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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餐饮业复苏调查

迈进 2023 年，随着元旦、春节、元宵节等节

日的到来，上海餐饮行业迎来久违的红火，老字

号餐厅堂食位几乎天天订满，多家餐馆需要等

位。按下复苏键的上海餐饮市场，如今呈现出什

么样的态势？餐饮行业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答案就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

V 型复苏

市场是慢慢焐热的。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今年年初，部分上海市民对在公共场所就餐仍心

有余悸，餐饮从业者也一度担心兔年春节市场

遇冷。

“好在最近餐厅情况比较正常。”1 月初，

上海荷风细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何宇晴

告诉记者，不少员工刚恢复健康，餐厅上座情

况恢复到 2019 年的八成左右。此时的何宇晴还

在担心春节市场的情况，并不知道接下来会

如何。

其 实 ，当 时 整 个 餐 饮 行 业 以 及 行 业 管 理

者 都 有 同 样 的 担 心 。 以 年 夜 饭 市 场 为 例 ，记

者 从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了 解 到 ，今 年 市 场 走 势 与

往 年 相 比 截 然 不 同 ，上 海 年 夜 饭 堂 食 预 订 于

去年 11 月启动，一度出现包间难订、大堂仅有

少 量 位 子 可 订 的 情 况 ，但 受 去 年 12 月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高 峰 等 因 素 影 响 ，年 夜 饭 堂 食 退 订 量

高达 50%。

变化出现在元旦以后，沪上年夜饭堂食复订

率快速提升，平均超过 80%。V 型复苏，满血归

来，逐渐热闹起来的市场，让不少餐饮从业者长

出了一口气。

春节前后，记者两度采访本邦菜老品牌绿波

廊总经理陆亚明，他直说“没想到”。“今年的年夜

饭预订情况基本恢复到了往年水平，尤其大年夜

更是热门时段，几乎一桌难求。”1 月 13 日，陆亚

明直言，没想到年夜饭堂食在短期遭遇退订潮后

能恢复如此迅速。

“春节期间，日均营业额创下历史新高，每

天 9 点开始就有顾客来取号了。”1 月 28 日，陆

亚明告诉记者，春节期间的市场反弹让他有点

始料未及。“消费市场复苏的威力，激发了餐厅

上下的干劲，春节假期开始前，从一线员工到

管理层悉数上岗，即便是要延期与家人团聚也

毫无怨言。大家都热情高涨，铆足了劲儿要抓

住 这 个 时 间 窗 口 ，全 力 做 好 餐 饮 服 务 。”陆 亚

明说。

这股热情也在餐饮行业中传

递。和记小菜区域总经理杨

海直言，“复苏比想象中更

快”。“我们的每家店都排

队，春节同期增长 27%

左 右 ，创 历 史 新

高 。”火 锅

品牌左庭右院董事长郑坚说。

豫园文化饮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

期间，集团旗下南翔馒头店、上海德兴馆等知

名餐饮老字号无论是午市还是晚市，每家门店

都是一座难求。

作为上海“海拔”最高的餐厅，配合新年登高

等主题，J 酒店上海中心的粤餐厅和淮扬餐厅大

受欢迎。“今年客源明显更丰富，数量也显著提

升。”上海锦江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夏力表示，J 酒店春节期间的良好业绩预示着锦

江集团餐旅业的整体复苏。

上海市中心的餐饮名店实现“开门红”，沪郊

金山山阳金山嘴海鲜一条街上的餐饮小店同样

火爆。成立于 1987 年的天桥饭店是这里最早一

批开办的饭店，去年年底曾暂停营业 20 多天，如

今重新营业了。80 岁的老店主陆奇龙说，春节

假期生意很不错，中午会有十几桌顾客，晚上也

有十几桌预订。节日期间，在天桥饭店隔壁的美

食海棠糕和海鲜萝卜丝饼摊位前，等候的队伍一

直不断，店主沈桂蓉阿姨笑着说，“一年忙到头，

忙着也开心”。

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测显示，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1 月 20 日至 26 日），上海市餐

饮业消费金额达 41 亿元，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4.9%。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6 天，全国多

人堂食套餐订单量同比增长 53%；其中，上海堂

食消费最旺，订单量同比增长 240%。这个春节，

餐饮业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新意盎然

北京时间 1 月 13 日 18 时 26 分，从伊斯坦布

尔直飞上海的土耳其航空 TK026 航班，缓缓降落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是 1 月 8 日国际客运航

班相关调控措施取消后，浦东机场恢复的首条因

疫情原因暂停的外航国际客运航线。土耳其最

大的餐饮集团 TFI 首席执行官、汉堡王中国董事

会主席可汗就在这架飞机上。

“时隔 3 年，重返中国市场，我亲眼见到了中

国市场的复苏活力，中国市场不可替代。”可汗来

到中国后，马不停蹄地考察了上海、杭州等地，感

受到了中国新春消费市场的阵阵暖意。

“我知道很快就会迎来中国的春节假期，但

我不想再等了。”可汗表示，汉堡王已在中国约

150 个城市开设了约 1400 家餐厅，接下来，更多

的汉堡王餐厅将陆续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很

快我们就会恢复到疫情前的开店速度，每年至少

要新开 200 家门店。”

外资连锁看好餐饮市场，百年老店同样不甘

落后。148 岁的上海老饭店（上海豫园店）经历了

近 1 年的闭店装修后，在春节前焕新回归。上海

老饭店品牌总经理龚大军告诉记者，此次调整改

造后，老饭店焕发青春。春节期间，一楼迎宾区

的大门几乎就没有合上过，许多顾客从上海地铁

豫园站一出来就直奔这家老字号名店，慕名品尝

他们的“非遗十二道”名菜。

“我持续看好 2023 年的餐饮复

苏。”郑坚认为，如今的消费升

级，对品质餐饮来说是

个 大 机 会 。 如 何

捕 捉 大 机

会？记者走访上海餐饮市场，发现一个明显趋

势，无论什么品牌类型的餐饮企业，都认为春节

前后这波销售高潮将带动后市复苏，餐饮业向好

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形成，行业信心得到重塑，必

须立足现在，不断推陈出新。

说到创新，火爆的预制菜是绕不开的话题。

2023 年新年第一周，年夜饭预制菜市场就迎来首

轮高峰。在线上，叮咚买菜平台的年夜饭相关菜

品销量同比增长 500%，主打家乡味道的传统宴

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就突破 10

万份。在线下，杏花楼、新雅、上海老饭店、绿波

廊等沪上多家老字号餐饮企业均表示，成套预制

菜销售红火，最受欢迎的送货时间是农历腊月二

十九、除夕和兔年正月初一，“一看就是在为团圆

饭做准备”。

上海商情信息中心主任原立军表示，近几年

预制菜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晓和接纳，新的消

费习惯已经形成。随着预制菜发展日趋成熟，老

字号餐饮品牌推出的年夜饭预制菜已经成为市

民餐桌上的热门选择。

上海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会长、盘点食品科

技公司董事长伍俊峰认为，预制年菜能集中展现

预制菜行业发展的新成果，“尤其是一些新菜肴，

很适合通过预制菜的方式推出，这既是对消费需

求的捕捉，也是对生产技术的考验，更能看出整

条餐饮供应链水平”。

“破圈”也是创新关键词之一。走访中记者

发现，不少餐饮老字号品牌已经走出传统束缚，

寻求跨界、拥抱数字经济，让海派美食既守得住

经典，也能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你听说过“馒头就酒”吗？南翔馒头店联席

总经理游玉敏说，今年春节，他们就把小笼馒头

和酒“重组”，让馅芯中的熟醉蟹蟹肉拥有一股独

特的酒香，令人回味悠长。“这款熟醉蟹小笼馒头

已成为堂食应季新品里的人气款商品，平均每天

至少售出 300 只。”游玉敏说。

不过，老字号餐饮在跨界时，也生怕步子太

大坏了名声。王家沙点心店总经理蔡宏杰告诉

记者，叮咚买菜开始研发八宝饭时就找到了王家

沙，他们对叮咚买菜从研发到生产端再到产品端

进行了多轮详细考察，评估认为其品控具有专业

性，最后才谨慎作出首次跨界合作的

决定。

小 心

翼翼的合作

带 来 了 大 获

成 功 的 喜 悦 。

王 家 沙 与 叮 咚

买 菜 联 名 推 出

的 首 款 经 典 八

宝 饭 —— 双 色 糯

米 豆 沙 八 宝 饭 在 全

国范围内上架后，截至 1 月 19

日已售出 25 万份，成为平台销

量最高的“爆款”八宝饭。

“这次合作让我们看到了数

字经济的新机遇。”蔡宏杰表示，通

过大数据预测，可以更加精准地控制

生产、减少浪费。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

人欧厚喜说，目前已与王家沙、上海老饭店、

绿波廊等老字号品牌联手，帮助他们在年轻消

费群体中“破圈”，推动沪上老字号品牌在全国

开拓新市场。

暖在心头

市场暖意融融，企业劲头满满，在市场恢复

的关键时期，政策的及时跟进也让餐饮企业底气

更足。

1 月 30 日，肯德基龙吟路店、星巴克湖滨路

三店、盒马邻里周园路店同时收到了一份“新春

大礼包”——成为上海首批享受食品经营许可便

利化的企业。

“我们 1 月 29 日提出的申请，第二天就拿到

了证照，门店开业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半个多

月，为我们节省了一大笔门店租金和人力成本。”

盒马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张文婷表示，这是他们到

手速度最快的一张许可证。

“以往，开分店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一般要

20 个工作日。”上海星巴克咖啡经营有限公司政

府事务部总监杨雯说，如今企业纳入“许可便利

名录”后，只要做出相应承诺，就可简化申请材

料、免于现场核查，1 至 3 个工作日就能拿证，企

业运营成本大大降低。

这一切得益于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

新举措。农历新年伊始，上海市

市 场 监 管 局 推 出“ 许 可 便 利 名

录”动态管理，通过评审的上海

连 锁 食 品 经 营 企 业 总 部 ，在

办 理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时

可 以 简 化

申请材料、免

于现场核查、缩短审批时限，助力企业规模

化发展。

这对于沪上餐饮连锁企业而言，是一大利

好。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全市有 178 家连锁餐

饮企业，超 20 家连锁超市便利店企业，其中，全

国门店超过 100 家的餐饮企业总部有 45 家。上

海推出的新政策释放出支持餐饮连锁企业合理

扩张的发展决心。

从“20 天 审 批 时 间 ”压 缩 到“ 最 快 当 天 取

证”，背后是刀刃向内的系统改革。上海市市场

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黄丽瑢介

绍，依托上海“一网通办”平台，目前门店的申请

信息和材料能被审批系统自动识别并接受，缩减

审批环节，最大程度减少人工干预，用数字化手

段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止境。”黄丽瑢表示，今

后还将与上海市商务委在早餐工程上展开探索，

制定小型餐饮店经营管理规范，分门别类制作标

准流程和模板，让更多小餐饮商家也能少跑路，

享受更多便利化举措。

不只是监管部门在行动，随着人们积蓄 3 年

的消费意愿开始集中释放，上海也亮出了一系列

恢复和提振消费的举措。

记者注意到，兔年新春伊始，上海就推出了

“优化营商环境 6.0 版”，提出 195 条任务举措。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从市场准入退出方面下手，注

重集成性和实效性，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最大

程 度 释 放 政 策 空 间 ，为 企 业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的

便利。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的法宝。在七

宝古镇、携程美食林、饿了么共同打造的“兔

如其来——‘吉祥七宝’新春美食汇”上，记

者感受到了节日的热闹氛围。从沈大成、功德

林、鲜得来、诸老大等百年老字号，到北京冰

糖葫芦、重庆酸辣粉、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

腐、天津狗不理等各地名小吃⋯⋯一大波舌尖

上的美味让人“吃不暇接”。

长沙臭豆腐摊主罗清华是湖南衡阳人，已

在嘉兴安家的她，春节放弃了与丈夫、孩子团

圆的机会，选择来摆摊。“机会难得，今年大家

都能出来玩了，我希望借这次机会能在新春开

个好头。”

七宝特色烤肉摊主杜可可是河南平顶山人，

在上海做美食小吃生意已有七八年，之前曾因为

生意不好而关门。这次他不仅参加了美食汇，还

在七宝老街北大街盘下了一家店面重新开张，

“因为我对未来有信心”。

“满街的烟火气，带来的是满满的信心和希

望。”上海闵行区七宝古镇管委办党支部书记沈

嘉倩一语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堂食、排档等线下

餐饮营造的烟火气又充满大街小巷，尤其是今年

春节，堂食聚餐需求得到集中释放，餐饮业一派欣

欣向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服务员们回来了，而且是

带着信心坚定回归。不少人主动放弃过年，自愿

加班，更有人预判到餐饮业复苏前景，专程离乡返

岗，加入春节餐饮服务行列。这种劳动力要素的

流动趋势，清晰地揭示出当前的市场逻辑，即餐饮

需求正稳步回升。

对需求端而言，疫情影响因素的减弱，势必会

带来线下餐饮需求的回归。这种自然形成的反弹

态势对于已经弱势盘整了 3 年的餐饮业来讲，仍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客流量能否持续稳定甚至重回

巅峰，仍需多方共同努力。在供给端，各方参与主

体要形成合力，配合需求回暖，多措并举进一步放

大需求、刺激需求，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把更大

的市场做出来。

在营商环境方面，各地仍需积极开动脑筋，营

造有利于餐饮企业吸引人气的外部环境。例如，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国家与地方的相关政策，

针对恢复期企业的实际困难，继续分阶段地缓缴

五险一金和税款，扩大房屋租金减免优惠范

围，及时发放援企稳岗补贴等，为企业减费让

利，为餐饮企业卸包袱、添活力。同时，各地也

要主动作为，携手行业协会、餐饮企业举办各种

美食节、购物活动，通过发放专项餐饮消费券等为

餐饮业汇聚人气。

在市场主体方面，要加大力度优化服务供给，

用更好更丰富的餐饮品质吸引消费者。当前，消

费者越来越高的餐饮需求与优质供给不足之间的

矛盾还比较突出。优质供给是多元化的，因此餐

饮企业要不断创新，比如推出跨界合作的创意菜

品，研发符合现代健康理念的新式菜肴，创造满足

“懒人经济”“小家庭消费”的特别套餐等，给消费

者不断带来新鲜体验；优质供给也是便利化的，餐

饮企业要进一步实施数字化转型，在门店系统、客

户服务等方面提升管理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便

利的线上线下服务体验，提升门店运营效率。

当前，餐饮业复苏渐有起色，参与各方更要抓

住行业反弹的窗口机遇，趁热打铁凝聚合力，携起

手 来 相 互 配 合 ，为 后 续

餐饮市场持续向好打下

基础。

□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李 景

凝 聚 合 力 谋 复 苏
李 景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高 妍

春寒料峭中，一股暖流在餐饮行业流动洋溢。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延续了春节假期的“开门红”，各地餐

饮、休闲、娱乐等消费场景持续火热，各大商场迎来如潮的市民游客，热门餐厅响起熟悉的叫号声，印证着

2023 年消费复苏的潜力和活力。餐厅生意的红火、消费活力的不断释放正提振着全行业的信心。餐饮行业

是否迎来了全面复苏？未来该如何更加稳健地走下去？记者在上海餐饮市场满满的烟火气中探寻答案。

上海豫园老字号宁波汤团店在兔年新春推出上海豫园老字号宁波汤团店在兔年新春推出““兔子大兔子大

福福””点心点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颖摄摄

顾客在春风松月楼顾客在春风松月楼

上海豫园店门口排队购上海豫园店门口排队购

买素菜包买素菜包。。

黄莉明黄莉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