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潜力：
营业收入超北京、上海

“民以食为天”，安徽人能吃能喝，已经成了不
少机构的“共识”。来自安徽省银联的春节消费数
据显示，今年春节，安徽省银联交易总金额达到
220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除 夕 至 初 六）增 长
11.74%。从消费结构看，节日购物、团圆聚餐、旅
游出行和文娱活动是今年春节黄金周消费的四大
主题。从具体增速来看，餐饮和购物类消费增速
居前，春节期间，银联用户购物类消费金额同比增
长43%，餐饮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近五成。

安徽餐饮的影响力已呈爆发式增长趋势，记
者从安徽省烹饪协会了解到，继 2016 年度安徽
餐饮业营业总收入首次迈进“千亿俱乐部”之
后，2017 年安徽省餐饮收入成绩也“不俗”，总收
入 1225.2 亿元，同比增长 10.6%，无论增速还是
总量都超过了北京（总收入 1028.8 亿元、同比增

长 7.7%）、上海（总收入 1025.4 亿元、同比增长

7.9%）等一线城市。经过几年的转型发展，餐饮
的全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高端餐饮进一
步缩减，完全面向市场的大众化餐饮迅猛发展，

百姓消费成为主流，新兴餐饮业态和经营模式
不断涌现，无论是商业综合体还是商业街，餐饮
已经成为带动其他业态发展的第一大产业。

特色餐饮：
网络配送，引发“创业潮”

不少“门外汉”已经开始准备在安徽的餐饮市
场中“捞金”，一直在金融市场中扑腾的小杨就是
其中一员。去年从某事业单位离职的李先生今
年也有类似的想法，准备进军特色餐饮界，将食
材销售、餐饮体验融为一体，销售一些特有食材
烹制的佳肴，来吃饭的顾客不仅可以在店里吃特
色佳肴，还可以把心仪的食材买走。

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已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
入各行各业，哪怕只做6平方米的餐饮门店，也能
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昨日，安徽大尺度网络传
媒有限公司负责泛客云商项目的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现在的餐饮品牌发展模式已由“大而全”
演变至“小而精”，借助网络各种营销手段，哪怕是
方寸小店，一个月的网络客流量在两千人以上，足
以支撑它的发展了，这种新型发展模式更有利于
一些特色餐饮在本地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区域商圈：
“僧多肉少”，门店更新快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区域，餐饮市场已经
进入“僧多肉少”的局面，省城某位从事小龙虾的
餐饮人哀叹，去年，他在一个新的商业综合体里
开了一家新店，开业几个月根本没有盈利，再加
上进入龙虾淡季，所以他选择关门歇业；然而临
近元旦，商场物业却要求他必须照常营业，不管
有没有生意，他觉得好无奈，一开门就意味着多
好几万的人工成本。

餐饮可以盘活新商圈或者商业街的人气，但
激增的各种购物中心和商业街让餐饮业入驻的
优势越来越少：高入场成本、经营时段受限、客
流被稀释……“以前都是餐饮企业希望能蹭商业
中心或者商业街的人气，发展到今天，商业中心
反而将吸引人流量的重任放在了餐饮企业身
上”，去年撤出合肥新地中心的某餐饮老板哀
叹，开业之初，为了集聚人气，他也联合团购网
站推出了大力度的促销活动，人气爆棚，一些食
客甚至守着上午十点钟购物中心开门就在门口
坐等排号，下午 2 时多还有人等在场外。然而促
销一结束，客流便急剧下降，之后上座率不到五
成。无法存活下去，只能关店走人，这已经成了
省城不少餐饮人的“现实之痛”。

主流餐饮：
同庆楼等华丽“转身”

近几年来，随着合肥各大购物中心的
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餐饮品牌与合肥人
相遇。可某些高端餐饮业态彻底败走合
肥，倒逼着合肥本地的餐饮品牌努力“华

丽转身”。合肥首家营业面积达 8000 平方米的
大型社会餐饮酒店西湖蓝宝酒店，在 2017 年 1
月底贴出通告，称因装修将停业超过 3 个月，未
来将一改此前宴会厅不接散客的模式，进一步
向大众餐饮突围。安徽知名的餐饮企业同庆楼
已经发展出多家子品牌，如同庆小笼、九月山
等，从消费档次、菜系等，均区分于主营品牌。
更接地气已经成不少本地餐饮企业的不二选
择，专营徽菜的徽宴楼原来定位高端，之后陆续
推出多个子品牌，相比徽宴楼的门店，这些新品
牌的门店消费平价了不少。

还是看好餐饮市场的明天，老乡鸡创始人束
从轩说：“老乡鸡一直以直营方式经营，未来5年，
店面要发展到 1600 家。”他们的主要市场还集中
在安徽、江苏、湖北，新的城市可能也会去。2017
年，老乡鸡营收将近20个亿元。2018年，老乡鸡
有了资本的加持，会嫁接更多的资源。未来，老
乡鸡会更加重视系统建设。比如说物流配送、生
产、财务等要全面打通。

市民烦恼：
用餐高峰期，一座难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品牌企业进入安徽、进入
合肥，排队吃饭也不再是一线城市所特有的风
景，省城饕餮食客老刘告诉记者：“尤其是节假
日，在合肥，像海底捞、外婆家这种知名餐饮门
店，排队一个小时基本上都是正常现象”。而在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看来，假期用餐时间
高度集中，且多以多人次聚会形式，就餐时间长，
是一座难求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像外婆家这
种知名餐饮企业，茶香鸡、虾爆鳝、龙井虾仁、西
湖醋鱼等招牌菜也是吸引人流量的重要原因，门
店客流大多增长在10%左右。

与家庭聚餐、旅游餐饮升温相比，网络订餐也
开始成为更多人的用餐选择。据美团外卖发布

《2018国人新年味报告》显示，春节长假期间外卖
总订单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171.53%，其中
除夕当天成交单量是去年的3.02倍。其中，超过
3.8万用户在春节七天长假每天都订购外卖，这一
数量是去年的 3.99 倍。而安徽人外卖订购量也
增长了三成。

市场前景：
鼓励发展无人餐厅

来自中国烹饪协会的权威预测，2018 年，随
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全国的餐饮消费需求更
趋品质化、精细化、体验化，中高端需求再次细
分至超高端、高端、中高端、中端，既注重消费场
景和菜品精致美感，又能够达到宴请、聚会双重
体验的模式开始受欢迎。休闲简餐成为新时期
极具发展潜力的业态。而且，作为餐饮业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领域，社区餐饮、老年餐饮、团餐、
农村餐饮一直是业内短板。2017 年，团餐率先
试水，高铁用餐打破垄断，联合社会餐饮推出互
联网订餐服务。虽然团餐、农村餐饮等市场规
范化发展还有差距，但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和
市场活力。

而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为餐饮智能化提供
更坚实的技术支撑，最近，口碑、德克士等纷纷推

出“无人餐厅”，饭美美推出
“自动售饭机”，不断开创智能
餐饮新零售时代。安徽也已
经出台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的意见，实施信息消费体验工
程，让更多的无人餐厅出现在
安徽的城市和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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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去年餐饮收入超过北京、上海
市场风景：“开店潮”“关店潮”并行

新年刚过，家住合肥市蜀山区大溪地的小
杨就已经忙碌起来，面对安徽日益红火的餐饮
业，他也想来“分一杯羹”，做“共享厨房”将市民
所需要的各种蔬菜、配菜直接送到家。虽然这
个在北上广很常见，但在合肥市场还是空白。
来自中国烹饪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安徽省餐饮行业仍然不失活力，安徽餐饮收入
1225.2亿元，同比增长10.6%，无论增速还是
总量都超过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2018
年，安徽餐饮行业还能独领风骚么？有哪些元
素正在托起整个市场？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在寻找
答案。

▋记者 任金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