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餐饮商户复工速度加快  餐饮消费亟待提振 

 

内容提要：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国餐饮商户

复工速度加快。截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72.5%的餐饮商户

已恢复营业；截至 3月 31日，83.9%的餐饮商户已恢复营业。

餐饮行业持续发展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我国餐饮行

业面临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外卖产业迎来大发展，餐饮行业

结构重塑；全品类外卖时代加速到来，外卖成商户通用能力；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有望实现快速发展；疫情驱动餐

饮行业标准提升，提高餐饮行业发展质量。疫情期间，我国

餐饮商户仍面临一些实际的困难。建议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

推动餐饮商户复工和消费复苏。 

 

 

一、我国餐饮商户复工率和消费复苏率稳步回升 

（一）80%以上的餐饮商户已恢复营业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餐饮行业产生严重冲击，从春节前

至目前，餐饮商户复工营业和用户消费经历了三个阶段：一

是断崖式下跌期，从农历小年（1月 17日）至除夕（1月 24

日），这段时间餐饮商户开业和用户消费同步骤降。二是消费

低迷期，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2月 8日），餐饮商户开业

和用户消费同步低位徘徊。三是复苏回暖期，自正月十五（2

月 8日）以来，全国餐饮商户复工率和消费复苏率稳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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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的餐饮商户已恢复营业。 

在疫情影响的第一和第二阶段，餐饮行业的堂食基本处

于暂停营业状态，无论是连锁店还是个体店均遭受严重冲击。

美团研究院在 2020 年 2 月底-3 月初针对国内餐饮商户开展

的问卷调查（下文简称“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16244份,

其中有效问卷 15265份）显示，2020年 3月初仍有 77.2%的

餐饮商户表示堂食仍未正常营业。未正常营业的原因中（可

多选），响应疫情防控，暂停营业或歇业是主要原因，占比高

达 69.2%；其次是疫情恐慌，担心自己被感染，占比 45.3%；

客流量太低，入不敷出，占比 28.8%；员工返乡未归，人手

不够，占比 12.9%；食材原料匮乏，采购有难度，占比 12.3%；

5.5%的商户选择了其他，表现在防止疫情扩散、对员工和消

费者负责等方面。 

美团研究院研发“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指数”（以下简称

“复工指数”），其中，餐饮商户复工率=当日营业餐饮商户

数/2019年 12月日均营业餐饮商户数。指数显示，截至 2020

年 3月 18日，72.5%的餐饮商户已恢复营业；截至 2020年 3

月 31日，83.9%的餐饮商户已恢复营业。从品类来看，火锅、

西餐、海鲜烧烤、东南亚菜等品类外卖商户的复工速度较快，

图 1显示了这些品类 3月 18日的复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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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卖商户分品类复工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指数”,截至 3月 18日基准 

 

住宅区和企业写字楼是外卖最大的两个消费场景。复工

指数显示，截至 3月 18日，企业写字楼的商户复工率为 80.1%，

高于住宅区商户的复工率 74.5%。随着复工大潮开启，白领

的吃饭需求激增，带动企业写字楼外卖的快速复工。而住宅

区复工速度较慢，这和全国部分住宅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有关。 

区域方面，截至 3 月 18 日，南方地区的外卖商户复工

率为 80.1%，远高于北方地区 73.4%的复工率。东中西来看，

西部地区的外卖商户复工率为 82.2%，远高于东部地区 80.5%、

中部地区 65.9%的复工率。区域来看，华南地区的外卖商户

复工率为 86.8%，其次为西南 84.3%、华东 81.2%、西北 81.1%、

东北 75.2%、华北 66.3%、华中 59.6%。省份方面，云南、广

东、广西、青海、福建、贵州、浙江、江苏、四川、新疆等

地的外卖商户复工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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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正餐连锁品牌纷纷上线外卖 

疫情期间，堂食的营业收入少，上线外卖成为餐饮商户

的自救出路，西贝、海底捞、旺顺阁、京味斋等很多大型正

餐连锁品牌纷纷上线美团外卖并加入美团外卖“无接触安心

送”，取得了良好成效。 

案例 1  旺顺阁：靠外卖转危为机 

旺顺阁，主打鱼头泡饼，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堂食方面，由于疫情原因，

旺顺阁不得不暂停堂食供应，在北京的 30 多家线下门店的堂食业务基本都处

于暂停运营状态。旺顺阁采取多项措施积极自救，如设置便民菜摊、发力外卖

等。 

发力外卖，订单实现大幅增长 

旺顺阁北京地区有线上门店 32家，所有门店都由专人负责，目前共有 170

人左右在岗。借助美团提供的流量扶持、“无接触安心送”等举措，旺顺阁在

北京地区的外卖月订单量已从 2019 年 12 月份的 3 万单增长到 2020 年 2-3 月

份的 4 万单，外卖月订单量的涨幅达到了 30%左右，外卖月交易额增幅 40%左

右。 

积极探索，发力外卖半成品 

在全民健康防护的特殊期，简单易做、口感良好的半成品更容易获得顾客

喜爱。因此，旺顺阁针对线上菜单进行优化，增加了多种热菜类素菜的同时，

还上线了半成品包装，让顾客拥有更多选择。 

无接触安心送，让用户更安心 

为抗击疫情，旺顺阁加入美团外卖“无接触安心送”，实现从餐品制作到

交付全程无接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维持餐品供应，满足用户的安心诉求。 

 

 

案例 2  京味斋：靠外卖实现门店营业率 100% 

味斋主打北京菜。受疫情影响，京味斋 99%的年夜饭遭遇退订，20多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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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斋门店生意冷清。京味斋多为社区店，社区店没有地产商的大规模租金减免，

房租负担相应较重。 

年夜饭，线上销售挽回损失 

年夜饭普遍退货造成商家大量生鲜类食材囤积，损失严重。不少餐厅开启

卖菜零售回本。京味斋选择将年夜饭产品线上特价销售，回笼了部分资金。 

积极调整产品，适应外卖需求 

从堂食到外卖，首先要解决的便是餐品的适应性问题。堂食注重就餐环境

体验，而外卖则注重性价比，多为一人食。京味斋积极采取两大措施：一是创

新外卖菜品，开发 40道新式菜品；二是开发“复工盒饭”，主打京味儿盒饭。 

运用平台扶持策略，有消费者才有机会 

京味斋负责人表示：“消费心态是一大难题，一个是不敢消费，一个是受

限消费，一个是节约消费。”在美团外卖满减政策的帮助下，京味斋上线全额

减配活动、调整满减力度刺激消费者下单；通过美团外卖特殊时期的流量扶持

政策，提升门店排名和曝光。 

营业率 100%，外卖订单大幅增长 

疫情期间，京味斋 21家门店的营业率达到 100%，并保证每天 8小时有效

运营。优化运营模式后，2 月 1 日-2 月 24 日，京味斋在美团外卖平台的订单

量实现近 1倍增长，店均实付交易额同品类排名第一。 

 

（三）餐饮堂食的复工速度慢于外卖复工速度 

疫情爆发后，餐饮堂食大面积歇业。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的好转，放开堂食成为促进餐饮商户复工复产的重中之重。 

复工指数显示，截至 3月 18日，堂食商户的复工率仅为 47.2%。

品类方面，小吃快餐、面包甜点、饮品店等品类堂食的复工

速度较快，复工率超过 60%；火锅、川菜、烧烤等其他品类

堂食的复工速度相对较慢（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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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堂食商户分品类复工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指数”，截至 3月 18日基准 

 

区域方面，截至 3 月 18 日，南方地区的堂食商户复工

率为 51.0%，远高于北方地区 41.6%的复工率，二者相差 9.4

个百分点。从东中西部来看，西部地区的堂食商户复工率为

53.6%，高于东部地区的堂食商户复工率（48.5%），远高于中

部地区的堂食商户复工率为（39.1%）。分区域来看，西北地

区的堂食商户复工率为 55.4%，后面依次为华南地区（54.3%）、

华东地区（52.5%）、西南地区（52.3%）、东北地区（38.5%）、

华中地区（34.3%）、华北地区（33.1%）。省份方面，青海、

新疆、广西、云南、浙江、甘肃、四川、江苏、吉林、广东

等地的堂食商户的复工率较高。 

（四）餐饮消费亟待提振 

餐饮商户恢复营业后仍然面对一些实际的困难，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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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消费疲软是遏制餐饮业复苏的最重要因素，餐饮行业的

消费复苏率明显滞后于商户复工率，亟须提振消费信心，促

进消费复苏。除此之外，餐饮商户还面临原材料进货价格高

且损失率高、防疫消毒成本高、订单量人效坪效不及预期等

问题，部分餐饮商户入不敷出。 

（五）美团启动“春风行动”帮扶餐饮商户 

2 月 2 日，为助力商户更好地抗击疫情，美团宣布启动

七项商户帮扶措施。2月 26日，美团面向餐饮等生活服务业

商户启动扶持复工的“春风行动”，重点从增加外卖营收和

稳现金流等核心痛点帮助商户复工复产，同时在开源节流、

安全保障、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发力，用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化

力量，为商户提供精准有效的助力。3月 9日，美团推出“春

风行动”升级版，包括打造“安心”消费标签、5 亿消费补

贴以及外卖返佣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对餐饮商户的补贴扶

持，助力商户降本增收和复苏发展。从 3月起，美团外卖启

动“商户伙伴佣金返还计划”，对全国范围内优质餐饮外卖

商户，按不低于 3%-5%的比例将外卖佣金直接打入餐饮商户

的美团账户，可用于线上营销和流量推广。 

二、我国餐饮行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尽管我国餐饮行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但餐饮行业持

续发展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我国餐饮行业面临一些

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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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卖产业迎来大发展，餐饮行业结构重塑 

在互联网餐饮服务平台的助推下,我国外卖产业的交易

额从 2015 年的 1348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6035 亿元

（Trustdata的估计值）,发展迅猛的同时也面临着用户和商

户数量增速放缓的问题。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很多餐饮

商户开始意识到多渠道发展的重要性，纷纷上线外卖，预计

2020年外卖在餐饮商户中的渗透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线

上餐饮外卖服务面对新的发展机遇。线上线下结合将成为我

国餐饮行业发展的新常态，今后会出现更多的新用户、新商

户、新模式、新合作伙伴，外卖生态边界将进一步扩大。 

（二）全品类外卖时代加速到来，外卖成商户通用能力 

疫情倒逼餐饮品类加速线上化进程。疫情期间，火锅、

烧烤等品类以及西贝、海底捞、旺顺阁、京味斋等大型正餐

连锁品牌纷纷上线外卖以图自救。数据显示，2020年 2月这

一个月时间里，有 5000 多家火锅店、2600 多家烧烤店新加

入美团外卖，外卖已经成为所有餐饮品类必备的通用能力。 

在餐饮外卖全品类化的同时，生活超市、生鲜果蔬、医

药健康、鲜花绿植、日用品、美妆日化、食品经营、母婴用

品、宠物用品等多种服务也在加速线上化。数据显示，疫情

期间通过美团闪购购买米面粮油、调味品、生鲜果蔬、休闲

食品等品类的商品销售额较 2019年同期增长 400%。 

（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有望实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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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零售、无接触配送、社区生鲜、校园食堂外卖等新

业态、新模式涌现出来，有望实现快速发展。以餐饮零售为

例，随着餐饮产品的不断标准化、锁鲜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食品的口味一致性得到保证，餐饮行业将逐步把零售环节打

通，后续可能会尝试提供半成品零售来替代传统超市里的食

品供应，同时很多餐饮企业线上线下双渠道联动，为居民提

供送菜服务，餐饮行业由服务行业开始向服务+零售行业转

型。 

无接触服务模式出现，成为保障居民生活的重要手段。

无接触服务方式从“无接触配送”开始，发展成“无接触团

餐”、“无接触自提”、“无接触堂食”、“无接触点餐”等方式。

无接触服务解决了居民“出门有感染风险、不出门无法购买

生活必需品”的两难选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疫情期间居民

生活需求和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外卖智能取餐柜在

城市的应用，成为城市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突发卫

生事件的重要方式。 

（四）疫情驱动餐饮行业标准提升，提高餐饮行业发展

质量 

疫情驱动餐饮行业标准提升，对餐饮商户的服务能力提

出新要求，这将提升餐饮行业的准入门槛，也将提高餐饮行

业的发展质量。未来餐饮企业将增强危机防控和食品安全意

识，加速推进门店端、管理端、供应链端等全链条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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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产品、营销、技术投入加强零售化能力，积极提升品牌

化能力，推进餐饮行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三、推动餐饮商户复工和消费复苏的政策建议 

疫情期间，我国餐饮商户面临一些实际困难，亟待更多

帮扶政策。建议重视下述方面的工作，推动餐饮商户复工和

消费复苏： 

（一）全面放开外卖，有序恢复堂食 

要解餐饮企业之危，重中之重是推进餐饮企业复工和增

加营业收入。随着疫情的稳定和形势的逐步好转，建议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力、安全、

有序地推动餐饮行业复工复产，及时协调解决餐饮商户恢复

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减少或取消餐饮商户复工审批手续、

加强复工指引并提供防疫物资支持，逐步把复工重点从大型

连锁企业转移到中小微企业，防止中小微企业出现倒闭潮。

重点关注住宅区、企业写字楼等区域的餐饮供给恢复。要加

快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餐饮商户的复工节奏，提

升华中地区餐饮商户的复工率。 

（二）稳步推进消费复苏，增强行业信心 

一是建议政府部门制定餐饮行业扶持计划，推进标准化

制订工作，做好餐饮商户复工复产的防控工作指引、招聘服

务。二是提振消费信心。疫情期间推行无接触外卖、堂食预

订后持安心码就餐方式，培育良好的消费习惯；疫情后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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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增强消费者信心，做好更长远的谋划及活动的策划推

介，如举办美食节、发展夜间经济、推动核心商圈复苏等。

三是做好金融服务的联动融通，为餐饮商户提供更加精准和

联动的金融支持。鼓励银行金融机构积极与美团等互联网餐

饮服务平台合作，提供不需要抵押的信用贷对餐饮商户进行

精准帮扶。 

（三）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支持发展新服务模式 

疫情期间，美团等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提供无接

触服务、外卖、闪购等，极大减少人员外出和聚集，大范围

复工后，还可依托平台组织餐饮企业提供团餐和配送服务，

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信息时代社会化力量对“公

共服务”的有益补充。美团具有大数据和精准连接供需双方

的服务优势，可作为政府对供给、消费两端政策落地、落实、

落细的重要抓手，将政策精准惠及终端餐饮企业，如可通过

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餐饮业复苏。与此同时，要引导

和支持餐饮商户创新经营模式，发展安心消费、团餐服务、

堂食预订等，推进餐饮行业的数字化改造。 

（四）倡导无接触服务方式，推广智能取餐柜等无接触

配套设施 

疫情期间，无接触服务方式已深入人心，成为有效抗击

疫情同时保障居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建议大力倡导无接触服

务方式，推广智能取餐柜等无接触配套设施。一是对于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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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可引导餐饮商户开展堂食的线上化预约，避免桌位库

存不够造成人群排队。二是对于外卖业务，可在外卖骑手佩

戴口罩情况下，允许外卖骑手在接受必要的检测后进入小区

和办公楼宇，通过无接触配送方式送餐，实现骑手“无接触

配送”最后一百米。三是从长期来看，“无接触服务”是促消

费、提质量的抓手，可出台推进无接触服务相关指导意见、

行动计划等，搭建无接触服务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提升整

个产业链的数字化水平。要加大对无接触服务的宣传和支持

力度，鼓励在写字楼、住宅小区等场所统一设置外卖无接触

取餐点，在写字楼、医院等地方合理规划空间，推广智能取

餐柜等无接触配套设施，政府可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五）坚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加大稳岗支持力度 

一是在现有优惠政策落地的同时坚持稳平台就是稳就

业的思路，将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纳入民生保障重点企业

范围，带动餐饮从业者尽快返岗。二是充分发挥骑手工作的

低门槛、灵活性高、需求量大等特点，吸纳餐饮、生活服务

及社会失业人员从事骑手工作。三是协调解决劳动者返工难

的问题，帮助餐饮业从业者安全返岗。 

 

执笔人 

美团研究院  来有为  刘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