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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接连亏损，火锅巨头海底
捞深陷盈利危机。

近日，火锅巨头海底捞发
布今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收入
预计不低于167亿元，较2020
年同期的201亿元下降17%；
净亏损预计为2.25亿元—2.97
亿元，延续了2021年下半年以
来的亏损态势。同时，其曾在
港上市4800亿港元的天价估
值如今跌至不足千亿港元。

昔日明星火锅品牌缘何持
续亏损？现如今，海底捞所谓
的“护城河”究竟还剩多少，未
来应当如何挽回消费者的心、
扭亏为盈？积极寻求新增长曲
线的海底捞能否实现自救？

业内：亏损实属正常

成立于1994年的海底捞
连锁品牌以经营川味火锅为
主，自创立起就一路拔足狂奔，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2018
年 9月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
场，一度创造火锅神话。

然而，从2021年开始，海
底捞就走下了神坛。其财报显
示，2021年海底捞就出现了上
市以来的首度亏损，全年亏损
高达41.63亿元。相比之下，海
底捞日前公布的预计2022年
上半年净亏损2.25亿元至2.97
亿元，尽管显示其仍未扭亏为
盈，但亏损幅度已大幅收窄。

海底捞方面解释称，今年
3月到5月受疫情影响，国内
部分餐厅停止营业或者暂停
堂食服务，因此导致客流量有
所减少；此外，因为集团实施
的“啄木鸟计划”，餐厅数量较
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据悉，去年11月，为了挽
救此前因快速扩张所导致的
经营失误，海底捞宣布将逐步
在年底前关闭 300家左右经
营业绩不如预期的门店，并同
步推出“啄木鸟计划”以求改善
局面。

极海品牌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 6 月海底捞在全国有
1247 家门店，去年 12 月有
1326家门店，半年时间门店数
量减少近 80家，且关闭门店
多集中在两年前大举扩张的
三线及以下城市。部分业内
人士认为，海底捞此举也在一
定程度上宣告了其进军县城策
略的失败。

“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冲击
较为严重，特别是像海底捞这
样的企业。因为疫情防控需
求，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堂
食；再加上此前海底捞对于餐
饮市场发展形势的误判，而导
致门店数量扩张、市场下沉过
快，所以其不得已通过闭店来

进行调整。”中国商业联合会
专家委员会委员赖阳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餐饮企业的活力在疫情防控
形势发生根本性向好转变之
后，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和发
展。因此，这两年餐饮企业仍
然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海底
捞也不例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内餐饮行业
的收入为20040亿元，同比下
降7.7%；限额以上餐饮业的收
入为 4879 亿元，同比下降
7.8%。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
到，“连锁火锅第一股”呷哺呷
哺也于近日发布盈利预警公
告，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
司上半年预计净亏2.7亿元至
2.9亿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前整个餐饮业都承担
着巨大的市场压力，这是受整
个宏观环境影响的必然结果。

“海底捞出现问题和整个市场
环境之间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关
系。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海底捞当前的亏损属于正常现
象，大家应该用更加客观理性
的角度分析判断。”江瀚说。

昔日“护城河”优势渐退

海底捞曾一度被誉为服务
业的标杆，不少消费者更是冲
着海底捞的消费体验而买单。
可以说，服务筑起了海底捞的

“护城河”。
因为食客很多，经常要排

队，海底捞就为等待的顾客提
供免费美甲、美鞋、护手等服
务；同时，海底捞的饮料、零食
和水果等均免费供消费者食
用。此外，海底捞的服务员态
度热情、服务周到，甚至在卫生
间里都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包

括开水龙头、挤洗手液、递擦手
纸等。

然而，此次海底捞进行盈
利预警引起了广泛讨论，“人
们为啥不爱吃海底捞了”随后
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二。热搜话
题下，不少网友表示“主要是太
贵了”，也有人说是因为“最近
变穷了”。

实际上，海底捞频频涨价
或“变相涨价”被消费者诟病已
久。其中最明显的是2020年，
小料从9元涨到了10元，三鲜
和清油的双拼锅底从78元涨
到了82元，捞派黄喉（半份）从
26元涨到了31元，捞派豆花
（半份）从14元涨到了16元，
招牌虾滑（半份）从32元涨到
了37元。

同时，随着餐饮业整体服
务水平的提升，海底捞昔日的
招牌服务也明显地失去了吸
引力。要知道，在餐饮消费
中，服务更多是一种加分项而
非必需项。当享受服务的新鲜
感消失，消费者很容易不再为
此买单。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
丹蓬看来，当下的消费者需求
和诉求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在
行业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境下，
以服务为导向的海底捞在匹配
重度消费人群的核心需求、诉
求上优势不再明显。

朱丹蓬进一步指出，作为
餐饮行业品牌，不仅需要好的
食材、好的口感、好的场景来吸
引顾客，还需要有好的服务维
持客户黏性，才有可能在竞争
日益加剧的餐饮行业屹立不
倒。“随着其他餐饮品牌在服务
体系上的不断完善和发力，海
底捞在服务上的优势不再像此
前那般明显，仅靠服务并不能
支持其整体、长久的发展。”朱
丹蓬说。

此外，火锅赛道的竞争日

益激烈。川式火锅除了海底捞
外，巴奴、楠火锅、小龙坎、大龙
燚等川渝火锅品牌异军突起。
而粤式火锅、海鲜火锅、椰子鸡
火锅、虾火锅等也逐渐成为消
费者的心头好。目前，捞王、七
欣天已先后向港交所递交招股
书；王婆大虾门店已有930家，
仅次于海底捞；虾吃虾涮、八合
里海记等也颇受欢迎。

“激烈的市场竞争让海底
捞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长期竞
争力。”江瀚认为，对于当前的
海底捞来说，必须要想方设法
构建起自己更熟悉的差异化
竞争优势，才能推动自身更好
地发展。

另有业内人士称，海底捞
目前亟需改善门店结构、提
升数字化管理能力；在多重
困境中，更要避免反复陷入
节奏错配。

积极寻求新的增长曲线

口碑下滑、涨价受阻，成立
近30年的海底捞似乎也站在
了自身发展的十字路口。

实际上，海底捞也在不断
寻找新的增长点。在门店经营
方面，海底捞全面加快菜品上
新速度，在全国20多个城市的
门店等位区开设“制茶乐园”，
主打DIY奶茶和果茶，一杯售
价9.9元，小料可以随便加；8
月，推出了“小酒馆”新型门
店。在本次财务数据公告中，
海底捞称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
渐缓和，2022年6月门店营收
明显好转。

堂食方面，海底捞亦有探
索。今年6月，海底捞宣布成
立社区营运事业部，开展“外
卖+社群+直播+线上商城”业
务。除火锅套餐外，海底捞开
始售卖烤串、钵钵鸡，小龙虾、
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5月

总单量超过60万单，累计创收
近2亿元。

此外，海底捞试图加码海
外市场，从金融市场回血。今
年7月，海底捞向外界公布了
品牌出海的“野心”。其发布的
公告显示，海底捞正考虑将
Super Hi（特海国际）分拆并
于港交所主板单独上市。据
悉，Super Hi 及其附属公司
主要向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地区
提供餐饮服务。随即，特海就
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计划
以介绍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挂牌上市，摩根士丹利和华泰
国际担任联席保荐人。

对此，海底捞表示，董事会
认为分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
的整体利益，可使Super Hi
的业务及本集团的其余业务在
其各自的地域范围内获得更好
的发展，并在一个独立的上市
平台上产生未来的增值收益。

据海底捞2021年报显示，
其在亚洲（不含中国大陆）、北
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餐厅数
量分别92家、16家、3家和 3
家。相比国内，海外餐厅的人
均消费达到197.9 元人民币，
相当于大陆一线城市的 1.8
倍。同时，在国内人均消费均
下降的情况下，海外餐厅保持
了不错的逆增势头。然而，从
招股说明书来看，特海国际仍
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从2019
年至2022年一季度，分别亏损
3302 万美元、5376 万美元、
1.51亿美元和2850万美元。

朱丹蓬认为，海底捞将特
海国际分拆上市的举动，是有
意将一些不确定因素比较大的
板块进行剥离。他称，目前全
球疫情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此时上市并非最好的
时间节点。未来，市场上留给
海底捞的“蛋糕”还有多大？仍
需拭目以待。

持续亏损持续亏损，，海底捞难续昔日神话海底捞难续昔日神话？？

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
博览会在京举办

8月18日—21日，2022世界机器人

大会博览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本届大会以“共创共享 共商共赢”

为主题，来自各个领域的500余款机器人

在这里同台“炫技”，向观众们展示最炫

酷的科技体验。

据悉，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4万平

方米，设置创新技术展区、工业机器人展

区、服务机器人展区、特种机器人展区，

围绕全产业链上下游机器人技术创新成

果及应用场景，集中展示机器人先进技

术和产品，打造集成应用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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