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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在经济寒冬下，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餐饮人成功“逆袭”的故事。他们是如何突围
的？转型的“方子”又是什么？

开过星级酒店也做过高端酒楼，但20多年的老餐饮人王华当下却更注重大众餐饮，他认为“小而特”的大众餐饮更
有生命力；高大上的星级酒店也在逐渐放下“架子”，以餐饮婚宴来带动业绩回升。而对于本身就是中档的酒楼而言，调
整也在进行，推出了“纪念日”这一“卖点”。

省政府出台小额贷款新政
全面放宽借款人条件限制

星报讯（记者 祝亮） 为发挥小额担保贷款

扶持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发展的作用，昨日，省政

府公布了小额贷款促进创业就业的新政，定于明

年1月1日起实施，届时将全面放宽借款人条件的

限制、降低借款人反担保门槛。

不得设置户籍等作小额担保贷款条件

根据新政，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凡有创业意

愿、创业能力和创业条件的，经工商登记注册为有

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个体工商户，均可在创业所在

地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各地不得将户籍性质、家庭地址、参加技能培

训或创业培训等条件与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挂钩；

担保机构或经办银行在办理借款人申请时，不得

将经营期限作为贷款审批前置条件。

借款人可自选反担保方式，如存货、存单等

我省规定，各地在积极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应

允许借款人从自然人保证或联保，房产等财产抵

押，存货等动产质押，定期存单等权利质押中自主

选择反担保方式，担保机构或经办银行不得强制

指定反担保方式。

提供保证的自然人扩大到经营良好、收入稳

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工作人员。

符合条件的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经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经办银行或担保机

构认可，可对进入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的借

款人提供反担保。

小额担保贷款的反担保风险控制，原则上不

超过借款人实际贷款的30%。

民营企业对工业贡献超九成
星报讯（记者 丁林） 市场星报记者昨日从省

经信委获悉，今年11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增加值880.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5%，增幅比

全国高2.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2位、中部第3位。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工业贡献力强劲。11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实现增加值

615.2亿元，增长13%，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达91.5%。前11个月，累计实现增加值5854.4亿

元，增长14.2%，贡献率为82.5%。

1、今年前9月，安徽中高端餐
饮企业“成绩单”
营业收入：平均下降12.38%

营业额同比增长的占15.62%

营业额同比持平的34.38%；

营业额同比下降的50%

2、店面数增减情况
（1）店面数增加12.49%

（2）保持原状81.26%；

（3）店面减少6.25%

3、转型升级后营业状况变化：
（1）营业额得到提升的34.38%

（2）消费者人气得到提升的

25%

（3）企业净利润得到提高28.13%

4、餐饮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原材料、房租、人力资源、水

电气等成本持续增高”87.5%

“‘八项规定’对餐饮企业带来

冲击，但能够理解和支持”

84.4%

“税费负担过重”75%

“人员盲目无序流动，招人难、

用人难、留人难”75%

“市场同质化竞争激烈”65.6%

( 数据来源安徽省商务

厅、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发布

的《安徽省中高端餐饮企业转

型升级调查报告》)

正在欢聚用餐的顾客们 顾客在点餐

专盯“小而特”、“星级”抓婚宴、以纪念日为“卖点”

安徽餐饮企业“过冬”各显神通

较早转型的明年
会先感到“温暖”
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徐平

“靠燕窝、鱼翅赚钱的消费时代已

经过去，未来，餐饮消费都将进入‘理性

时代’，而且是不可逆的趋势。”省餐饮

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平在接受市场星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看，2015年

餐饮业将会“回暖”，但是这种回暖不是

大面积普遍“回暖”，而是那些转型比较

早、有特色、有文化的餐饮会感受到的

温暖。

徐平介绍说，自2013年来，随着政

府“八规六禁”政策的颁布，安徽酒店

餐饮收入都因各行业厉行节俭之风急

剧下降，如何打破酒店冰冻期，有的酒

店采取了菜品价格下调，菜式转为大

众化重新定位消费群体；有的酒店由

政务接待转为商务宴会和散客市场；

更有的酒店以自助餐、平价桌餐、团购

餐等增加赢利点。“因为没有固定的模

式可以借鉴，这些企业在摸着石头过

河，有转型升级成功的，也有失败关门

的。”徐平坦言。

“高端餐饮业管理经验丰富，人才

多，资金比较雄厚，在当地有较高的知

名度，这些都是优势。”在徐平看来，在

当前环境下，高端餐饮企业应当回归平

常心，在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中体现

自己的价值，获得社会的认可，赚取应

得的利润。此外，企业也应积极调整经

营结构，开发新的增值环节，丰富产品

类型，积极培育民间需求的市场，如团

体用餐、社区餐饮、大众餐饮等等。

五里墩立交桥南侧，有一家中等档次的餐饮

店，叫运升楼。早些年，是学生们聚餐多来之地。

尽管人均消费并不高，但因餐饮行业整体

不佳，运升楼也在谋求变革。“这家店开了8年，

设施设备及装饰都有点落后，恰好借着契机，对

店面重新布置。”运升楼负责人吴义平坦言。

“装修主要集中在今年的7、8、9三个月。”

10月开始，吴义平重新打造定位的新运升楼重新

开门。经过调整，吴义平称，将更贴近大众消费、

贴近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市场星报记者发现，原

先的运升楼招牌上加上了“纪念日”三个字。

对此，吴义平的解释是，这个纪念日，是公司

接下来打造的理念，“比如，家庭中有人过生日、

结婚纪念日以及所有节日等，都迎合这个理

念”。与此同时，在结构上，运升楼减少了包厢

数，以解放更多服务员，此外，对原有的单个相对

独立的包厢进行打通，“成为连体包厢之后，举办

个小规模的庆典很方便”。调整之后，运升楼状

况在改观。据吴义平透露，以重新开业后的10

月和11月数据为例，相比去年同期都有增长。

“餐饮业已进入微利时代，所有的调整都是

为了尽量争取更多的利润。”吴义平觉得当下餐

饮行业市场是有的，毕竟“民以食为天”，但由于

商业综合体的接连营业，一大波餐饮入驻，给传

统的老牌的门面餐饮带来了不小冲击，“市场蛋

糕基本是固定了大小，而分蛋糕的人多了，这就

需要看各家餐饮公司怎么玩转才能避免下滑”。

大部分餐饮企业仍处于“低谷”

较早转型的明年或先觉“温暖”

做过星级酒店、开过高端酒楼，2014年，在

安徽餐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的王华把目光投

向了大众餐饮。上个月，他在合肥阜阳路与临

泉路交口附近的全鸿顺老鹅汤馆正式开业了。

“早在几年前，我就提出过小餐饮概念，那

时候没几个人理解，现在圈子里的人，看到高端

酒店、私人会所转让字样都害怕，因为高端餐饮

受冲击太大了。”王华说，自己选择大众餐饮主

要因为投资门槛低，投资回报周期短。

今年10月6日，王华正式与房东签下协议，

这间上下230平方米的商铺就是全鸿顺老鹅汤

馆的前身。“餐饮酒店的地段很重要，但往往好

地段与高租金挂钩了，因此，我们的店址选择在

离主干道很近的辅道上，每平方米的月租金在

40元左右。”王华说，现在做餐饮，租金会是企业

很大的经营成本，地段好、租金贵，每道菜的成

本就会相应增多。

算上转让费、装修费、3个月的房租预付款，

该老鹅汤馆的总投入在40万元左右。从目前每

天的上座率来看，1年左右的时间能收回投资成

本。“我们做过调研，来这就餐的群体有七八成

来自附近的居民，有朋友聚会，也有家庭聚餐，

人均消费在 35～45元之间，这是餐饮刚性需

求。”王华笑着说，为了扩宽销售渠道，老鹅汤馆

一楼透明的凉菜配送间还增设了外卖窗口。

比起动辄投资上千万的高端酒店，王华认为

“小而特”的大众餐饮更有生命力。据其介绍，全

鸿顺老鹅汤馆加盟店正在选址中，2015年自己的

餐饮团队还将推出咖啡屋、羊汤馆等品牌。“高端

餐饮，我是已经不再考虑了。”王华坦言。

在中央“八项规定”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

出行、接待和就餐等方面：“要轻车简从、减少陪

同、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

规定对于公款吃喝的抑制作用明显，一些

高端餐饮业人哀叹行业“寒冬来临”。“寒冬”背

后，安徽很多高端餐饮企业寻找到“出路”并成

功逆袭，合肥天鹅湖大酒店就是一个例子。

距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合肥天

鹅湖大酒店一楼大厅内已被圣诞树、圣诞屋装饰

一新。细心的市民也许已经留意到，今年的圣诞

大餐价格“亲民”多了。“去年600多元每位的圣

诞大餐，今年仅需要299元/位，儿童和70岁以上

的老人还有优惠。”该酒店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这只是天鹅湖大酒店转型升级走

“亲民路线”的一个缩影。天鹅湖大酒店副总

经理胡建东告诉市场星报记者，今年以来，该

酒店就调整经营思路，精耕大众消费市场，放

下“身段”，做起年夜饭、满月宴、婚礼宴席

……在不景气的大消费环境下，今年天鹅湖大

酒店整体营业收入不仅没有下滑，反而逆势

出现上扬。

“在婚庆婚宴市场上，我们下了很大功夫。”

胡建东介绍说，随着80、90后年轻人对婚礼愈

加重视，父母对结婚消费理念的改变，越来越多

的市民选择在星级酒店举办婚礼，餐饮婚宴“蛋

糕”很大。据了解，天鹅湖大酒店自开业以来，

光接待婚宴就接近2000场。

B 一家五星酒店的“亲民”之路

C 调整之路挂上“纪念日”招牌

正在等台的顾客们

低迷了许久的餐饮市场正在向好。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

年，全国餐饮收入 12989 亿元，同比增长

10.1%，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4个百分点。相较

一季度，二季度增长明显加快，增速重新回至两

位数。 同时，201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餐饮企

业收入3773亿元，一改去年以来持续的负增长

颓势，同比正增长2.9%，转型成效开始显现。更

为可喜的是，二季度增速大幅高于一季度。

安徽餐饮业也在回暖，餐饮收入继续回

升。来自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全省住宿餐饮业营业额627.4亿元，同比增长

17.2%，增幅比上年同期、一季度分别提高1

个和0.1个百分点。其中，住餐业实现餐饮业

收入374.9亿元，增长13.3%，增幅比上年同

期提高2.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1个百分

点。而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安徽住宿

餐饮业实现餐饮业收入 568.2 亿元，增长

13.2%，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

省经济信息中心发布的《顺应趋势变化

强化我省消费增长动力》报告也强调，以住宿

餐饮业为代表的传统消费业态，在经历相对

低谷的调整期后，已率先回暖，拉动消费作用

明显，且已成为我省新的消费增长点。

绝大部分企业都非常希望在这种转型升

级的特殊时期，政府能够在相关政策方面给

予餐饮企业一定的帮助和扶持。

记者了解到，在受调查的餐饮企业中，超

过七成希望降低各种税费及水、电、气价格；与

此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餐饮业分担了

政府巨大的就业压力，企业希望，在当前形势

下，应该对保本甚至亏损经营而不减少用工的

企业给予一定就业补贴（奖励）或税收返还。

此外，餐饮企业还希望继续降低餐饮业

的刷卡费率。因为餐饮行业人员流动性大，

餐饮企业同时也诉求“降低社保缴纳比例，以

减轻企业现时负担”。

有不少餐饮企业，从徽菜产业角度出发，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品牌

企业扶持力度，支持餐饮产业链建设项目。

26.7%的餐饮企业希望解决民营餐饮企业融

资难问题，更好地扶持中小型餐饮企业发展。

记者 董艳芬 丁林/文 周诚/图

从全国范围内看，尽管餐饮业已经有了回暖迹象，但对于大多数大餐饮人来说，即将过去的2014年仍然特别难
忘。这一年，政策性规定给高端餐饮带来的“阵痛”犹在；“转型升级”简单的四个字，让很多中高端餐饮者瞬间清醒的同
时，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企业还在低谷。来自省餐饮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月份，我省中高端餐饮企业平
均营业收入下降了12.38%。

明年呢？2015年安徽的餐饮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姿态，会大面积“复苏”吗？

餐饮“回归”成消费新增长点回暖迹象

六大手段“促转型”行业分析

省餐饮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安徽省中

高端餐饮企业转型升级调查报告》，对合肥、

芜湖、铜陵等10个地市的32家不同类型的餐

饮酒店进行了“摸底”。结果显示，这些酒店

转型之路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95%以上的餐饮企业均采取了调整菜品

结构做法，主要体现在：大幅度削减高档菜

肴 比例，大量增加适合中低档菜品；开发健

康的、有机的、无公害的大众消费新菜品。与

此同时，降低菜品毛利率，压缩利润空间：同

一菜品，中高档菜肴平均降价30% 左右，低

端菜肴降价20%左右。

开拓新业务领域，也是多家餐饮企业求

变的方式之一。比如，拓展企事业单位的团

膳服务、开辟周边写字楼办公区以及居民小

区的送餐服务等，“尤其是在婚宴喜宴市场

上，各家企业均使出浑身解数”。另一方面，

餐饮企业也在不断加强营销力度，不断开展

各种优惠、打折、返券等活动；而在“线上”，也

有6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网络信息平

台，开展网络宣传及订购活动。

企业内部报告显示，这些企业也开始注重

服务质量提升，各企业也注意在节水、节电、节

气上下功夫，实行节约者奖励，浪费者处罚。

尽管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安徽餐饮出现

了回暖迹象，但调研的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

仍处于较强阵痛期。受调查企业几乎100%

地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自我转型，在

度过了早期的“转与不转”以及“往哪转、如何

转”的纠结徘徊期后，整个行业开坚定了转型

的决心，但一两年的努力后，仍然是困难重

重，成效甚微，只有15.6%和12.5% 的企业营

业额和净利润出现增长，却有50%以上的企

业出现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由此可见，除

大众餐饮外，其他餐饮企业多数未走出阵痛

期，盈利能力进一步减弱。

对于仍处于阵痛期的餐饮企业来说，除

了客观环境因素外，报告认为，转型方式普通

化，缺乏创新，力度和深度不足也是一大因

素。报告认为：目前的主要转型方式，仍属于

最基本、普通的方式，没有较大力度和深度的

创新方式。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成效不足、转

而不彰，总是觉得处于“转不动”、“转不出”

的尴尬境地中，缺少一种大刀阔斧、大气磅

礴、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意志，缺乏几 面标新

立异、成效卓著、堪称典范的标杆和旗帜。

大部分企业仍处于较强阵痛期

超七成企业希望降低税费

专家观点

合肥经开区慈光路将实现畅通
近日，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委与安徽星火职业

技术学校正式就征收补偿一事达成协议。此举意

味着慈光路上近10年之久的星火学校围墙、房屋

等将被拆除，慈光路不久后即可全线贯通。今年以

来，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委、社管局加大与校方的

对接与沟通，就一些问题共同寻求解决办法。校方

最终同意把慈光路用地让出，以完成慈光路的建

设。预计，影响慈光路建设的围墙和房屋年底前可

拆除完毕，届时建设部门进行道路施工，慈光路将

畅通无阻。 杜明峰 星级记者张华玮

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
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市场星报记者从省商务部门获悉，近日，“推

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会议暨合作签约仪

式”在上海顺利召开。会上，浙江、江苏、安徽、上

海三省一市商务部门签署了“推进长三角区域市

场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建立紧密合作工作机

制，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溢出效应，围

绕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

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认6个

方面着力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星级记者 张华玮

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