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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钢企业绩下滑

新闻回放：最近统计显示，钢企毛利从 4 月
份的每吨 700元左右降至目前的 300元左右。同
时，一季度上市钢企财务报告显示，国内上市钢
铁企业一季度业绩遇冷，总体盈利大幅缩水，净
利润同、环比均出现大幅下降。

点评：受巴西淡水河谷溃坝事故，以及澳洲

铁矿石供应下降影响，上游主要原材料铁矿石价

格的快速上涨是造成钢企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之

一。同时，受环保督察和山西焦化行业整改影

响，国内焦煤、焦炭价格也出现强势上行。总

之，综合成本的不断攀升蚕食了钢企的利润。如

果后续市场需求没有出现明显改善，那么二季度

钢企交出的成绩单不会太理想。

空气净化器市场遇冷

新闻回放：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18年空气净
化器市场规模116.7亿元，同比下滑28.0%，线上
市场零售额同比下降25.7%，线下同比下滑33.4%。

点评：2015年，是空气净化器市场爆发的一

年，短短4年时间，该行业整体发展已出现退潮现

象。4年间，众多企业涌入市场，推动行业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行业内的无序竞争。当前，

空气净化器市场新增品牌越来越少，但产品质量

不稳定、同质竞争、虚假宣传等问题却越来越

多。随着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的需求逐渐回归理

性，产品竞争越发激烈，一轮行业洗牌在所难免。

白酒业将建防伪追溯平台

新闻回放：全 国 白 酒 质 量 安 全 追 溯 体 系
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议于 5 月 30 日在四川省
泸州市召开。会议决定，将加快推进全国白
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并加快建立和完
善全国白酒业防伪追溯平台。

点评：质量安全事关行业发展。近年来，

白酒产业快速发展，质量安全标准体系逐步健

全，检验检测能力不断提高，全过程追溯体系

正在逐步建立，白酒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提

升。但是，我国白酒质量安全工作也仍面临不

少问题和挑战，劣酒、假酒时常对市场造成负

面影响，威胁消费者健康。因此，通过制定及

实施严格的标准，建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等手

段，将进一步保证白酒安全，确保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

运用新技术满足新需求

体育消费催生不少“新花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智慧化、数字化成餐饮消费发展方向

“ 新 餐 饮 模 式 ”新 在 哪
本报记者 吉蕾蕾

□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餐饮行业持续在业态、产品、服
务上创新，“新餐饮”模式逐渐兴起

□“新餐饮模式”，就是在互联网推动下，运用智能科技开展多渠道
并举、多资源并用的新型服务模式。比如，线上点餐、到店即食，高科
技产品代替人工，智慧餐厅、未来餐厅、无人餐厅逐渐普及

□ 新技术、新体验、智慧化、数字化将成为未来餐饮消费发展的方
向，移动化、自助化、智能化消费新体验也将成为餐饮业未来发展的
重要领域

在5G、物联网时代即将到来之际，体育消费领域也催生了许多“新玩法”“新花样”。比如参加马

拉松比赛可以全程视频记录，没有场地也可以举办赛事、在家自学也能考教练证书……运用新技术，

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运动体验，成了体育企业布局的重要方向，我国体育产业也将在新技术和新理

念的引领下，挖掘出更大潜力

普通爱好者跑马拉松将配备全程视
频，没有比赛场地也可以举办赛事，在家
自学也能考教练证书……许多体育领域
以前不能轻易实现的事情，在科技发展
的助力下，如今纷纷变成了现实。

个性需求拓宽市场

“在海口马拉松比赛中，企鹅体育开
展了人工智能剪辑服务试验，测试结果
令人满意。”在刚刚结束的斯迈夫国际体
育消费展览会上，企鹅体育总裁刘建宏
介绍，2018年在中国田径协会登记注册
的马拉松赛事已经超过1500场，未来的
马拉松赛事将更具科技范，人脸识别系
统将全程识别、追踪并记录选手的全程
表现，打造马拉松选手专属纪录片，选手
赛后便可快速获得个性化视频。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兴消费领域，
体育消费是现代服务性消费、信息服务
性消费的重要内容。但是，现阶段中国
体育消费形态粗放、单一，消费频次低，
尚有大量空白、可拓展的市场空间。

“5G、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一
场传播革命，也是一场体育产业革命。”
歌华中奥集团总裁王奇认为，我国正处
于大众体育消费阶段，体育运动越来越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人希望参与其
中，因而需要全方位的体育服务模式。

比如，英国 BT Sport已经将 5G 直
播服务带入足球赛，并首次在现场实现
了 4K 直播。球迷可以通过 5G 网络连
接场内的多个无线摄像头，自主选择球
员、裁判等不同的视角来观赏球赛，获得
全新的观赛体验。

以企鹅体育测试录制的海口马拉松
为例，新的体育服务模式可以在很多场景
中应用。中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鸿岩表示，比如运动员在赛道上跑步的

瞬间，可以通过APP实时观测跑步速度、
心率等体征，可以根据数据的收集开展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服务。北京中奥约动体
育产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罗壹雄也表示，普
通运动爱好者如果拥有全程视频记录的
话，将极大地提升体育消费的体验。

当前，在体育优质内容向新媒体、短
视频领域迁移的背景下，体育消费需求
更加注重动态化、碎片化，个性需求的不
断深化，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全新模式颠覆传统

如今，大众体育竞赛项目深受欢
迎。随着智能运动设备的发展，跨地域
的线上赛事让更多运动爱好者有了参与
竞赛的机会。

此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智能飞镖赛
成为业内焦点。智能飞镖具有标准的蓝

牙智能飞镖靶，通过智能感应完成电子
自动计分。即便参赛选手不在同一个地
方，只要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场馆、家庭
和社区互联，线上线下对战完全不受地
域空间的影响。更酷的是，智能飞镖打
破了传统比赛需要统一时间的规则设
定，参赛选手可以选择在某些时间，组队
完成不同时段的飞镖投掷竞赛，通过电
子自动计分排定比赛名次。

“智能飞镖是企鹅体育线上 PK 赛
的其中一项。”企鹅体育赛事事业部总经
理卢山表示，企鹅体育线上 PK 赛是企
鹅体育线上竞赛的新尝试，该赛事打破
传统模式，改变赛事传统的组织模式和
呈现方式，将线下赛事整合至线上，改变
竞技的物理时空，基于企鹅体育独家双
屏直播技术，双方可同时在线对决 PK，
胜负结果更加直观，更具有观赏性。

“从职业赛、民间选拔赛再到家庭线

上赛，通过新的赛事组织、制作及传播，
带来全新的赛事模式。最新的飞镖线上
赛，现在已经开始内测，未来很快会上
线。”北京夺镖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CEO
王征表示。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李宁
篮球上市规划总监刘继征表示，新技术
带来了运动体验的变革，在 5G 时代，智
能运动装备有着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
间。目前，李宁和企鹅体育正在进行街
头篮球、羽毛球等赛事的全方位合作，互
动式的直播提升了用户的运动体验，赛
事的整体影响力也有极大提升。

在刘建宏看来，新技术对体育产业
带来了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能否
把握时机脱颖而出就看谁能更好地适应
时代，同时满足个性化和普众化的需求。

线上培训解决“痛点”

今年初，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

（2019—2020 年）》，明确指出近两年的
7 大重点任务，其中丰富体育消费业态
和培育体育消费观念成为产业发展的重
中之重。

虽然，中国已进入体育产业发展黄
金时期，体育行业也已成为当前最热门
的行业之一，但体育人才的极度匮乏已
经成为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瓶
颈之一。

据统计，国内目前体育产业的从业
人口为 400 多万人，只占国内劳动力总
人口的0.5%，要想实现2025年5万亿元
的产业规模，体育产业的就业人口就要
达到全国就业人口的1.5%，这意味着届
时需要最少 1000 万的体育从业人口。
未来几年，这 500 万的人才缺口如何补
齐将是考验体育产业的棘手问题。

在斯迈夫国际体育消费展览会期
间，企鹅体育推出了全新培训产品“鹅校
场”体育学院，将上架更多具备资质认证
的专业课程。同时，还与完美世界教育、
联盟电竞携手布局在线电竞教育。

“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进
行资源的深度融合。”联盟电竞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冯青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通过在线培训平台，电竞用户不
仅能够获得全面而系统的电竞职业培训
知识，还将通过线上培训与在线考试相结
合的方式获得相关资质认证，这将有助于
解决行业面临的从业人员缺口问题。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中国体
育真正的‘痛点’领域是体育线上培训。”
刘建宏表示，未来将致力于打造“线上培
训+线上考试+线下考试=行业证书”的
一站式互联网体育培训服务，满足不同
受众的服务需求，助力体育教育尤其是
幼儿体育教育的人才培养事业，打造中
国体育的线上人才基地。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餐饮收入
13925亿元，同比增长9.3%；限额以上单
位餐饮收入 2921 亿元，同比增长 7.1%；
全国餐饮收入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 10.8%。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表
示，新形势下，餐饮行业持续在业态、产
品、服务上创新，不断激活发展潜力，正
由传统餐饮服务业向现代餐饮服务业
转变。

如今，餐饮边界线越来越模糊，产业
链向上下游延伸拓展、经营模式混搭、成
品半成品标准化、食材加工产业化、新零
售、共享餐厅迅速发展，特别是智慧餐
厅、未来餐厅等的出现为消费者带来了
日新月异的消费体验和服务。比如，近
年来备受消费者欢迎的“超市+餐饮”就
能提供一站式的在线购物体验。

“餐饮在线化是大势所趋，而且还在
继续深入。”美团餐饮学院院长白秀峰分
析说，典型的消费体验就是“提前点、到
店吃”，不再需要到店排队、点菜，甚至排
队付款开发票等，所有就餐环节都在线
完成。

姜俊贤分析说，在互联网科技推动
下，餐饮行业形成了多渠道并举、多资源
并用的“新餐饮模式”。与此同时，一些
地方特色餐饮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日益
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农业、食品加工、旅

游文化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如今，从美食

团购、外卖、外送，再到用高科技代替人
工，包括迎宾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
炒菜机、刷脸支付，乃至无人餐厅，科技
创新正在引领餐饮行业发展。2018 年
众多餐饮企业陆续登场亮相的智慧餐厅
就是最好的例证。比如，老字号五芳斋
联手阿里口碑 APP，在杭州打造了旗下
首家“无人智慧餐厅”；周黑鸭和微信共
同打造的“智慧门店”亮相深圳，刷脸进
门、点赞支付；京东旗下首家“未来餐厅”
亮相天津，提供机器人服务及菜品制作。

姜俊贤表示，预计未来 3 年到 5 年，
智能科技将大面积地渗透餐饮业，从而
影响整个餐饮行业。因此，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质增效依然是当前餐饮行业改
革发展的主题。

“2019 年将是餐饮业、甚至是生活
服务业领域数字化升级变革的重要一
年。”姜俊贤分析说，随着5G时代如约而
至，数字化技术将更有效地为行业赋能，
餐饮行业处于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
型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升
级的过程中，需要从产品、技术、运营管
理到支付、物流、数据、云计算等在内的

全方位创新。换言之，新技术、新体验、
智慧化、数字化将成为未来餐饮消费发
展的重心，移动化、自助化、智能化消费
新体验也将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餐饮业要想实现高
质量发展，还需要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注重营养健康、满足社区服务和多元
化、定制化、个性化消费新需求。姜俊
贤建议，餐饮企业要适应市场新需求、
新变化，可以积极开拓团餐、老年餐饮、
社区餐饮等市场，注重社区开店，以“小
吃”“小喝”“小店”“小味”的亲民形象占
领市场。

此外，要大力发展标准化食材的统
一加工、规模化生产，培育大型连锁餐饮
集团，提高餐饮产业的集约化供给能力；
创建业态混搭的创新模式，结合便利店、
商超等经营业态，以跨界经营的新零售
模式，彰显出满足消费者便利生活理念
的服务主张。

事实上，餐饮作为生活刚需，在我国
的市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据中国烹饪
协会预测，2019 年餐饮业将继续发挥促
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预计
全国餐饮收入将达到 4.6 万亿元左右。
同时，在互联网、物流冷链技术的推动
下，餐饮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将挖掘出新
的增长点。

5月30日13时05分，烟台火车站G474次复兴号列车
缓缓驶入站台，这是今年第一列“春果第一枝·高铁极速达
樱桃专列”。中铁快运烟台站营业部员工迅速进入12号车
厢，给座椅装配防护罩，在座椅间隙和快运专柜中有序码放
装有樱桃的蓝色高铁集装袋。这节樱桃专车内都是北京市
民网购的每盒 5斤以下的小包装，近千个北京家庭第二天
上午就能吃到新鲜的烟台大樱桃。

随着樱桃销售进入旺季，中铁快运、顺丰速运合资组建
的中铁顺丰国际快运有限公司拓展“高铁极速达”服务，依
托“复兴号”专用车厢及快运专柜为樱桃种植农户服务，提
升农产品收益，保障樱桃高效、新鲜运输。

中铁快运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方颖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此次山东樱桃季共推出“高铁极速达”樱桃专线 19条，
从济南、青岛、烟台等樱桃主产地出发，将山东优质的樱桃
运送到北京、上海、广州等14个主要消费城市。方颖介绍，

“高铁极速达”自2017年电商黄金周推出以来，目前服务范
围已基本覆盖高铁列车能够到达的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
部分省内二三线城市，为山东地区樱桃寄递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樱桃高铁专列的上线，有效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为小
县城农特产品“走出去”提供了更多机会。顺丰速运鲁东区
总经理袁亮表示，高铁运输具有独特的优势，其运输速度比
传统的冷链干线快，车厢温度恒定适合樱桃的存放，安检和
提货程序比专机简单。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樱桃分会名誉会
长杨杰表示，樱桃对运输速度要求极高，以往的空运无法满
足需求，高铁网络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将能够极大促进
樱桃产业的发展。

早在去年“双11”期间，中铁顺丰就尝试采用“高铁+生
鲜”的创新模式，为丹东草莓、赣南脐橙、运城苹果等农特生
鲜产品提供物流服务，在市场上取得了良好反响。截至目
前，该模式已在生鲜、医药等多个领域实现较为广泛的
应用。

“中铁顺丰结合双方在铁路网络和终端收派网络方面
的优势，快速把生鲜农产品运到消费者的手中，搭建起农户
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梁。”中铁顺丰国际快运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彭征表示，今年中铁顺丰将携手各铁路局集团公司
启动多个服务“三农”项目，为无锡水蜜桃、浙江杨梅、云南
松茸等多地农产品提供由高铁运输衔接快速取派网络的

“高铁极速达”服务，探索现代物流服务与生鲜农产品运输
新模式，提升农产品物流服务品质，帮助更多地域的特色农
产品走向市场。

探索农产品运输新模式

生鲜物流坐上高铁专列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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