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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餐饮社区餐饮能成为餐饮业新的增长点吗能成为餐饮业新的增长点吗
■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

民以食为天。作为离居民最近的
地方，社区的餐饮业态历来是刚需。从
前的社区不乏小型餐饮夫妻店、快餐店
等，近年来，连锁餐饮不断涌入社区开
店，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发展提
供了市场力量。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餐饮行
业年收入为 47645 亿元，同比增长
1.6%。去年餐饮业普遍承压，尤其是
商场餐饮承压更重，相比之下，距离消
费者更近的社区餐饮迎来了发展契
机，一批优秀社区餐饮品牌逆势而起。

为什么连锁餐饮正在走进社区？
这些连锁品牌走进社区，会对餐饮市场
原有生态产生什么影响？未来社区餐
饮的机遇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与企业，探索背后的市
场趋势。

健全一刻钟便民服务圈
社区餐饮迎来高速发展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立正在稳
步提速，这为社区餐饮高速发展提供了
契机。

自2021年开始，商务部联合多部委
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并分两
批在全国80个城市进行试点。根据今
年3月2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目前已
建设140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
3200万人左右。

“随着消费场景逐步多元化，以往
商场客流的红利正逐步下降，等客来的
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呷哺集团相关负
责人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呷哺集团

已经开始布局社区店、街边店，相关新
店模型2022年已在上海等多城市取得
成功。

无独有偶，主打鲜饺外卖的袁记云
饺2022年新开店1000家左右；吉祥馄
饨在2020年开店545家，2021年开店
327家，2022年又开了300家以上；紫光
园喊出“决战未来社区餐饮十年”的口
号，打造全时段经营、全年龄段覆盖的
模式，快速拓店。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
是走进社区，服务社区居民。

艾媒咨询报告认为，当前的社区餐
饮正向连锁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连
锁餐饮入侵社区的现象在一线城市表
现得更为明显。

“商业走向社区是近几年的大趋
势，不仅是社区餐饮，还包括社区零售、
社区服务等。企业可以在社区寻找发
展空间和市场，甚至扎根在社区，发展
为较大规模的连锁品牌。”资深餐饮连
锁专家、和弘咨询总经理文志宏对中国
城市报记者分析道。

“扎根商圈的品牌需要覆盖多种场
景，因为餐饮消费不一定在门店里面，
将来也会扩展到外送等各种场景，所以
社区模式是业绩扩张的重要补充渠道，
也可以覆盖到不同的群体，进一步提升
用户黏性。”餐饮行业分析师、凌雁管理
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社区化在未来是非
常重要的战略。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区已经成
为重要商圈，蕴藏巨大的市场需求。以
前居民外出就餐，多是商务宴请、亲友
聚会、购物吃饭等。如今，随着经济、消
费能力提升，许多人哪怕平时在家，为
了节约做饭时间，也会选择社区餐饮就

餐，解放自身时间。”文志宏说。
文志宏进一步表示，社区居民更偏

向于家庭消费，就餐以大众餐饮、快餐
小吃、家常菜为主。另外，中老年人、小
孩等人群占比更高，离社区更近，随着
社区餐饮发展，他们的消费会增加。

因地制宜
社区餐饮如何满足居民需求

餐饮连锁品牌走进社区，只有满足
社区居民的需求，才能真正扎根社区，
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呷哺呷哺营运经理罗晓霞曾负责
13家呷哺门店，今年1月，她接手的呷
哺呷哺北京丰台创新大厦店，是集团着
重发力的新店模型。

“这家店选址创新大厦临街位置，
左右毗邻密集的写字楼和生活社区，周
围遍布蛋糕店、超市、茶饮店、小吃档
口。”罗晓霞表示，这间社区新店不同于
昔日呷哺的“大店”，原本两人台和四人
台的锅位均采用一人一锅的模式，取消
了鸳鸯锅的使用，占地面积也有所缩
小，从300平方米—400平方米精简至
150平方米—200平方米。

连锁品牌想要从商场走向社区，在
门店模型上要有较大转变。“社区餐饮
的门店模型和商业区不一样。在定位
上，更多面向家庭；在产品结构上，主要
偏向快餐和大众餐饮；在店面选址上，
面积会比较小，店型会做相应的调整。”
文志宏说。

在实际经营中，社区门店的多种业
态也有可挖掘之处。“门店选址在一线
城市，更侧重于社区店、街边店。周边
属于‘写字楼+住宅’的商圈，中午既能

承接写字楼的客流，扩展团餐业务；下
午推出下午茶奶茶套餐，晚上也能服务
好周边小区的消费者。”呷哺集团相关
负责人认为，这不仅能够提高租售比，
还能扩大多时段的运营。

进入社区的餐饮门店应该如何服
务社区？“社区门店通常不会太大，就是
用更多的小店来覆盖更多的地域，因为
离消费人群的家距离近，优势领域是外
送和预制菜，核心是提供上门服务。”林
岳说。

“社区餐饮属于日常消费，店面开
在社区，服务周边居民，覆盖半径有
限。因此，社区消费者对口味、产品和
服务质量的要求会更高。如果口碑出
现滑坡，店铺在社区就很难持续开下
去。此外，社区消费者对价格会非常敏
感，注重物有所值、追求高性价比。”易
观分析品牌零售行业研究总监李应涛
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长远来看，社区
餐饮需要考虑消费者日常生活需求，提
供健康、营养、方便的饮食。

适者生存
未来社区将成为餐饮业新战场

将一条鲶鱼放入水中，鲶鱼在搅动
小鱼生存环境的同时，也激活了小鱼的
求生能力，这便是鲶鱼效应。

据了解，在餐饮品牌争相涌入社区
之前，原本社区里多是久居于此、经营
熟人经济的个体户、夫妻店等。由于这
些社区店规模较小，时常存在经营不规
范，卫生情况堪忧等问题。如今，连锁
餐饮品牌加速进入社区，激活市场、鼓
励充分竞争的鲶鱼出现，也将倒逼社区
餐饮升级，找到自身特色，提升产品、服
务和管理水平，与连锁餐饮错位竞争。

“未来社区会成为餐饮新的主战
场，门店体量越大，其服务的内容和创
新的空间就越大。”林岳判断。

专家认为，社区餐饮最大的机会在
整合夫妻店。“现在餐饮格局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大块，一是商场餐饮，已经是
连锁型品牌的天下，消费者有社交、休
闲与聚餐等需求，对餐饮的品质、服务
的质量都有较高要求；二是社区店、街
边店，居民过去对其要求不高，但随着
消费升级，居民对日常餐饮的消费要求
正在提高，包括文化程度、服务质量、产
品质量和品牌形象等。”李应涛认为，在
市场竞争下，经营良好的店面会通过标
准化与连锁化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进
行社区餐饮业的升级，同时也淘汰经营
不善的店面，实现市场充分竞争。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展
在上海开幕

4月27日，以“智科技，创未来”

为主题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展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国内外

家用电器厂商展出融合AI高科技

和时尚设计的智能产品，大到空调、

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小到吹风机，

让消费者充分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的

日常家居智慧生活。图为消费者在

研究带净水器的洗衣机。

人民图片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今年“五一”假期从4月29日开始
至5月3日结束，共计5天。记者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
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
策，具体免费时段为4月29日（星期六）
0时至5月3日（星期三）24时。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顾志峰在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综合考
虑假期公路交通出行规律、假期时长、天
气情况、旅游政策环境等因素，预计今年

“五一”假期全国公路网将呈现总体流量

高、自驾占比高、新能源汽车出行增多、
拥堵路段多点分布等特点。

顾志峰指出，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
均流量将达到5330万—5430万辆，同
比2022年增长约73%—77%，假期首日
（4月 29日）流量可能突破历史峰值。
普通国省道日均断面交通量将达到
9300—10000辆，同比 2022年增长约
31%—40%。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发布
的《2023年五一假期出行预测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预测，2023年五一假期
高速公路整体车流同比2021年、2022

年将分别上升超15%、110%，较平时将
上升超100%。“五一”假期全社会人员
流动基本持续处于高位，全国客运量较
2022年同期大幅增长、将达到2019年
以来同期最大值。

顾志峰介绍，针对今年“五一”假期
超大流量的路网运行特征，交通运输部
将紧紧围绕“保畅通、保安全、保稳定、优
服务”目标，重点做好5方面工作：一是
加强出行信息服务，及时发布公路气象
及路况信息。二是加强公路网运行监测
调度，及时开展疏堵保畅。三是加强出
行服务，着力提升服务区停车、如厕、充

电、加油等服务能力，满足公众出行需
求。四是加强公路安全管理和应急处
置，保障路网运行畅通有序。

顾志峰还对广大驾驶员提出以下提
醒：“假期出行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和途经
路线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
间。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因错过免
费通行时段，导致无法享受免费通行政
策。途中如遇降雨天气，请注意降低车
速，保持安全车距。出入服务区、客运场
站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疲劳
驾驶，确保假期出行平安、顺畅、舒心。”

““五一五一””假期七座以下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含七座））小型客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小型客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