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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消费者饮食观念发生变化，加之食材品质一般等问题，以量大实惠为优势的传统自助

餐正在失去最初的吸引力。迭代升级的自助餐，以更加细化的品类、更具差异化的体验感

满足消费者需要，开辟自助餐竞争的新赛道。

更想健康饮食、不想暴饮暴食，消费者用餐不再追求“扶墙进、扶墙出”

先天优势渐失，自助餐寻求生存新“土壤”
本报记者 安彦璟

本报实习生 张珂嘉

品种丰富不限量、自由拿取随便吃……

自助餐曾以量大实惠受到消费者青睐，“扶着

墙进，扶着墙出”这句用来形容自助餐满足体

验的话一度成为流行语。不过，近期，“自助

餐为什么不受欢迎了”登上热搜，阅读量近 1
亿。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回想起来，自己

确实好多年没吃过自助餐了。

美团点评发布的餐饮报告显示，2016 年

自助餐营业额约为 11.5 亿元，占餐饮市场的

12%，仅次于火锅，而到了 2018 年，新增自助

餐企业数量首次下滑。天眼查数据也显示，

2020 年后，自助餐门店新增企业数量每年减

少约 30%。截至 2022 年 11 月，我国 33012 家

经营自助餐业务的公司中，仅剩 17278 家在

营业。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在饮食消费习惯渐

渐发生变化的当下，传统自助餐似乎正在失

去最初的吸引力。越来越多商家开始通过细

化自助品类、发力平价自助、开拓下沉市场等

方式，探寻自助餐生存的新“土壤”。

“5年没吃自助餐了”

“除了出差时会在酒店吃自助餐，我已经有

5年没主动去吃过自助餐了。”邵丹对记者说。

邵丹第一次吃自助餐是高中毕业聚餐

时，在 10 多年前的县城，她和一帮同学大快

朵颐。“因为自助餐里有平时吃不到的食物，

所以吃得很过瘾，怀念 39 元钱抢鸡翅吃的快

乐。”说起自助餐，邵丹回忆满满。

海鲜、肉类、热菜、主食、沙拉、水果、甜

品、饮料……曾经，自助餐厅因为食材品类丰

富、不限量、就餐快、性价比高等特点成了很

多人亲友聚餐、休闲畅吃的首选。而如今，记

者发现，在某美食点评 APP 的北京美食热门

榜中，前 100 家店中只出现了一家自助餐厅，

标注人均价格为 336元。

据餐饮大数据研究机构 NCBD（餐宝典）

发布的《2023 年中国餐饮开关店报告》，2023
年注册量最多的 5大餐饮品类分别是烧烤、面

馆、火锅、快餐和茶饮，而自助餐、酸菜鱼、轻

食等注册量较少。

“前几天去吃了几十元一位的自助，把

所有肉都浅尝了一口后就离开了。”郭先生

在吃过几次自助餐之后发现，均价较低的自

助餐看似花样很多，但食材品质一般，价格

高的又觉得不划算，有些还限量，不如去店

里点菜吃。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很多

自助餐厅为了迎合市场，定位中低价自助餐，

在追求性价比的同时忽略了质价比，导致丢

失了核心竞争力。

传统自助餐失去“先天优势”

8 月 9 日晚上 6 点，刚下班的谢女士和丈

夫按照约定来到位于北京北三环的一家自助

餐厅就餐，他们当天从早上开始就几乎没吃

东西，以不“辜负”300多元的自助餐费。

谢女士从螃蟹、大虾、扇贝开吃，再到小

火锅、刺身、烧烤，最后用甜品、水果收尾，一

直吃到晚上 9 点闭餐。“当美食变成了‘KPI’，

吃得很嗨但也很难受。”晚上 11 点，谢女士和

丈夫仍在努力散步消食。

“生活条件好了，吃不动了”“吃多了胃难

受，吃少了心里难受”“更想健康饮食，不想暴

饮暴食”……许多消费者认为，健康的饮食观

念让自己不再特意去自助餐厅寻求饱腹感，

在“吃得饱不如吃得好”的共识下，自助餐的

量大失去了“先天优势”。

对于追求就餐环境的邵丹而言，在吃得

好之外，她还格外珍惜和朋友的见面时刻。

“吃自助因为要经常取餐，时间比较分散。有

时候和朋友好不容易见一面，就想专注地聊

天，不想被别的事情打断。”邵丹说。

新式自助餐品类逐渐细化

“以前就挺爱吃他家火锅的，上个月无意

间发现出了自助，就来试试。”近日，张泉来到

家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点了一份新推出的 134
元涮品双人自助套餐。

入店后，张泉先选择了自己最爱吃的藤椒

口味鲜虾锅底，吃完后前往自助区挑选涮品。“自

助菜品主要是蔬菜和一些丸类，还有饮料和水

果，都不限量，总体来说还是挺值的。”作为一名

火锅爱好者，张泉表示，以前两个人来吃，想多吃

几种涮品但怕浪费，不敢点太多，自助套餐能吃

到很多种类，对消费者而言十分友好。

3 元的自助早餐、15 元的中式炒菜自助、

79元的火锅自助……记者发现，传统自助餐遭

遇冷落的同时，一些餐饮商家以“平价自助”切

入自助餐赛道，通过探索“品类+自助”的模式，

在主营品类的基础上推出自助套餐，吸引消费

者。类似新式自助不仅出现在正餐，面包自

助、甜品自助等也在悄然兴起，自助餐的品类

逐渐细分化。此外，还有很多自助餐品牌瞄准

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下沉市场迅速拓店。

朱丹蓬表示，从传统自助餐到现在“万物

皆可自助”，更多新奇特的品类加入自助餐的

赛道，拓宽了自助餐的范围，对自助餐扩容、

增加客群等方面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新的自

助模式从食材到场景走差异化路线，是餐饮

企业创新的必然之路。“任何模式只有通过不

断升级迭代来满足消费者的最新需求，才能

够长远发展。”朱丹蓬说。

本报讯（记者李国 实习生张煜欣）“贷款

到账了，这下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近日，提

起重庆市璧山区的“人才银行”，重庆科富机

械有限公司法人王俊富赞不绝口。

“在‘人才银行’支持下，我们的技术产业化

得以加快推进，逐渐由汽摩配件转向高速机低

速机关键零部件，如今已与汽摩核心主机厂、区

域内外重点企业等达成合作。”王俊富说。

记者在重庆高新技术人才创新创业服务

港了解到，人才是创新的源泉，也是串联产业

链、创新链的核心要素。然而，人才在创新创

业过程中，常常会遭遇项目投入周期长、资金

紧张、抵押资产不足等痛点、堵点。

“为破解这一难题，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璧山区与华夏银行重庆璧山支行深度合作，

共同建立‘人才银行’。”璧山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人才银行”主要服务经“渝才

荟”认定的人才及相当层次类别的人才，以及

由上述人才担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的企业，帮助其在初创期、成长期顺利

度过创业融资艰难期。

“我们在人才创新创业政务服务‘一港

通’设有科创服务窗口，专为人才个人和人才

企业提供‘人才银行’政策咨询和业务办理服

务。”上述负责人说，“人才银行”还开辟了绿

色通道，精心推出包括人才贷、企业经营贷、

股权投融资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产品。

从事汽车配套行业的王力子承父业，在

他主持下，重庆速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荣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等称号。但受制于传统产业利润较

低、资金缺乏，技术产业化进度相对缓慢。依

托“新重庆人才贷+认股选择权”，他成功获得

华夏银行重庆璧山支行 620万元的融资，且利

率在现行一年期 LPR 基础上优惠 45BP，解决

了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融资难题。

同样得到“资润”的重庆天辰精工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蹇小飞 2019年到璧山创业。在

他主持下，公司近年来已申报 18 项实用新型

专利，在细分领域占有一定优势。随着业务

发展，公司急需流动资金扩大再生产。“人才

银行”知晓情况后，为其提供了 200 万元的信

贷支持，及时满足了企业需要。

“准入门槛低，不用抵押，而且利率也很优

惠，非常感谢‘人才银行’的贴心服务。”蹇小飞

说，有了流动资金的注入，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贷”来“及时雨”，“贷”动新发展。自今

年 6月在重庆市率先成立“人才银行”以来，璧

山区共发放贷款超 3000 万元，不仅为人才创

新创业注入金融活水，也有力支持了一批创

新成果转移转化，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推出人才贷等系列金融产品，帮助企业顺利度过融资艰难期

重庆璧山“人才银行”“资润”初创企业

本报讯（记者陈华）近日，安徽省发展改

革委会同农业农村厅采取多项举措，推动惠

民销售商超与蔬菜生产基地加大产销对接力

度，促进“惠民菜篮子”持续有效运行。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日前联

合印发《“惠民菜篮子”产销对接企业（基地）

名录》，将全省 289 家“惠民菜篮子”商超企业

和 545 家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

纳入目录，及时为各对接主体按需开展市场

化对接提供产销信息。

同时，该省积极引导“惠民菜篮子”商超

与具备对接条件的蔬菜生产基地签订相对稳

定的产销对接协议，通过订单化生产等方式，

建立安全、便捷、稳定的货源渠道，减少流通

环节，降低成本费用，引导蔬菜生产基地根据

市场需求科学安排生产，促进蔬菜产需相对

平衡，保障市场稳定供应。

在地产菜大量上市季节，安徽还将发挥

“惠民菜篮子”平价销售点多面广的渠道作

用，鼓励商超门店增设线上、线下地产菜平价

直销区，进一步加大产销对接力度，帮助蔬菜

生产基地扩大市场销售。

据了解，今年以来，安徽 684家“惠民菜篮

子”商超门店 4次统一启动运行 43天，共销售

“米袋子”“菜篮子”商品 3.7 万吨，让利金额

5571 万元，有效保障了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和

“菜篮子”价格平稳运行。

推动惠民商超与蔬菜生产基地加大产销对接力度

安徽促进“惠民菜篮子”持续有效运行

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蓬莱港公司码头堆放
的风电设备（8月13日摄，无人机照片）。

山东港口蓬莱港是中国北方重要风电设
备作业母港，2022年以来，蓬莱港结合当地海
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需求，确立了打造北方

主要风电设备出口母港和重要海上风电中
转港的目标，逐步形成了涵盖塔筒、叶片、
主机及相关配件的风电产业链全线产品一
站式配舱出海业态。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山东蓬莱打造中国北方
知名风电设备作业母港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近日，海南省科学

技术厅开展创新联合体认定工作，鼓励由行

业龙头骨干企业牵头，整合产业链内上下游

企业，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组成创新

联合体，支撑产业链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助推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根据相关政策，

到 2025 年，海南省将组建创新联合体 10 个

以上。

为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海南省科学

技术厅将对创新联合体组建给予支持，措施

包括支持申报和承担省级科技专项项目，支

持成员单位组建或参与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鼓励培育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体

系，鼓励社会资本利用股权投资和项目投资

等多种形式参与建设，对有融资需求的优先

向金融机构推荐，优先认定为省级众创空间、

孵化器、星创天地，享受相应支持政策等。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工作人员表示，创新联

合体将以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促进成果转

化、承担科技项目等为主要任务，突破一批“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

的重大科学问题，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和战略

性产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带

动海南自贸港创新链与产业链融通发展。

海南鼓励龙头企业
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本报讯（记者徐新星 实习生王昱博）8月

13 日，广州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

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中国粤港澳大湾

区改革创新报告（2024）》。蓝皮书认为，应从

7 个方面着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调

发展，包括完善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提升科技

创新驱动能力、协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

建共享宜居都市圈等。

在提升科技创新驱动能力方面，蓝皮书

建议，应协同强化科技力量，持续加强基础研

究，做好科技信息共通共享，推动前沿共性关

键技术攻关，打造开放型协同创新平台。在

共同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方面，蓝皮书建议，

发挥东莞、佛山、中山、肇庆、惠州制造业优

势，提升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推动数字技术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多方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高质量协调发展

本报北京8月13日电（记者北梦原）中国人民银行今天

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7 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 303.31万亿元，同比增长 6.3%。

贷款方面，前 7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3.53 万亿元。分

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1.25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60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19 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2.5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 8.21 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2146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增加 5946亿元。

存款方面，前 7 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0.66 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增加 8.94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3.23万亿

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4019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2.96万亿元。

同期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显示，前 7 个月，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8.8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22 万亿

元。截至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95.72万亿元，同比增

长 8.2%。

7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6.3%

本报北京8月13日电（记者甘皙）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

显示，截至 8月 13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 1000亿件，

比 2023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 71天，凸显出我国快递市场的繁

荣活跃和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

力与韧性。

据了解，2024 年度第 1000 亿件快递为一件破壁机，从新

疆乌鲁木齐发往昌吉，由菜鸟速递承运，预计 8月 14日送达。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既有量的增

长，更有质的提升，月均业务量超 130 亿件，月均业务收入超

1000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消费需求保持活力，在扩内需、稳增长

系列政策利好下，快递业为服务线上经济发展、促进产品要

素流动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快递业还不断开辟进厂快

递、逆向物流等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获悉，为提升群众看病就医体验，江西省正在积极推进医疗

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工作。目前，该省省直医院

间已基本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力争年底实现省市两级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2025年实现全省范围内医疗机构

检查检验结果共享。

据了解，江西持续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开展“改善就

医感受 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多措并举缩短就诊患者等

候时间；部署开展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工作，明

确互认标准、互认项目及互认规则，完善临床检验和医学影像

质控体系；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和高额异常住院费用核查，持续

规范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和计价收费行为。

此前，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江西基层人工智

能辅助智慧医疗系统上线运行。“全区所有的公立基层医疗机

构和村卫生室已全部上线运行，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设

备实现了应联尽联，快速实现了数据共享。”南昌市红谷滩区

委书记涂晓晖介绍。

江西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本报天津8月13日电（记者王冬梅）记者今天从中国海

油获悉，全球首套 5MW 级海上高温烟气余热发电装置在天

津完成测试，即将在文昌 9-7 油田开发项目中示范应用。这

一突破性成果不仅标志着海上油气田电站在烟气余热利用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更对实现“双碳”目标下的海上油气田绿色

低碳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了解，该余热发电装置利用电站运行产生的高温烟气

余热作为热源，装置中循环流动的有机介质推动膨胀机发电，

可直接将废弃的热能变为清洁的电能。相较于传统烟气的燃

烧排放，加装了高温烟气余热发电装置的电站余热利用潜力

将提升至 60%~70%，能量品质显著提高。

中海油研究总院工程研究设计院机电仪总师安维峥表

示，经测算，该装置投用后余热年发电量可达 0.4亿千瓦时，足

以供应 3 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同时，预计累计节省天然

气消耗约 3亿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0万吨，相当于植

树造林 750万棵。

首套海上高温烟气余热发电装置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