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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8月 3日电 （记者巨云鹏）2023年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暨示范区全链接大会近日在上

海举办。会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示范区高新区”）正式揭牌成立。

据介绍，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示范

区高新区将依托长三角区域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基础，采取“跨区域、跨部门联席会议+联合推进运作

办公室+片区管理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重点发展数字产

业、智能制造、绿色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总部经济、绿

色科创服务两大特色产业，形成“3+2”的主导产业发展格局。

全国首个跨省域高新区揭牌

形成“3+2”主导产业发展格局

本报广州 8 月 3 日电 （记者罗艾桦）广东广州 2 日发布

《广州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提出 20 条措施，旨在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支

持民营经济最大限度释放活力潜力。

《措施》提出，要发挥年度总额度 10 亿元的普惠贷款风险

补偿机制作用，建立银行与保险、政府性融资担保等多方共同

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

制，对符合条件的合作银行每笔知识产权质押不良贷款本金

损失给予 50%的补偿。

广州出台20条措施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本报北京 8月 3日电 （记者吴秋余）8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

行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听取有关意见建议，推

动银企供需对接，研究加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工作举措。伊利

集团、宏桥集团等民营企业和部分金融机构、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要

求，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

强金融、财政、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

民营经济。制定出台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指导性文件，推动

商业银行优化内控管理制度，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加强典型经

验推广。支持地方政府主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推进民

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扩容增量，强化金融市场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金融机构要积极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良

好氛围，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全面梳理绩效考核、业务授权、内

部资金转移定价、尽职免责等政策安排，优化服务民营企业激

励机制，提升贷款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

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江苏南京秦淮河畔。夜晚的夫子庙灯火

璀璨，街边食肆人头攒动。“虽然还要等位几

十号，但看看风景，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上海

市民王诚暑期带孩子到南京游玩，特地到夫

子庙美食街“打卡”。

山西太原万达广场。工作日午休时段，

商场里的餐厅基本都是满座状态。“夏天来吃

水煮鱼的顾客很多，门店翻台率高，遇到节假

日排队等位是常态。”一家水煮鱼餐厅的工作

人员周雅丽说。

上半年，餐饮消费呈现加快恢复向好态

势，餐饮业经营主体信心持续恢复。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7588 亿元，同比增长 8.2%，其中餐饮收入

24329 亿元，增长 21.4%。

市场火热，消费者与商家
双向奔赴

放眼各地，城市烟火气正旺。南京新街

口、成都春熙路、重庆观音桥和解放碑、深圳

会展中心、上海五角场、武汉江汉路等商圈餐

饮消费火热。美团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会

展中心、武汉江汉路步行街、重庆解放碑等商

圈堂食订单量增速均超 50%，上海五角场地

区订单量增速更是超过 180%。

“上半年餐饮市场火热是一场消费者和商

家的双向奔赴。”天眼查数据研究院高级分析

师陈倞说，“从需求端来看，消费者餐饮消费热

情较高，尤其在节假日等时间节点，纷纷走进

餐厅，与家人朋友享受美食时光。从供给端来

看，多数商家更加务实，深度拓展产品、服务，

改善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更愿意消费。”

——出行旅游增多带动餐饮消费。

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23.84 亿，同比

增长 63.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95.9%。居民旅游需求得到集中释放，

旅游出行大幅增加，带动餐饮消费持续扩大。

“今年商务出行、文旅出行等消费场景逐

步恢复，尤其二季度以来，国内旅游需求旺

盛，酒店入住率大幅提高，带动了相关的餐饮

消费。”华住集团公关副总裁周艳介绍，一季

度该集团入住率达 75.6%，二季度入住率达

81.8%，同比均有较大增长。

——高性价比大众餐饮更受欢迎。

“实惠”“好吃”是某点评 APP 上消费者

对“老绥元烧麦”的评价关键词。“今年我们切

实感受到了客流量的增加。比如呼和浩特市

火车站一个 80 平方米的小店，之前日均接待

顾客 200人左右，现在最高日接待量能达到 450
人。”内蒙古老绥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韩军说。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介绍，调研显

示，餐饮消费市场复苏火热，同时，广大消费

者也更讲求实惠，这给高性价比的大众餐饮

带来了市场机遇。

——品质和服务提升吸引更多消费者。

5 月，粤菜品牌广州酒家上海首店开门

迎客。岭南清香爽皮鸡、各式广府点心等菜

品制作精心，岭南窗花、广彩广绣、园林观景

营造沉浸式就餐环境，让宾客在上海感受到

广州的氛围。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伟兵介绍，抓住品质和服务，上半年集

团餐饮业务营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专家表示，餐饮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企业

应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打造扎实的供应

链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才能保证

持续发展。

政策扶持，多地举办促销
活动

手抓羊肉、炕锅羊排、牛羊肉串……在青

海格尔木举行的首届“瑶池杯”昆仑美食节

上，不仅有独具风味的高原特色美食，还有来

自各地的 60 多家小吃。

珠宝街、阳门里、滨湖大道……不久前，

江西南昌推出“品味夜洪城”美食打卡地图，

吸引居民和游客走进街头的“深夜食堂”。

正餐、小吃、烩面、茶饮……河南郑州开

启第四届“醉美·夜郑州”消费季品牌餐饮消

费 券 发 放 活 动 ，累 计 发 放 各 类 美 食 消 费 券

300 万元。

举办美食节、发展夜经济、发放消费券……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积极出台举措促进餐饮

消费，收效明显。

在政府出台促消费举措的同时，购物商

圈联合网络平台、商业银行等共同发力，形成

拉动餐饮消费的强大合力。

北京朝阳区合生汇购物中心积极响应当

地政府“繁荣夜间经济”的号召，打造“深夜食

堂”系列活动。5 月至 10 月初，购物中心每周

五六延长营业时间至 24 点，同时联动网约车

平台，为起始站或目的地为合生汇的乘客提

供满减服务，提升消费者到店就餐体验。此

外，购物中心还联动多家银行为消费者提供

就餐团购优惠，促进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该购物中心餐饮商户大树餐厅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得益于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线

下消费场景快速恢复，到店客流大幅增加，我

们也配合推出了打卡送甜点等活动。”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

“扩大餐饮服务消费。倡导健康餐饮消费、反

对餐饮浪费，支持各地举办美食节，打造特色

美食街区，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因地制宜

优化餐饮场所延长营业时间相关规定”。

金勇认为，政府出台的各类举措对消费

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随着各项政策效果逐

步显现，线上线下经济活动不断发力，餐饮行

业恢复和扩大消费有望进一步提高。

着眼未来，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

河南洛阳、广西北海、云南大理……上半

年 ，喜 茶 开 出 新 城 首 店 的 城 市 在 160 个 以

上。喜茶江西赣州万象城店区域经理周薇介

绍：“餐饮市场复苏让我们更有信心开拓新市

场。目前全国门店总数突破 2000 家，覆盖

240 余座城市。”

“广东省推出一系列政府扶持资金，帮助

餐饮企业渡过难关。近年来，集团餐饮业务

的拓展中心主要集中在大湾区及华东地区，

上海、长沙、广州、深圳、佛山都有新店开业。

此外我们也加速在其他重点城市布局拓店。”

徐伟兵介绍。

上半年，受益于消费复苏、政策扶持，餐

饮行业信心增强，很多餐饮企业加速布局开

店。天眼查数据显示，1—6 月餐饮业新增注

册企业 167.6 万余家，与 2022 年同期相比上涨

23.4%。其中，北京市 1—6 月餐饮业新增注册

企业 7610余家，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上涨 63%。

金勇认为，上半年，餐饮行业开新店的势

头比较猛，出现部分商家靠打价格战为新店

揽客的现象。下半年，餐饮企业投资将更多

回归理性，市场可能会出现优胜劣汰，餐饮企

业还要在节能降耗、提升品质等方面修炼内

功，才能稳步发展。

此外，在餐饮消费潜力逐步释放的过程

中，餐饮企业也面临着原材料成本上升、一

线员工流动性大、客户消费动能有待提升等

问题。

专家建议，未来，政府部门还应进一步强

化助企惠企服务，优化行业营商环境。通过

优化准入服务，开通“绿色通道”，助力餐饮企

业发展；通过发放消费券、举办美食节等促消

费活动持续提振消费信心，促进行业发展，吸

引更多从业者加入餐饮行业。

行业呈现向好态势，经营主体信心恢复

餐饮消费热情高 上半年增超两成
本报记者 林丽鹂

■经济聚焦R 核心阅读

商圈消费火热，扶持政
策助力，新店持续拓展……
今 年 上 半 年 ，餐 饮 收 入
24329亿元，增长 21.4%，餐
饮业经营主体信心持续恢
复。面向未来，随着助企惠
企服务不断优化，经营主体
着眼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
餐饮消费潜力还将被进一步
激发，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多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