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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餐饮业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报告发布

40年，安徽餐饮业总收入攀升811倍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民以食为天，40年来，安徽的餐饮行

业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经历了起步、扩张、连锁和品牌创新四大发展

阶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持续增幅最长、受

社会关注度最广、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贡献率最大的消费领域内第一

大行业。为此，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独家发布了《安徽餐饮业改革开放

四十年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 记者 邹传科

古往今来,餐饮业往往是反映生活品质的一大主要特征。40年风

云激荡，安徽餐饮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安徽餐饮业总收入从1978年的1.51亿元到

2017年的1225.2亿元，攀升811倍，40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8.7%。

经营门店从 1978 年的 4260 家到 2017 年的近 22 万家，增加 51

倍，4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0.64%。

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6万人，到2017年的352万人，就业人数

增加76.5倍，40年年均增长11.76%。

年人均外出就餐消费从1978年的2.67元，到2017年的1960元，

增长734倍，40年年均增长18.43%。

40 年来，餐饮业占 GDP 的比重也不断提升。1978 年，安徽省餐

饮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1%；到2017年，全省餐饮收入已经

占到GDP的4.5%左右，增加了4.1倍，行业作用与地位加速提升。

40年，安徽餐饮业总收入攀升811倍

看餐饮业巨变

四十年来，安徽餐饮业的经营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到

2017年，国有餐饮企业数仅占0.27%，集体企业占0.04%，民营企业占

93.96%，外资企业占 0.62%，合资企业占比 0.33%，其他占比 4.78%。

民营餐饮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优势。

国营集体一统期（1949年~1978年）。处于完全计划经济时期，国

有性质的饮食服务公司是当时餐饮业的“龙头老大”。全省4260家餐

馆及饮食店，77.6%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22.4%属于大小集体

所有制的集体企业，没有私营餐馆，也没有个体饮食店或饮食摊。

个体萌芽发展期（1978年~1984年）。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此背

景下，文革期间被取消的饮食网店得到缓慢恢复，市场上重新出现了

个体饮食店和饮食摊点，逐步形成了以国有为主体、集体为辅助、个体

为补充的餐饮业格局。个体餐饮的发展开始萌芽。

个私国营竞争期（1984年~1992年）。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社

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1984年到

1992年，集体、私营和个体餐馆得到进一步发展，国有餐馆日渐衰落，

餐饮业的格局日新月异，但国有餐饮的主体地位依然保持。1987 年

安徽饭店副楼竣工开业，1992年主楼建成投入使用。

投资主体多元化期（1992 年~2012 年）。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日，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

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投资创业的热潮，国民经济出

现新一波快速增长态势。从1992年到2000年，私营和个体餐饮企业

数量成倍增加，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所有制餐企纷

纷涌现，一大批餐饮强人、强企开始崭露头角。我省餐饮业进入了前

所未有的十年跨越式黄金发展期。

新锐餐企涌现期（2012 年~2018 年）。这期间，大众化餐饮得到

迅猛发展，行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全行业逐渐向大众消费的餐饮本

质回归。中式正餐重现辉煌，中式快餐高歌猛进，专业团膳异军突起，

连锁餐饮风起云涌，时尚新餐饮倍受青睐，主题餐厅眼花缭乱，外带外

卖成餐饮新态等等，各类复合型的新锐餐饮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景象。

40年来，安徽餐饮消费主体的变化跌宕起伏，与国家政治制度、政策导向、经济

结构、国民收入、消费意识、社会环境等密切关联。《报告》分析，餐饮消费主体的变

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大阶段。

1978年~1991年，国企单位消费为主，农民工个体刚需为辅。

1992~2002年，商务型餐饮繁荣，家庭式餐饮活跃。随着经济大幅度活跃，大

量的社会活动、人员出差、人际交往和外向合作性商务宴请大行其道，商务型餐饮

开始繁荣；以亲友聚会、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庆功宴等为主的家庭式餐饮渐趋活

跃。餐饮消费主体不再单一，基本实现社会化。

从1993年开始，城镇化与人口集聚，成餐饮消费的持续增量主体。2017年，

我省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1.99%。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就要增加

近70万人。

从2003年前后逐步形成的全民旅游，造就餐饮消费活跃增量主体。2017年

安徽省全年入境旅游人数 549.2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3.1%，国内游客 6.26 亿人

次，增长19.9%，旅游总收入6196.9亿元，增长25.6%。

93.96%，民营餐饮占据了绝对市场优势

看餐饮经营主体更迭

餐饮消费主体从单一到基本实现社会化

看消费主体演变

40年来，安徽餐饮消费行为也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化和阶段性特征。

1978~1992 年用“肚子吃”。这时期，从社会封闭到逐步开放，从食不果腹到

追求温饱，人们的第一诉求就是能吃得饱。

1992~2002 年用“耳朵吃”。受改革开放红利的惠及，温饱问题已基本无忧，

“吃什么”就有了主观选择，除大鱼大肉外，人们开始打探哪里有更“好吃的”东西，

比如山珍、野货、河鲜、海味等，餐饮市场开始呈现供需关系的转换。

2002~2012 年用“眼睛吃”。这是餐饮业最疯狂的时期。从温饱、大肉到求

新、猎奇直至铺张奢靡，餐饮业逐步进入了“讲排场”“摆阔气”的畸形行业状态，满

足“眼欲”的攀比之风盛行。全社会的“胡吃海喝”，导致“三高”人群的爆发式增

长；“盛宴”变成了“剩宴”，造成了餐饮业惊人的浪费。

2012 年至今用“脑子吃”。如今人们外出吃饭，“吃选择”“吃圈子”“吃健康”

等等，都需要动一番脑筋，才能成行。

从“肚子吃”到“脑子吃”餐饮迈出新格局

看消费行为演变

如今的餐饮业已经步入健康发展的新时代。2016 年，我省餐饮收入 1086.1

亿元，首次跨入全国“千亿俱乐部”，餐饮总量在全国排名第11位；2017年，餐饮收

入1225.2亿元，同比增长12.6%；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30.9

亿元，增长12%，同比加快0.3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中部

第1位；餐饮收入964.9亿元，增长12.1%，高于“社消零”的增长率。预计我省全年

餐饮收入将达到1360亿元左右，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此外，《报告》还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长期重视和支持、各级餐饮（烹饪）行

业协会的积极作为、与时俱进开展理论创新和指导、几代全省餐饮人的励精图治

和团结创新等几方面，归纳了我省餐饮业四十年发展的主要经验；指出了总体发

展不均衡不充分、整体缺乏品牌化战略、管理模式相对滞后、专业化管理人才匮乏

等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前瞻性规划和宏观性引导调控、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

量发展、坚持工匠精神塑造更多餐饮品牌、注重生态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 、重

视消费体验和情感需求、完善教育培训体制培养更多专门人才等方面，阐述了发

展方向和目标任务。

预计我省全年餐饮收入将达1360亿元左右

看健康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