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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餐饮收入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

餐 饮 业 回 归 寻 常 百 姓 家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三年来，各地高
端餐饮企业或逐步退出市场或经历“大
浪淘沙”谋求转型，餐饮业回归大众化
消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餐饮收入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1.7%，行业发展亮点频现。

大批企业“成功转身”

2015 年 7 月，一桌饭动辄数千上万
元的高档餐厅“湘鄂情”关闭了北京最
后一家门店，彻底退出餐饮业。而在四
川成都，高档酒楼“狮子楼”总店改头换
面，砍掉了 628 元一份的“佛跳墙”，把部
分停车位改为存放电瓶车，让曾经“过
店不入”的普通百姓变成了常客。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介绍，
2012 年底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寄生于
公款和奢侈消费的高端餐饮业首当其
冲受到影响，一批高档餐饮企业相继停
业，2013 年全国餐饮收入增速降到改革
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9.0%。

“ 尽 管 整 个 餐 饮 业 因 此‘ 发 了 次
烧 ’，但 对 行 业 自 身 发 展 来 说 却 是 好
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等于是
帮助餐饮业把不正常的泡沫挤掉，重新
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冯恩援说，
2013 年的触底是让中国餐饮业回归本
质和理性消费的契机，一批转向大众消
费的高档餐饮企业得以在此轮“洗牌”
中“成功转身”。

记者在湖南长沙“57 度湘”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新开的门店“小猪猪”店看
到，这间标榜“中国最萌的烤肉餐厅”里
卡通玩偶遍布，黄金时段消费者需要排
长队等位。“200 平方米的店，一天翻台
可达 7 次，客流达 1000 多人。”该公司
市场总监肖赛峰介绍说，其实几年前

“57 度 湘 ”主 打 的 是 高 档 餐 饮 会 所 品
牌，2012 年高档餐饮品牌的营收占全
公司 60%以上。如今公司旗下 8 个餐
饮 品 牌 中 ，中 档 消 费 约 占 75% ，2015
年，公司新增的 124 家店面几乎全是中
档门店。

大众餐饮市场份额超八成

整个餐饮业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显示，大众化市场需求是行业逆势回暖
的最大动力。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
2015 年 大 众 化 餐 饮 市 场 份 额 已 超 过
80%。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过去全国
餐饮百强中基本都是高端餐饮，但目前
快餐类企业已有 19 家，营业收入占全国
餐饮百强总营业收入的近 4成。

冯恩援认为，我国餐饮业发展正呈
现出“三小三大”的新特征：

“小店面大后台”，产业链条全面延
伸。中华老字号“全聚德”围绕品牌产
品开发副产品、发展食品加工业，并将
销售北京特产的“京点食品店”开到了
北京南站、首都机场等地。2014 年，“广
州酒家”食品加工业占总营业收入的
74%，达 10亿元以上。

“小产品大市场”，连锁经营渐成规
模。创立于杭州的“外婆家”餐厅主打
杭帮菜，就餐环境时尚精致，市场定位
却很“亲民”，平日里基本每家店都有排
队等位的场面。目前“外婆家”餐饮集
团在 60 多个城市推出了“蒸年青”“动手

吧”等十几个子品牌，全国连锁门店数
超过 160家。

“小群体大众化”，高端市场仍可深
耕。杭州市餐饮旅店行业协会常务副
秘书长尹丽华认为，随着人们消费观
念、品质意识的变化，大众消费中仍存
在一定的高档需求。比如人均消费 300
元左右的“大董烤鸭”在北京的门店不
降反增，从 2012 年的 3 家扩大到 2015
年的 10 家，其具有创新专利的烤鸭、饱
含文化创意的“大董意境菜”等，成为吸
引高端消费者的卖点。

正本清源助力餐饮业再发展

谈及餐饮业此次“化茧成蝶”度过
转型期，业内人士纷纷表示，中央八项
规定把餐饮业的发展拉回正轨。成都
市美食之都促进会会长何涛说，公务消
费带起的畸形消费理念受到遏制后，餐
饮业逐渐回归服务本质，这促进了餐饮
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有关部委出台政策引导餐饮业“除
旧疾、树新风”也起到积极作用。商务
部在 2014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大众
化餐饮的指导意见》，并于 2015 年在杭

州、广州、成都 3 市开展了优化餐饮业发
展环境试点。试点城市采取简化行政
审批、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等措施，引导
餐饮企业迎合大众需求，提供平价特色
服务。

“双创”浪潮中，作为传统创业增长
点的餐饮业也在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中
焕发新生，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
车，掀起一股运用新模式、新技术、新服
务实现多元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双
创”风尚。

借助于“互联网＋”的餐饮外卖业
在 2015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烹饪
协会的调查显示，目前通过网络和企业
APP 订餐的比例已达到 40%。北京“宅
食送”合伙人谷盈阳告诉记者，2015 年
受国家“双创”政策鼓舞，她下海与几个
朋友共同创业。“宅食送”作为垂直外卖
O2O 品牌，主要针对写字楼白领人群，
提出了“名厨美食外卖”“煮饭洗菜都用
净化水”“30 分钟内送达”等服务承诺，
在不同商圈开出多家连锁店，创业不到
1年就获得 1500万元首轮融资。

文/新华社记者 杨 舟 吕 昂 杨

迪 谢 樱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

天津滨海新区多家重化工项目企业制定搬迁方案，

搬往滨海新区南部规划的南港工业区内。图为面临搬迁

的天津渤天化工有限公司。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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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明年将全面停止——

我 国 加 紧 建 设 国 家 储 备 林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报北京 2 月 18 日讯 记者周雷报道：今年是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年，钢铁、煤炭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
将加速去产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今天表示，总
的思路是通过法律、标准的严格实施，通过经济激励手段、
利用市场倒逼机制使过剩产能加速退出。主要以九种方
式：一是通过加强环保执法来压减产能；二是通过能耗标准
的严格实施来压减产能；三是加强质量标准的实施压减产
能；四是对于安全标准加强实施和监管，对不达到强制性标
准的要立即停产整改；五是技术方面，比如炼铁高炉不足
400 立方米的，炼钢的电炉、转炉不足 30 吨的要予以退出；
六是企业主动压减产能；七是通过兼并重组来压减产能；八
是通过转产搬迁来压减产能；九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压减、
转移产能。

“‘十三五’时期，钢铁业去产能的目标任务是压减 1 亿
至 1.5 亿吨钢铁产能，使产能利用率恢复到相对合理的水
平上，即在 75%以上。”冯飞表示，钢铁业存在供需失衡问
题，钢价持续下跌，出现行业性亏损。需求上不去，供给过
快，去产能是必然过程。通过去产能，钢铁业可以恢复到比
较合理的水平，最重要的表现是产品价格上升，企业经营状
况有所好转，创新能力有所恢复。

今年以来，国务院已针对钢铁、煤炭两个行业出台了化
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将召开全
国电视电话会，把钢铁去产能的目标任务布置下去、工作落
实下去。总体的思路是通过“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
织，中央支持”来推进。

去产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职工安置、资产处置
问题。冯飞强调，这两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对于职工安
置，首先，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设立工业企业结构
调整专项奖补基金，主要用于职工安置；其次，对于产能退
出之后，盘活的土地资源的收入收益优先用于职工安置；第
三，进一步完善企业的内部挖潜、退养、再就业帮扶等政策
措施，将企业的主体作为和社会保障结合，共同来做好职工
安置。关于资产处置，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妥善处置企
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比如要落实金融机构的呆账、坏
账核销的财政政策，完善金融机构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
的财税支持政策等等，同时还要严防逃废债务的一些不法
行为，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冯飞强调，对于近期出台钢铁、煤炭两个行业具体意
见，工信部着力积极推动实施，把压减过剩产能的目标任务
落实下去，同时各项政策要到位，特别是财政的奖补资金要
执行到位，特别关注职工安置工作。“要把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决策部署切切实实推进下去，确保任务的完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

钢铁去产能有九条路可走

江苏沭阳智能针织产业园

探寻纺织制造智能化之路
本报记者 许红洲

“投资 8 亿元的江苏西南智能纺织有限公司入驻，与全
球最具盛名的针织机械制造商意大利罗拉蒂集团达成 1 万
台供货协议，引进浙江客商投资 1 亿元建设的江苏九达针
织机械有限公司即将开工建设。”江苏沭阳县委书记、沭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胡建军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沭阳智能针织产业园各项建设正有序推进，企业入驻项
目开局喜人。

沭阳智能针织产业园是全国首个智能针织产业园，于
去年 9 月启动建设，是沭阳县政府和中国针织工业协会联
手打造的针织行业标杆性工程，目标是力争用 5 到 10 年，
打造成为百亿级针织品生产基地。当前，我国纺织业规模
扩张速度减慢，产业调整、升级步伐提速，针织产业同样需
要转型升级，寻求发展新动能。“传统纺织行业是人力密集
型行业，随着成本不断上涨，降低成本、提质增效，推进纺织
制造环节的智能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孙淮滨说。

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沭阳针织产业园建设以“智能
化”为突破口，旨在探索“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两大
战略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应用。“我们将按照‘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的要求，在提高针织产业园的智能化水平
上下更大功夫，以技术创新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在针织产
业融合，打造沭阳智能针织特色品牌。”胡建军表示。

纺织业是沭阳的传统主导产业之一，2013 年以来连续
3 年保持 30%以上增速。据介绍，沭阳智能针织产业园将
以“重抓中间、带动两端”的微笑曲线为发展战略，推进和指
引园区建设。重抓中间是指制造、生产、销售等实体要素，
带动两端是指设计、品牌、展销、数据等服务。产业园规划
选择产业基础好、市场前景广阔、可操作性强的智能加工产
业为突破口，主打产品以袜业为主，向上延伸到锦纶、氨纶、
包覆纱，兼顾内衣、织布、服装等针织产品。

向整合要效益 组“航母”抗风浪

中远洋和中海运抱团突围“市场迷航”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国际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
下，中国两大航运巨头中国远洋和中国
海运选择以重组的方式抱团突围，中国
远洋海运集团 18 日在上海成立。我国
航运领域迎来巨型“航母”。

从大背景来看，此次新“航母”出
海，意义深远。这既是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也是抓住历史
机遇响应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专家表
示，此次重组还是应对航运周期和实现
做强做优的必然选择。自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国际航运市场低迷，特别是干散
货航运市场形势尤为严峻。波罗的海干
散货综合指数 （BDI） 已跌破 300 点，
连创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国际航运市
场也呈现出新趋势，比如，经营规模
化，更多的船公司为了生存发展，通过

兼并重组，形成有效的规模优势参与竞
争；海运公司联盟化，为提升服务水平
和竞争力，班轮公司的联盟经营不断趋
于集中，联盟竞争日趋激烈；还有船舶
大型化，无论是集装箱船，还是干散货
船都进入大船时代，船公司为了降低成
本，不断追求规模效应。

航运企业面临多重困难，在重组之
前，中国远洋和中国海运不具备规模优
势，业务资源同质化严重，在国际国内
细分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而在重组
后，经过深度整合，将重新架构全球航
运物流产业链的业务分工、价值创造和
分配格局，实现企业经营规模化，将规
模效应转化为竞争能力；实现商业模式
联盟化，将协同效应转化为协同效益；
实现船舶发展大型化和低碳化，提升运

营效率和发展质量。
从新“航母”的各大指标看，新集

团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可以代表我国
航运参与世界竞争。首先，新集团在运
营规模上实现了新突破，船队综合运
力、干散货自有船队运力、油轮运力、
杂货特种船队运力位列世界第一。新集
团还拥有 6个“世界前列”：其中在全球
的集装箱码头将超过 46个，泊位数超过
190 个，集装箱吞吐量 9000 万 TEU，
排名世界第二；全球船舶燃料销量超过
2500万吨，排名世界第二；集装箱租赁
规模超过 270 万 TEU，居世界第三；集
装箱船队规模 158 万 TEU，居世界第
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接单规模以及船
舶代理业务也稳居世界前列。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

表 示 ， 作 为 中 国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参 与
者、助力者，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将打
造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海洋运输通道
和物流通道，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全球
的重要支撑。新集团将承载中国经济
全球化使命，整合优势资源，打造以
航运、综合物流及相关金融服务为支
柱，多产业集群、全球领先的综合性
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团。新集团将依据

“规模增长、盈利能力、抗周期性和全
球公司”四个战略维度，着力布局航
运、物流、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
务、社会化产业以及基于“互联网+相
关业务”的商业模式创新的“6+1”产
业 集 群 ， 进 一 步 促 进 航 运 要 素 的 整
合，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
应链服务商。

近日，国务院批复确定“十三五”期
间森林采伐限额，全国每年合计只有
2.54 亿立方米。目前，我国每年木材消
费总量约 5.39 亿立方米，供需缺口巨
大。按中央部署，2015 年我国已全面停
止内蒙古、吉林等重点国有林区商业性
采伐，今年将全面停止非“天然林保护工
程”区国有林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到
2017 年，全国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将全面
停止。那么，每年巨大的木材需求如何
解决呢？

进口难满足

“板材不足，最简单的办法是进口，
但从国际上看，2014 年，我国原木进口
5119 万立方米、锯材进口 2574 万立方
米，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2.8 倍和 6 倍。
原木和锯材进口量相当于国内木材产量
的 93.4%。我国原木、锯材进口量占全
球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国际压力巨
大。《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严格限制交易的树种增加到 246 个。全
球先后有 86 个国家和地区限制或禁止

珍稀和大径级原木出口。珍稀树种和大
径级原木进口断供风险加大，对我国木
材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国家林业局局长
张建龙说。

2014 年 ，我 国 木 材 消 费 总 量 5.39
亿立方米，比 2000 年增加近 4 倍。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将直接减少
木 材 生 产 近 4737 万 立 方 米 ，相 当 于
2014 年 全 国 商 品 材 产 量 的 60% 。 到
2020 年，考虑到天然林停止商业性采
伐、人口增长和新型城镇化等因素，木
材缺口将达 3 亿立方米。张建龙认为，
这么大的缺口，不进口不行，完全依靠
进口也不行。

人工林补缺

2 月 17 日，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国家
储备林制度方案》。“我国正加紧建设国
家储备林基地。”国家林业局速生丰产用
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管理办公室总工程师
许 传 德 告 诉《经 济 日 报》记 者 。 早 在
2013 年，我国已在南方七省区启动国家
储备林建设试点。2014 年又将建设范

围扩大到广西、湖南、福建等 15 个省份，
划定国家储备林 1500 万亩。2015 年完
成福建、湖南、广西等七省区国家储备林
核查工作。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共安排
资金 17.36 亿元，完成基地建设 2990 万
亩。布局区域确定为东南沿海、长江中
下游、黄淮海、西南适宜地区、京津冀及
东北，具体建设规模仍在论证。目前，

《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6-2050 年）》
正加紧编制。

“全国每年由桉树生产的木材总产
量超过 3000 万立方米，而全国每年木材
总产量不到 9000 万立方米，桉树占全国
木材产量三分之一以上，有力地保障了
我国木材安全。”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
发中心主任谢耀坚说。

此外，将农业废弃物秸秆加工成板
材也是好办法。“我国每年秸秆总产量约
7 亿吨，可加工板材 7000 万立方米，几乎
相当于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可采
资源蓄积量的三分之一。”国内秸秆板材
行业龙头万华生态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郭兴田说。

政策需跟上

我国木材消耗量巨大，国家储备林
基地建设规模将以亿亩计，巨量启动资
金从何来？国家林业局速生丰产用材林
基地建设工程管理办公室处长李瑞林表
示，资金问题将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
自去年 12 月以来，国家林业局已先后与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就建
设储备林基地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国家
开发银行已专门为广西国家储备林基地
建设项目创新推出了还款期限 27 年、宽
限期 8 年和基准利率的产品，是迄今为
止国内最适合林业、最优惠的长期贷
款。国家林业局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
建国家储备林基地试点也即将启动。

目前每标准块普通板材零售价为 60
元，秸秆板材为 138 元，秸秆板材市场价
大幅高于普通板材。“国家对秸秆发电和
乙醇汽油有原料补贴优惠政策，而利用
农作物秸秆生产人造板还未列入该政策
内。建议给予秸秆打包存储电费优惠，
免收秸秆运输车辆过路费。”郭兴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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