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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曾有人大代表建议政府在餐饮
企业的水电费方面与价格较低的工业企
业水电价同步，但最终的结果是，工业企业
的水电价被提到和餐饮企业一样高。从此
之后，没有人再敢提意见”。

这是刘文给记者讲的一个业界广为流
传的“冷笑话”，这与周新潮会长给出的“当
下营业税、 教育附加税等各种税费占餐饮
营业额比重高达11%左右”数据，有异曲同
工之妙。

2002年到2012年， 十年间餐饮行业各
项运营成本上涨了多少？相关资料显示：色
拉油涨幅达到120%，猪肉136%、水60%、电
100%、人工347%，房租更是达400%、500%
以上。

如果政府对餐饮业面临的高租金、高
成本、低效益的尴尬现状不管不问，任由
其自然发展下去，曾经风风火火的餐饮业
很可能会逐渐步入萧条状态，这对社会、对
市场、对大众消费都将产生不良影响，消费
马车拉动经济终成梦幻。

消费马车拉动经济，自餐饮始！帮助餐
饮实现突围，自政府始！这是记者在和业内
交流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见习记者 潘海涛

家住长沙市天马路附近科教新村的周小姐最
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条街上不少饭店经
常换招牌，今天还在卖砂锅，指不定明天就变成了
炒菜馆。

又到了租约即将到期的时候， 同样是科教新
村附近经营浏阳蒸菜馆的刘文（化名）一直在犹豫
是否要将小餐馆继续开下去。 望着店里稀稀拉拉
的食客，他禁不住摇头叹气，“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房东又要加租400元，50平方米的店面月租都涨
到4000元了”。刘文的抱怨背后，其实是长沙乃至
整个餐饮行业面临的生存困境。

“今年1至5月， 我国餐饮企业营业额增速为
13.2%， 而2011年增速为16.9%；2010年增速为
18.1%，呈逐年递减态势，创下近10年的最低值。”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苏秋成一席话直指当前餐饮业
的尴尬。 ■见习记者 潘海涛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工成本、能源价格、原材
料上涨将成为常态，周新潮冷峻地指出，这仅仅只是开始，
今后餐饮企业经营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在成本成倍增长、
餐饮企业利润率不断下滑的情况下，濒临危机的餐饮业如
何实现突围？

中国烹饪大师、 省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高沉香表
示，关联餐饮经营有诸多因素，但在保证店面卫生、安全的
基础上，将菜品做出特色、做出口碑，显然是自始至终需要
努力的方向。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大背景下，低碳环保将成为主流和
新的利润源，周新潮呼吁餐饮业利用标准化设备，建立中
心厨房，通过制定产品标准来实现规模化生产，将传统手
工企业催生壮大成为大企业，降低成本，实现产业升级。除
此之外，周新潮进一步补充道，在餐饮行业竞争日趋白热
化的当下，菜品利润少，通过增加茶饮等服务项目提高附
加值也未尝不是一道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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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餐饮营业额增速创10年最低 我省三成餐饮企业生存困难

成本飙升，中小餐馆面临“生死劫”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情况，从近
十年数据看，住宿餐饮业零售额增幅一般高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幅，且两者增幅差距平均保持在2%－3%。
但2009年以来，两者增幅差距不仅日益缩小，甚至在近
两年发生逆转。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餐饮百强
分析报告》显示，去年百强餐饮企业平均净利润率仅为
8.04%，要明显低于2010年的9.42%，而在过去几年里，
餐饮百强企业的净利润率一般保持在11%－12%之间。

个中原因，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直言不讳，非连
锁类餐饮店铺的成本里， 租金可能要占总营业收入的
40%－50%，高房租已经拉高了大部分餐饮业的营业成
本，对其盈利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餐饮巨鳄俏江南受困高昂房租显然不是个案，省
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周新潮一语中的，“人人都认为餐
饮行业是唐僧肉，其实不然。我省中小餐饮行业更是
处境堪忧，其中75%处在盈利边缘，三成生存困难，濒
临倒闭。”

天马学生公寓一直以来都是中小餐饮店的聚集地，
然而年仅6岁的“浏阳蒸菜馆”却是这里资历最老的饭店
之一。“2006年8月开业以来， 店面月租从2800元涨到了
现在的3600元，一个月之后月租又将提到4000元。”老板
刘文和房东每三年签约一次，面对记者，刘文一脸无奈，
“房租占成本的四五成，辛苦赚来的钱基本上都送给房东
了”。

较之于隔壁的店面，做事踏实、善于经营的刘文显然
还算幸运。 刘文介绍，“高成本压力让周围饭店关门和转
让愈加频繁，隔壁饭店6年换了10个老板，光去年就换了
两个，卖冷饮、做快餐、经营火锅、砂锅粉……但每次都以
失败而告终。”

虽然，菜价较2006年每份增长了一元钱，但刘文还
是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菜价的上涨固然提高了营业
额，但扣除日益增长的房租、工资、水、电、煤气等成本，赚
取的利润却越来越稀薄。”

除了租金压力大，通货膨胀、人力成本飙升、食品安全
问题频发，这都是餐饮行业的关键词，餐饮企业的日子并
不好过。老林在长沙开饭馆已经近8年了，他叹着气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店里共2名雇工（一名厨师一名配菜员），每个
月总工资5000元左右，每月房租3000元，再加上不停涨价
的材料费，已占去了销售额的绝大多数。“米面油等都在涨，
但饭菜定价不敢涨，因为涨了顾客就不来了。”老林说，吃饭
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和农民工，图的就是实惠，“几年以来，
小碗荤菜都只从6元涨到7元。”

7月30日中午时分，记者坐在老林店里就餐，前后一个
多小时，大概算了一下总共来了30个客人，加上晚餐一天
的营业额在800元左右。“这还比不过以前一个中午的销售
量”，老林愤愤地说道，其他饭馆也差不多，“现在的生意真
难做，消费力就那么点，竞争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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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