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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餐饮行业迎来了

传统消费旺季。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过去一年来，餐饮业的

发展可谓经历了“过山车”，在上

上下下的起伏中，不断寻求新的

发展出路。一年多过去，餐饮业

“缓”过来了吗？面对即将到来

的春节，他们做了哪些准备？对

于 2021年的餐饮市场，他们又

有怎样的期待？近日，经济日报

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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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原本是餐饮行业的传统旺季，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餐饮行业成为受冲

击最明显的行业之一。特别是去年春节期

间，餐饮行业遭受重创，一片萧条。今年情况

怎么样？

今年春节餐饮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方

面，多地疫情仍有反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发出了“就地过年”的

号召，虽说不返乡，但年味不能减。面对今年的

特殊情况，餐饮企业做了哪些准备？此外，随着

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餐饮企业也在迫切寻求

更好出路。餐饮业又将呈现哪些发展新趋势？

带着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到北京多家

餐饮企业走访调查。

准备充分“不打烊”

1 月 29 日晚 7 时许，记者来到北京崇文门

新世界百货商场，发现不少餐饮店铺座无虚席，

客流量相对较大。同时，各家严格执行防疫措

施，戴口罩、测体温、扫码登记等都是进店的必

备要求。

“今天是周五，店里比较忙，现在有 30

多桌正在等位。”火炉火自助餐新世界百货崇

文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作日和周末的

客流量有明显差别。“我们门店面积大，可提

供就餐位置相对较多。如果是工作日来用餐

一般不用排队，即使排队也不会等太久。但

周末特别是赶上晚上用餐高峰，可能就要等

较长时间。”

在西单大悦城、丰台万达广场等商场，记者

发现餐饮门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当被问及今

年春节期间营业状况预计如何，受访餐饮企业

大多表示乐观。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表

示，商务部门将组织重点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各类餐饮、住宿、商超等生活服务网点

春节不打烊，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便利线下

日常消费。

“我们肯定会正常营业。”骨气鼓气 （北

京） 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郁蕙告诉记

者，春节期间，骨气鼓气所有门店将像平时一

样准备，货源、食材储备等都比较充足。“今

年春节，我们公司大多数员工响应国家号召就

地过年，所以人手方面基本不会出现紧缺的状

况。”

南京大牌档华北区市场部总监高蕊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 2021 年春节期间的运

营，南京大牌档做了完备的计划，包括线上线下

营销活动、年货礼盒准备、年夜饭预订等工作都

在按部就班进行。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即使就地过

年，也要把年过好，要有年味。所以对于春节期

间的客流量，我们持乐观态度。尽管近期疫情

有反复，但我们在食材储备和员工运力等各方

面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同时也提前做好了各

种预案。”高蕊说。

据报道，就地过年的倡议给不少城市的餐

饮消费带来一波热潮，也带动年夜饭预订变得

更火热。

“除夕当天，我们酒楼的年夜饭预订比较火

爆，18个包间目前已经全部订完。”眉州东坡酒

楼北京清河万象汇店经理兰宏喜告诉记者，店

里除夕当天将分为 4 个用餐时间段，目前全都

排得满满当当。

“今年春节，很多餐饮同行都不打烊，我们

也一样。从食材储备到人员配备，都做了提前

准备。食材方面，供应商和物流配送能及时交

货，不会出现顾客想吃某样菜却没有食材的情

况；人手方面，店里 80 多名员工几乎都留下来

过年了。”兰宏喜说。

“重伤”过后始复苏

记者走访的餐馆目前都在全力备战即将到

来的春节旺季，扛住了 2020 年疫情重创后，如

今餐饮行业暂时“缓”过来了。回首这一年，他

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有受访餐企对记者表示，

“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

2020 年 年 初 ， 餐 饮 市 场 受 疫 情 影 响 呈

“断崖式”下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我国餐饮收入 39527亿元，同比下

降 16.6%；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8232 亿元，

同比下降14%。

去年 3 月份以来，餐饮行业响应国家号召

积极复工复产，餐饮市场逐步恢复，但市场发展

仍受较大影响。在餐饮行业共同努力下，去年

10 月全国餐饮收入及限上餐饮企业收入双双

实现正增长。

“2020 年初疫情刚暴发那会儿，营收确实

是‘断崖式’下跌，特别是堂食，几乎没有生意。”

小吊梨汤北京清河万象汇店经理李鹏告诉记

者，国内疫情得到较好控制后，大约从去年 4月

份开始，他们逐渐开放了堂食，生意开始缓慢恢

复。“不过去年 6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发生聚集

性疫情，门店营业又受到不小影响。七八月份，

随着新发地疫情得到完全控制，我们又开始恢

复正常。到 9 月份时，营收状况已基本与上一

年度持平。”李鹏说。

对于去年的经营情况，郁蕙也有同样的感

受。“疫情刚发生的那几个月，可以说生意完全

处于停顿状态。特别是我们的主打产品羊棒骨

是锅类菜品，与炒菜类不一样，外卖只占我们整

体销售额的 10%左右，所以堂食受限后，对门店

的生意打击不小。”郁蕙说。

“后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们的营业额也

逐渐恢复。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结束后，就

进入了快速恢复阶段。”郁蕙告诉记者，2020年

下半年，门店的营收恢复到以往 80%的水平，生

意最好的门店甚至出现等位排到 200多号的情

况。“特别是去年 10月份，虽然还没完全恢复到

以往水平，但已经让我们很惊喜了。”

生鲜电商平台美菜网作为餐饮商户的供

应商，对餐饮企业的需求感知极为敏锐。美

菜网高级副总裁江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2020 年虽然餐饮行业受到不小的打击，

但从美菜平台掌握的数据来看，餐饮商户对

货品的需求总量未出现较大变化，特别是优

质蛋白、蔬菜的需求量还出现了明显增长。

“餐饮是人们最基础的需求。不可否认，疫情

最严重时餐厅堂食受到很大限制，但不少餐厅

及时转变经营思路，开始在线上发力，强化外

卖等业务。2020 年下半年国内疫情基本得到

有效控制，餐饮需求再次旺盛起来，不少企业

也都抓住了这个机会。”江川说。

自救他救助脱困

餐饮行业能在“重伤”之后脱困复苏，离不

开积极的自救与他救。记者梳理发现，为帮助

餐饮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2020 年有关部门

及时出台帮扶政策，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政策，对疫情防控期间

住宿餐饮企业等生活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商

务部举办“千品万店美食荟”等餐饮促消费活

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近期扩内需促

消费的工作方案》，鼓励有序恢复餐饮店等

经营。

许多商场、楼宇也积极对餐饮业伸出援

手。北京清河万象汇营运部经理邱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2020 年，考虑到商城餐饮商户经

营困难，管理团队从多维度给予品牌店铺支持

和帮扶。商铺租金在餐饮企业的成本中占据较

大比例，清河万象汇分批次为部分餐饮店铺提

供租金减免支持，包括固定租金改纯抽租金、小

微企业专项减免等形式，同时对于应缴费用缴

纳困难的企业，给予分期缴纳、缓期缴纳等多种

灵活交租的形式，短时间内缓解餐饮企业的现

金压力。

“我们还斥资对店铺的促销活动给予成本

补贴，帮助店铺尽快恢复自我造血能力。同时，

借助商场自行采买的宣推渠道和第三方合作平

台，帮助餐饮品牌提升曝光度和进店客流量。”

邱晨说。

客观来看，减租降费等帮扶措施为餐饮业

渡过难关提供了很大助益。与此同时，面临生存

问题，餐饮企业纷纷探索经营新模式，积极自救

解困。尤其是 2020 年入冬以来，多地疫情散发

反复，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餐饮市场复

苏面临新的挑战。对此，许多企业没有退缩，而

是不断尝试新措施，加快探索自救路径。

眉州东坡在这方面作出了较为成功的尝

试。兰宏喜介绍，去年眉州东坡在经营上想了

很多办法，值得一提的是采取线上直播带货等

方式售卖相关产品。“比如真空包装的‘眉州东

坡香肠’‘传统地道毛血旺’等产品，通过网络直

播带货形式售卖，目前来看营销效果相当好。”

小吊梨汤则加快了菜品的研发和创新。

“餐饮商户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不重视创

新就很难立足。小吊梨汤拥有自己的菜品研发

团队，2020 年我们更是加大了菜品研发力

度。”李鹏翻开菜单，一边向记者展示一边说,

“目前我们菜单上共有 100 多道菜品，至少每

半年进行一次统计，将销量最少的 10 道菜换

掉，不断更

新换代。小吊

梨汤主打老北京

胡同菜，消费人群中回

头客占很大比重，从收到的老顾

客反馈来看，效果不错。”

此外，虽然疫情导致商务宴请减少，但家庭

聚餐需求不减。不少餐饮企业瞄准这一市场，

探索新的服务方式，有的餐厅尝试提供“大厨上

门”服务，派出厨师前往顾客家中进行备菜。

新趋势已露端倪

危机，有“危”也有“机”。这一年多来，众多

餐饮从业者经受了巨大的煎熬，但也给企业提

供了转变的机会和方向。疫情给餐饮业带来冲

击的同时，新消费场景和方式也在加速推进餐

饮企业数字化和零售化进程。餐饮行业正顺应

这一趋势，加快提质升级。利用线上平台和数

字化经营手段，拓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网络营

销方式，为顾客提供更好服务，成为更多餐饮企

业的选择。

中国饭店协会等发布的《2020 本地生活行

业报告》显示，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对外卖等

生活服务平台的使用意愿显著提升。使用数字

化技术工具，掌握数字化分析能力，深入洞察消

费者心理，尝试数字化新营销，成为餐饮品牌新

的竞争力。

小谷姐姐麻辣烫麻辣拌是餐饮企业数字

化发展的一个例子。据小谷姐姐品牌创始人

张可介绍，目前，其线上营业额平均占比达

到六成以上。张可告诉记者，小谷姐姐的线

上运营相对成熟，线上单量/客单价较高，所

以线上营业额比重大，堂食占比相对小一

些。“以北京的一个门店为例，生意较好时堂

食一天能卖到 4000 元，但线上营业额每天基

本能达到 1万多元。”

张可认为，未来餐饮服务的方向是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外卖给堂食引流，堂食给外卖加

分。“纯外卖店压力估计会越来越大，因为没有

堂食形象支持，顾客不放心。”

高蕊也抱有同样的观点。“餐饮企业数字化

转型并不是说餐饮企业完全依靠线上运营。拥

有经营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线下实体店品牌发

力线上经营，将是未来餐饮服务的发展趋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产品本身的品质和口味，这

才是打动消费者最关键的因素。”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由于目前租金

偏低，对餐饮业而言，现在反而是大型企

业、连锁企业并购整合的好机会，一些知名

餐饮品牌在 2020 年实现了快速扩张。“连锁

化、品牌化将是餐饮行业的大趋势。”该人士

表示。

展望 2021 年餐饮消费市场，受访的多家

餐饮企业持谨慎乐观态度。“从 2020年下半年

数据来看，我们的经营呈现上升趋势。对于

2021 年餐饮行业总体情况，我们表示乐观。”

高蕊说。

郁蕙表示，虽然疫情偶有反复，但过去一年

多来，我国应对疫情的措施科学及时，效果有目

共睹。2021 年疫情防控如继续维持在较好水

平，相信餐饮业能够加快复苏。

春节春节““不打烊不打烊””，，底气足不足底气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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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餐饮行业

是一个海量市场，也为社会

贡献了大量就业岗位，是事

关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的

重要行业。但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2020 年餐饮行业无

疑成为受冲击最明显的行业

之一。

餐饮企业生存状况两极

分化是记者本次调查采访中

最大的感受。大型餐企实力

雄厚，有更多资金和办法来

支撑经营，能对冲疫情造成

的影响。一些大型餐饮企业

还化危为机，实现了逆势增

长和门店扩张。但同时，大

量小餐饮商户、夫妻店甚至

是中型餐饮企业，抵御风险

能力非常脆弱，受疫情影响

更为明显直接，一旦出现任

何“风吹草动”，客流量便

立刻减少，货源中断、现金

断流等也随之而来，甚至出

现房租交不上、工资开不出

等情况，以致不得不关门

止损。

2020 年 餐 饮 行 业 闭 店

率较高，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中小型餐饮企业，政策

扶持应更多向这类企业倾

斜。目前来看，从国家到

地方各个层面都不乏针对

餐饮企业的税费优惠、租

金减免等政策，减税降费

力度大、范围广、受益面

宽。对中小型餐饮企业来说，要及时关注并用

好用足这一系列政策。

此外，中小型餐饮企业要走出困境，更重要

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积极自救脱困。一方面，

餐饮业对现金流依赖强。中小餐饮企业资金底子

薄，更要保证现金流安全，做到精打细算，严格

管控成本、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中小餐饮企业虽然体量小、抗风

险能力弱，却有着“船小好调头”的天然优势，

这是大型企业所不具备的。当前，餐饮业涌现出

不少新模式、新趋势，如线上订单增加、预制菜

需求快速增长、社区化运营等。中小餐饮企业可

准确把握住市场需求导向，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经营策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拥抱数字化，

拓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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