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宠儿”到“弃子”，“新国潮”“现做现卖”等赖以为生的法宝失灵

虎头局又“被倒闭”！烘焙赛道该咋跑

A03视点2023年4月7日 星期五 编辑/贺齐 美编/叶海玲 校对/黄蓉

三湘都市报 4月 6日讯
近日， 呷哺呷哺与海底捞两
大 上市 火 锅 品牌 相 继 发 布
2022年财报。同为上市火锅巨
头， 两家企业的境况却迥然不
同： 海底捞去年的净利润为
13.73亿元，扭亏为盈；呷哺呷

哺则亏损3.53亿元，亏损同比扩大20.4%。

“断尾求生”，海底捞扭亏为盈

根据海底捞发布的2022年年度业绩报告，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约347.41亿元，同比减少15.5%；实现净利
润约13.73亿元，同比上升133.02%。虽然2022年营业
收入有所下滑，但相比2021年亏损41.63亿元的业绩，
海底捞的这份财报实在是漂亮太多了。

海底捞的扭亏为盈，与此前的“断尾求生”策略分
不开。2021年11月，海底捞推出“啄木鸟”计划，主要
内容包括持续关注经营业绩不佳的门店，并相应采取
改善措施，适时收缩集团的业务扩张计划等。基于经
营形势的好转，2022年下半年海底捞重开了过往关停
的部分餐厅。 截至2022年年底，海底捞在中国的餐厅
总数为1371家。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海底捞外卖收入增长较为明
显。2021年海底捞的外卖收入为6.298亿元，2022年增
加至12.8亿元。

“高性价比”，呷哺呷哺连续两年亏损

呷哺呷哺集团发布的2022年年度业绩报告显示，
2022年公司实现收入47.25亿元，同比下降23.13％；亏损
3.53亿元，亏损同比扩大了20.4％。至此，公司已连亏两年。

呷哺呷哺集团旗下拥有呷哺呷哺、湊湊两大知名
火锅品牌。 财报显示，2022年公司共新开张86家餐
厅，但也共计关闭了84家餐厅。对此，公司解释称，这
是由于部分餐厅所在位置无法突显呷哺呷哺“高性价
比”品牌形象等。

记者在美团上搜索发现，呷哺呷哺目前在长沙有3
家门店正常营业，另有2家门店已经闭店；同时长沙还
有3家湊湊火锅。

截至2022年底，呷哺呷哺集团旗下的营业餐厅总
数为1026家。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烘焙江湖变数又起。
近日， 新中式糕点品牌虎
头局·渣打饼行（以下简称
“虎头局”）倒闭的传闻甚嚣
尘上。该消息称，虎头局拖
欠员工工资超4个月，累计

裁员超1000人。尽管虎头局官方紧急辟谣
“倒闭消息不实”， 但各方目光都涌向这

个国潮网红点心品牌及烘焙行业中。
从网红芝士蛋糕品牌 kumo�

kumo悄悄撤出长沙首店， 到烘焙
业投资热度不再。“新国潮”“现做

现卖”等烘焙品牌赖以为生的
法宝失灵后，该往哪走？

近日，小红书用户“疯狂产品Jason”连载多篇文
章直指“虎头局倒闭”，阐述其在虎头局工作期间，遭
遇裁员、降薪、拖欠工资等经历。他表示，从2022年4
月起，虎头局累计裁员超千人，预估拖欠的供应商货
款、房租、工资等累计超2亿元。

虎头局闭店传闻如一声惊雷，炸起烘焙业这一
汪春水。4月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检索“虎头局”官
方微信小程序发现，位于长沙市麓山南路、蔡锷南
路、溁湾镇的3家门店均处于歇业状态，外卖平台也
显示“门店已打烊”。在多处贴上了“虎头局×脑白
金”的联名标识的蔡锷南路店，大门紧闭，店内未见
任何员工。

不过，虎头局公开否认了闭店传闻，其在天猫旗
舰店首页贴出的公告中回应， 社交平台传播的不实
言论对品牌运营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目前，虎头
局线上所有店铺营销和运营均在正常进行中； 电商
渠道所有销售订单都在平台合规范围内有序发货，
无任何延迟。

值得一提的是， 虎头局闭店传闻不止传了一
回。今年1月初，关于虎头局长沙多家门店停业、品
牌欠款不还的消息在网络流传。对此，蔡锷南路店
某负责人曾表示，“倒闭的消息不属实，门店经短暂
装修后重新开业。”

2019年5月， 虎头局首家门店踩着新中式烘焙
的风口开业。彼时，顶着“国潮+烘焙”的流量密码及
“营销组合拳”的商业范式，虎头局快速爆火，有了
“新中式糕点先驱”的称号。在它之后，墨茉点心局、
泸溪河、芬香阁、三食而粒等一大批新中式糕点品
牌在长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原本主打“抖臀蛋糕”
的“南洋大师傅”也改名换姓，干脆直接改装成卖中
式糕点的“南洋点心局”。

“站在五一广场一角， 随随便便都能看到两三
家新中式糕点品牌，即便买东西动辄排队30至40分
钟，游客也乐此不疲。”长沙市民丁小姐笑言，2020
年前后，新中式糕点就是流量的代名词，大家热衷
于在社交平台分享。

2021年，红杉中国领投，虎头局完成了两轮融
资，市场估值拉升至15亿元。

纵观前后，在新中式糕点领衔的新一轮行业“大乱
斗”中，从来就不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戏码。

不久前，奈雪的茶低价收购乐乐茶的“捡漏案”为
沉寂已久的烘焙业注入强心剂；另一边，虎头局之外，
网红芝士蛋糕品牌kumo�kumo悄悄撤出在国金街B
层的门店， 其曾创下19平方米小店年营业额1500万
元的销售记录； 曾经排队7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包咖啡
麻薯的墨茉点心局，也关闭在北京、杭州多家门店；新
中式糕点“鼻祖”鲍师傅，排队大军再难一见……

从时代“宠儿”到风口“弃子”，烘焙业的火爆景象不
复。 三湘都市报记者梳理公开数据发现，2021年1至9
月，烘焙食品业投资事件为22起，投资总金额达57亿元。
而如今，长沙多个本土烘焙品牌更是开店不足一年便偃
旗息鼓，行业整体的融资规模更是与之前差之甚远。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烘
焙市场规模为2600亿元， 预计在2023年
将突破3069亿元。 烘焙赛道的市场规模
和消费潜力仍然极具吸引力，只不过未
来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

“只要舍得在原材料上下功夫，同
时请一位资深蛋糕师， 爆品其实很容易
复刻。”曾在长沙创立新中式糕点品牌的
向先生直言， 新中式糕点品牌大多具备
开店速度快、很会讨好年轻人等优点，但
品牌主要目的是打造标准门店， 跑出漂
亮的经营数据， 从而吸引投资人，“赚的
不是消费者的钱，是投资人的钱。”

面对激烈的竞争， 各品牌也在实体
店外寻求着经营“良药”。2021年至今，泸
溪河、鲍师傅、味多美、好利来以及做蛋
黄酥起家的轩妈，都在天猫、京东开设
了官方旗舰店，还努力将线上产品搬进
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的直播间，寻求销量
新爆点。

网红易谢， 常青难寻。 中国食品产
业分析师朱丹蓬就直言，烘焙业不乏明
星品牌，但大多缺乏科技赋能，“所以烘
焙企业它一定要有持续地打造明星品
类的能力，如果没有很快就掉下来了。”
湖南某烘焙品牌从业人士同样认为，

“无论跨界者还是行业老炮， 品牌壁垒
和护城河都没有特别明晰。如何为糕点
的社交属性充值， 形成可持续性消费，
有待研究。”

一个扭亏为盈，一个亏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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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虎头局长沙
蔡锷南路店
大门紧闭 ，
外卖同样处于

“已打烊” 状态。
实习生 盛涛 摄

行业延伸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黄亚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