如加大了牛羊肉等冬
日滋补菜品储备。

除此之外， 多家餐饮门店都有着不同程
度的客流回升。据介绍，北京百年餐饮老店紫
光园目前客流恢复了70%左右； 簋街网红北
京胡大饭馆环比10月客流恢复了近五成，高
峰时段集中在晚市，已有消费者排队；主打淮
扬菜的肆月河豚目前客流恢复到了30%。

幕后：上岗率达90%

自12月19日起，便有餐厅陆陆续续发布关
于堂食取消查验48小时内核酸的通知， 但餐饮
门店对于防疫却没有丝毫懈怠。不仅如此，对于

特殊时期的门店而言， 如何在做好复工复产相
关准备的同时，安排好人员问题才是关键。

虽然多家门店都不再查验核酸， 但防疫
仍是常态化工作。 北京胡大饭馆相关负责人
表示，门店日常环境两小时消杀一次，翻台时
做到一桌一位一消毒； 桃娘下饭小火锅相关
负责人表示，门店会保持定期消杀，全员佩戴
口罩；眉州东坡相关负责人介绍，门店员工均
佩戴口罩手套，并控制桌距、椅距，每客环境
消毒、每餐通风消毒，门扶手、电梯等每两小
时消毒一次等。

也正因多家门店客流正在回升， 店内防
疫工作继续， 如何解决特殊时期的用工问题
则成了关键。据北京胡大饭馆方面介绍，员工
采取统一排班和小时制上岗， 目前在京人员
上岗率达到90%。除北京胡大饭馆之外，其他
餐饮门店同样在人力方面进行了预案， 例如
目前上岗率为60%的紫光园，有将近600人上
岗，一方面待岗员工纷纷上岗，另一方面还通
过小时工来解决用人问题。同时，海底捞北京
区域已召集部分在京休假、 身体无异常的员

工返岗，并持续做好员工健康管理，还通过优
化用工结构的方式，保障高峰期用人。

此外，为缓解运力紧张的问题，外卖平台
同样在行动。日前，饿了么就宣布升级“城市
守护者支持计划”，计划30天内投入5000万元
用于保供运力招募，为老骑手拉新提供奖金，
为新加入的骑手提供补贴， 并鼓励已离职骑
手返岗。而在各地相关部门的倡议下，外卖骑
手保供运力的确不断扩大。饿了么数据显示，
全国近一周新增骑手注册量环比增长近
100%。单日最高新增骑手约2万人，较去年同
期猛增240%。北京上周骑手注册量环比上上
周增长近50%， 完成首跑的骑手数量环比上
上周则增长超120%。目前，北京骑手数量已
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将来：年夜饭预订达80%

客流回升、门店消杀、人员返岗……随着
复工复产的加速，北京的烟火气愈发浓厚。而
此时又临近元旦与春节两大节日， 北京餐饮

企业更是推出优惠活动， 踩着节点期待着消
费高峰的到来。

“近日海底捞北京门店的消费热度有一
定回升，预计未来两周会持续回暖，尤其是像
周末和元旦这样的节假日， 会迎来一波高峰
期”， 海底捞北京区域负责人王丽介绍称。北
京胡大饭馆相关负责人也称， 在政策利好调
控后，客流逐步在增长，元旦预计可恢复到七
八成。为了更好地准备元旦假期，门店还将调
整营业时间，安排员工错峰休假，并开通抖音
外卖，探索开源渠道。

的确，为借助节假日刺激消费复苏，餐饮
企业们可谓花样百出。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海底捞就在近期上架了多款套餐，还通过线上
直播进行秒杀，并推出了储值卡活动。呷哺集
团推出呷哺呷哺、湊湊、茶米茶、趁烧等多品牌
参与的充值优惠活动，预计发放5亿元的现金
代金券。珮姐老火锅则是举行在线抽奖，奖品
包括代金券等，到店消费还赠送随机礼品。

距离春节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年夜
饭自然也安排上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七
彩云南、花家怡园、金鼎轩、海福湾大酒楼等多
家餐饮门店都开始接受年夜饭预订， 部分门店
更是预订火热。海底捞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底捞
紫竹桥店陆续接到了春节的预订， 紫光园相关
负责人称， 目前年夜饭预订已经达到80%，初
一至初七的预订率也达到了60%左右。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
阳指出，餐饮行业如今的复苏是必然现象。随
着消费市场的恢复，行业竞争同样在加剧，餐
饮企业若要长久生存， 未来还需在多方面进
行提升。一方面，餐饮企业要不断通过创新加
强产品研发，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寻找消
费者需求变化。另一方面，餐厅环境、产品组
合规划以及效率流程等方面都是餐饮企业需
要持续优化的内容。

北京商报记者 张天元

疫情变化之下，2022年，快递物流行业显现出了强劲的修复能力和应急能力。这一年，行业合纵连横加速，鲶鱼效应显现。在

“最后一公里”，末端配送竞争进入“分钟级”。与此同时，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物流企业加快“进村”和“出海”的步伐，航空领域也

成为今年物流企业基建布局的亮点。随着全国快递物流行业复工复产，企业们正加快脚步赶考2023年。

2022年度商业盘点

物流十大事件：合纵连横 剑指全球

1“十四五”规划首提“智慧物流”

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数字经济五
年发展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以下简
称《规划》），为物流行业未来智慧物流与数字供应链发展
规划奠定了基调。《规划》全文提到了物流12次，供应链10
次，将“智慧物流”与农业、工业、商务、金融等并列为七大
重点行业，提出“大力发展智慧物流。加快对传统物流设施
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促进现代物流业与农业、制造业等产
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
台，实现需求、库存和物流信息的实时共享，探索推进电子
提单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

除此之外，《规划》还指出要“打造智慧供应链体系”。
内容包括加快对传统物流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促进现
代物流业与农业、制造业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推进电子
提单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等。根据《规划》，2022年，企
业纷纷加速旗下物流与供应链网络的数字化布局。

每天超1亿包裹在农村流转

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即2022年中央的一
号文件发布。文件指出，截至2021年，“快递进村”比例
超过80%，2022年要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局 ，实
施“快递进村”工程，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
邮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 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点等。此外，支持大型流通企业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
下沉供应链，鼓励加快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等。

按照文件中的目标，我国将在2022年基本实现建制
村“村村通快递”。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随着近几
年来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加快建设， 截至12月1日，“快递
进村”覆盖率持续提升，眼下，每天有1亿多件快递包裹
在农村进出。

快狗打车上市遇冷

2022年，货运企业也在上市找“钱途”。6月24日，快狗
打车成功在港交所主板挂牌，成为“同城货运第一股”。不
过，上市后的快狗打车似乎也很难提振资本市场对其的期
望。9月15日， 阿里巴巴以每股6.3572港元的均价出售
23.24万股快狗打车股票，持股比例降至13.99%。

值得关注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互联网货运平
台货车司机运价低迷、平台抽成比例过高、收费不透明等
情况屡见不鲜。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已经5次约谈滴滴货
运、快狗打车等企业，行业规范化发展迫在眉睫。

京东物流收购德邦

京东物流在2022年创造了备受业内瞩目的并购案件。
3月13日，京东物流发布公告称，将以89.76亿元收购德邦
66.49%股份，并将在快递快运、跨境、仓储与供应链等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7月，京东物流宣布完成收购德邦控股股
本权益的相关交易。交割完成之后，德邦董事会面临洗牌，
京东系高管的接连入驻也让德邦全面进入了“京东时间”。

快递公司之间的合纵连横，在行业中充分释放着鲶鱼
效应。今年5月，极兔与百世的网络整合基本完成。极兔数
据显示，融合之后，极兔速递的转运中心数量将增至83个，
干线数量扩张到2200余条， 正式接入淘系也让极兔的电
商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数字”物流助力末端投递提速

2022年，物流快递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共
识。“6·18”年中大考期间，在“更快”之外，物流公司纷纷将
目光投至服务端， 向各行各业提供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
供应链的竞争走向台前，稳妥投递成了硬指标。

“6·18”期间，京东物流宣布“三位一体”供应链技术全
面升级， 实现仓运配等全链路预测准确率均值超95%，采
用全国分仓等柔性供应链方案消解物流堵点；顺丰也宣布

将围绕消费者下单到仓储调配、物流运输、结算等关键环
节，为客户提供最优算法，打造全流程系统服务。菜鸟数据
显示，今年“6·18”，“预售极速达”单量同比增长110%，当
日达比例超过70%。

物流企业加速出海

2022年，酣战多年的物流企业又在出海的路上狭路相
逢了。今年2月，中通在泰国曼谷的转运中心启动；4月，圆
通宣布在菲律宾马尼拉起网；8月，极兔宣布增加中国到欧
美的跨境快递业务；12月， 百世宣布在马来西亚启动快运
网络……今年以来，各家物流企业都加快了出海的步伐。

而另一边，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国家层面不断鼓
励国内快递企业“走出去”：RCEP生效，跨境物流动脉不断
拓宽。“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下，基于不断成熟的物
流与供应链能力，物流企业正努力在跨境电商贸易中发出
更多声音。

鄂州花湖机场投用

2022年，快递企业冲上云霄的野心也越来越明显。7月
17日，伴随着两架顺丰航空全货机落地，鄂州花湖机场正式
投运。这个由顺丰与湖北省出资共建的机场，是“世界第四个、
亚洲第一个”专业货运机场，定位为货运枢纽、客运支线、公共
平台、货航基地。花湖机场的投运，进一步打开了国内物流快
递企业在国际业务和时效件业务方面的想象空间。

今年以来，国内物流企业的“空战”可谓紧锣密鼓。截
至7月初，顺丰航空自有机队规模已增长至73架，其中5架
为今年引进。而圆通则强调，2022年底，圆通航空机队规模
将达到20架左右。

京东航空正式投运

2022年，京东物流终于有了能让自家飞机上天送货的
“许可证”。8月31日，京东物流拿到了《航空承运人运行合
格证》，这意味着京东航空将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京东

航空单次运载量可达23吨， 前期将重点布局国内长三角、
环渤海、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的航空货运市场，并向长江中
游、成渝等核心城市群延伸。

随着国内航空货运骨干网络的逐步完善， 至2025年
底，京东航空将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并辐射北美、欧洲、中
东、东南亚、日韩等主要国际航空货运市场。

同城物流竞速“分钟级”

作为物流企业一年之中的“重头戏”，2022年“双11”，
即时配送表现十分亮眼。顺丰数据显示，顺丰同城配送总
单量超过1.2亿单；达达快送日均配送单量突破1000万，总
配送单量突破1.2亿单，“双11”单日配送单量超1200万，而
“双11”首单送达仅9分钟，也让物流快递企业的竞争进入
了“分钟级”。

12月5日，达达、顺丰同城、闪送相继宣布与抖音生活
服务达成合作，为餐饮商家提供即时物流解决方案。这也
意味着，在即时配送物流的支持下，未来“即看、即点、即
达”的新生意模式将会进一步激发市场需求，有望进一步
激发即时配送行业潜力。

各地快递小哥驰援北京

12月的北京，物流快递企业迎来了今年最后一次“疫”
考。由于快递小哥出现新冠感染症状无法上岗，部分北京及
京外散货仓、分拨中心以及末端网点出现了快件积压、人手
紧缺的现象。疫情之下，企业纷纷做出全盘调度，整合资源
进行保供。截至12月19日，京东、菜鸟、极兔等快递企业已派
出2300多位快递小哥支援北京。此外，为医药品亮“绿灯”、
智能快递车24小时配送、 调度全国干线运输资源等举措也
进一步保障了北京复商复市的进程。

眼下，随着各行各业逐渐复苏，北京市物流行业也逐
渐恢复了常态， 准备迎接2023年第一个春节的物流高峰。
顺丰方面表示， 目前北京地区已经增储了近6000名快递
小哥，力保春节期间物流的平稳运行。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乔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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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恢复情况

人员上岗率

年夜饭预订情况
海底捞 客流量较上周同期增长近五成

紫光园 客流恢复了70%左右

北京胡大饭馆 环比10月份客流恢复了近五成

肆月河豚 目前客流恢复到了30%

在京人员上岗率达到90%

上岗率60%，近600人上岗

疫后经济百态

北京胡大饭馆

紫光园 预订达80%�

紫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