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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曰，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餐饮市场分析和2015年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14 

年，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态势。 

2014年度中国餐饮市场分析 

和2015年前景预测报告 

中国烹饪协会/姜悛贤 

A. 所周知，前两年是 

我国餐饮业最艰难 

/的阵痛期。经历最 

初的挣扎，在良好的宏观经济背 

景调剂下，全国餐饮市场结束增 

速不断下滑的颓态，出现企稳回 

升的势头，向新常态下可持续发 

展阶段迈进。 

—2014年全国餐饮业发展与 

市场运行特点 

1.咎饮市场发展概况 

1.1整体市场穂中回後 

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27860 

亿元，同比增长9.7%，较上年加 

快了0.7个百分点，终止了2011年 

以来连续三年增速下滑的颓势。而 

且，咎饮收入增幅与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幅（12.0%)的差距也一 

改近三年来持续扩大的态势，由 

2013年的4.1个百分点收窄至2.3个 

百分点，餐饮收入拉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1.12%。限额以上餐 

饮收人止跌回升，全年收入8208亿 

元，同比正增长2.2%，比上年大 

幅提升了 4个百分点。 

纵观全年，2014年餐饮业理 

性发展，实现稳中回升，限上餐 

饮企业也幵始转为“正能量”。 

餐饮市场全年各月度的起伏 

走势与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几乎 

完全吻合，餐饮业将消费品市场 

乃至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 

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月度来看， 

餐饮市场一直处F不断尝试调整 

的过程中，波动性贯穿全年。 

2014年伊始，市场就以9.6%的增 

速高开，并不断上行，在5月至最 

高值11%,限上餐饮也达到峰值 

6.2%。而之后却开始转为下行， 

8月滑至小低谷，限上餐饮更是再 

次跌为负增长。随后，整个餐饮 

市场运行呈现向好趋势，11月、 

12月进入冲刺阶段，最后以10.1% 

收官，限上餐饮也逐渐回升至正 

增长，并以3.8%结束全年。 

从各季度情况来看，相较上 

年，餐饮市场尤其是限上餐饮已 

总体上扭转颓势，虽然仍具敏感 

性，但是正在逐步回暖。整体市 

场一波三折，餐饮收人、限上餐 

饮收入增速都在第二季度处于峰 

值，第三季度又落人低谷，第四 

季度则开始进人企稳回升阶段。 

1 .2区城章场大部分好转 

2014年福建省餐饮收入达 

到1039.7亿元，餐饮收入过千亿 

省市阵营又新增一名成员，预计 

此阵营省区成员将达10个。从目 

前已公布数据的省市来看，总体 

上各地区的餐饮市场发展状况已 

明显好转。与上年相比，大部分 

地区发展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加 

快，而且大多都超过了全国平均 

幅度（0.7个百分点），即便是增 

速仍比上年放缓的地区，降幅也 

有所收窄。 

同时，相较上年的严峻形 

势，绝大部分地区限上餐饮收入 

已然止跌回升。不过也有少数省 

市仍未走出困境。 

1.3行Jk景气用工需求均低政 

尽管2014年餐饮业整体发展 

形势有所回升，但行业景气仍不 

容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餐饮业商务活 

动指数都处于临界点以下状态， 

企业业务总量减少，且新订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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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也低于临界点，市场需求有所 

减少，尤其是在6、7月份。 

同样，餐饮行业用工情况也 

依然疲软。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 

息监测中心对全国近百个城市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 

的统计显示，受季节因素影响， 

2014年一季度全国住宿和餐饮业 

用人需求大幅上涨，但随后急剧 

下跌，无论是在同比还是环比 

上，用工需求都转为负增长，并 

一直持续至年底。 

2 .咎饮行彳k发展特点 

2.1政策恍化继续從ii行此发 

展 

2014年5月商务部出台《加快 

发展大众化餐饮的指导意见》， 

对全行业来说可谓是期待已久的 

甘露，起到了一定的振奋作用， 

《意见》提出大众化餐饮所占比 

重由当前的80%提高到85%，更是 

表明了政府对促进餐饮业发展的 

目标、方向和态度。 

11月，《餐饮业经营管理办 

法（试行）》发布实施，反映出 

政府有关部门维持餐饮业发展秩 

序的决心，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 

社会争议。 

而且2014年，倍受瞩目的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已 

经过两次审议和征求意见。此次 

对现行法律进行了大幅度修订， 

表明政府正不断加强监管力度， 

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环境， 

切实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 

在不断转型尝试后，政府支 

持、鼓励餐饮业从商业模式、管 

理方式、组织方式、产品服务等 

方面进行创新型发展，促进行业 

健康持续向前。不过，当前食品 

安全、营改增、标准工时、消费 

全国餐饮收入及增速状况（2002~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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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月度增长状况 

2013年以来全国餐饮收入季度増长状况 

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2013年第•中is % ：，度 第屮丨£ 笫四歹IS WX 55 V, •:蛋® 奶四令度 

饮收人增帕 ； 限额以I:.转饮收人增幅 

15 



专家导航iGuideline 

争议以及餐饮环保排放等问题仍 

为公众重点关注，亟待得出解决 

之道。 

2.2大众需求旺武帑动市场面升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影响 

下，餐饮业被迫寻求转型，尤其是 

高端餐饮。经过手足无措、盲S尝 

试的转型探索期，全行业认识到， 

回归市场、回归本质才是出路，餐 

饮业不断进行结构调整。 

当前，大众化餐饮仍然突 

显出强劲的市场需求，是整个行 

业趋稳回暖的最大动力。根据中 

国烹饪协会刚发布的餐饮消费调 

查，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情侣 

约会等私人社交需求是餐饮消费 

的最大诉求，占到餐饮消费总需 

求的80%左右；而商务活动明显 

比上年减少，中央八项规定、遏 

制公款消费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巩 

固。在风味上，以往作为高端餐 

饮主力的粤菜大众喜爱程度有所 

增强，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高端 

餐饮的亲民转型举措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2.3餐饮企此多警本下各龙神 

通 

尽管餐饮市场形势有所回 

升，但是租金、人工、食材、能 

源等成本仍不断上涨，餐饮企业 

依然处于微利时代，惟有达到足 

够高的上座率、翻台率才能有利 

润可言。 

为应对困境，餐饮企业一 

直积极试水多种转型举措。创新 

服务方式和服务领域，积极投身 

早餐、老年、社区餐饮；注重满 

足客户群体多样性、个性化需 

求，特色餐饮、体验式餐饮表现 

抢眼；利用多元化多品牌运作， 

不断幵辟市场，如外婆家旗下品 

牌不仅涉猎平价餐饮、中端餐 

饮、特色餐饮，又开始尝试将新 

品牌幵进高端洒店；陆续进驻各 

大商业综合体，当前餐饮已成为 

商场、购物中心中客流量最多的 

品类之一；拓展产业链，业务向 

食品加工延伸；餐饮联盟持续升 

温，宁夏、安徽、重庆、内蒙古 

等地企业纷纷筹划抱团取暖。 

随着实战经验的不断累积， 

餐饮企业逐渐开始找到适合自 

己、并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转型 

途径，转型发展正经历从趋同走 

向务实。 

2.4餐使020大热攻史消赍棋 

传统餐饮产业与互联网这 

一现代化工具的结合早就如火如 

荼地展开，餐饮02•现已成为热 

门词汇。微博微信、APP�电商 

网站平台，各种工具手段全面利 

用；推广营销、外卖外送、促销 

团购等各项服务线上线下双管齐 

下。如今，抢客户争流量大战已 

进入白热化阶段，掀起了一阵融 

资注资热潮。 

随着餐饮020日益渗透到曰 

常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 

消费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 

据餐饮消费调查，点评类网站、 

微博微信平台对消费者做出餐饮 

消费选择的影响明显加强。而 

且，当前消费者对02•的应用不 

止集中在预订，还逐渐向点餐、 

支付等综合功能深人扩展。 

2.5本土品牌与国际巨美存差 

距 

与中国境况相同，全球餐饮 

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由于商品 

成本上涨、竞争激烈、且低收入 

人群手头紧张，全球餐饮行业整 

体增长近乎停滞。 

QSR杂志发布的年度全球 

快餐休闲餐饮企业排名显示，相 

比2012年，2013年前十名企业品 

牌中有六家连锁门店扩张步伐 

都有不同程度的减缓，其中， 

Wendy's�Burger King�KFC更 

是关闭了部分连锁门店。 

中国餐饮整体规模虽然已有 

近2.8万亿，但是产业集中度较 

低，本土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海 

底捞、全聚德、真功夫等知名品 

牌无论是在企业规模、还是经营 

管理等方面都与国外餐饮大型企 

业相差甚远。并且，目前进军海 

外市场的餐饮企业仅有海底捞、 

全聚德、眉州东坡、黄记煌等少 

数几家，而真正能在海外站稳脚 

跟，能够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 

企业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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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5年餐饮市场前景预测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 

型驱动向消费型驱动转型的换档 

期，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城 

镇化规模和质量稳步推进，餐饮 

业充满发展潜力和机会。不过， 

竞争加剧、企业微利已成为餐饮 

行业无法改变的事实，并将长期 

维持。全行业仍需摆正心态，在 

新常态下顺应形势练内功，创新 

驱动谋发展。 

1.行业发展环境将得到进一 

步优化 

中央对于深化改革的决心是 

不容置疑的，深化改革将具有空前 

的广度、力度和深度。继去年商务 

部出台《加快发展大众化餐饮的指 

导意见》后，中央将继续以坚定的 

决心通过一系列调控政策，优化猶 

饮产业结构，加快制订支持大众化 

餐饮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政 

策，清理不合理收费，减轻企业负 

担，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加快发 

展大众化餐饮保驾护航，从而实现 

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内需、 

促进就业的现实需要，推动餐饮业 

向现代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促进 

餐饮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2.新常态新形势新发戕 

针对消费者消费偏好、消 

费习惯、消费方式的新变化，以 

及市场需求的新要求，餐饮服务 

大众化、个性化、多元化成为市 

场主体；而且，餐饮企业应在追 

逐“盈利”的同时，找回“产品 

和服务”这一餐饮行业的本质。 

消费者在一波一波强烈的宣传攻 

势下逐渐回归理性，利用互联网 

进行噱头营销已经不起推敲，提 

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强自身管 

理水平依然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 

正理；此外，在餐饮020飞速发 

展的今天，餐饮企业还应适时调 

整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与时俱 

进，以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2014年‘‘找方向”之 

后，餐饮业逐步进入“修炼内 

功，提高管理水平，常态化下可 

持续发展”的阶段，整个餐饮产 

业组织也将显现出“三小三大” 

的新特征，即小店面大后台、小 

产品大市场、小群体大众化。 

3.企彳k扩张势失逐渐恢从 

前两年餐饮市场陷入最艰难 

困境，餐饮企业也随之收缩放缓 

扩张速度，有的甚至关闭部分业 

绩不佳的门店。阵痛期过后，企 

业开始摩拳擦掌，不仅海底捞、 

小南国、吉野家等国内餐企，麦 

当劳、赛百味、星巴克等国际知 

名品牌也都计划在2015年之后逐 

步加快新开店步伐，刚上市的呷 

哺、外婆家、必胜客等还打算拓 

展区域市场、扩大版图布局，而 

眉州东坡、永和大王还计划在海 

外市场树立品牌形象。 

4.资本引进来、中餐走出去 

随着中国餐饮市场逐渐理性 

回归，资本市场纷纷涉足投资。 

弘毅投资基金、CVC�路易威登 

集团旗下的私募股权基金都已在 

2014年完成对国内餐饮的投资。 

并且，越来越多的国际餐饮企业 

也开始关注中国餐饮，希望可以 

进一步发掘中国大陆市场。2015 

年伊始，美国著名的中餐连锁企 

业Panda集团就与金鹰商贸集团有 

限公司达成协议，希望可以开展 

餐饮业务合作。Panda集团在美国 

拥有包括Panda Express (2013年 

QSR排名第22位)、Panda Inn� 

Hibachi-San等多个餐饮品牌。 

在引入资本的同时，中国餐 

饮还在加速“走出去”。通过海 

外交流考察、赴海外投资幵店、 

参与中餐烹饪技艺国际交流展 

示、参加国际烹饪技艺赛事等一 

系列活动，积极向世界宣传推广 

中华餐饮文化。另外，2015年中 

餐世界申遗工作将重新启动，餐 

饮中国梦的实现将会更近一步。 

2015年是中国餐饮业落实 

十二五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巩 

固行业转型成效，迈向餐饮收入3 

万亿新阶段的关键时期。走满足 

大众需求、适应市场变化、提升 

盈利水平的理性发展之路，就是 

餐饮业未来发展的“新常态”。 

预计2015年春节餐饮市场将迎来 

开门红，让我们拭目以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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