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砥砺前行 拥抱未来
中国连锁餐饮企业资本之路系列报告2022



项目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餐饮专业委员会

编辑组成员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王洪涛 常务副秘书长

孙工贺 主任

王汭妲 主任

普华永道： 马玉婷 交易战略与运营咨询合伙人

黄笑临 交易咨询估值服务合伙人

陈如奕 审计部合伙人

彭 超 税务部合伙人

感谢杨帆、吉莉、马丽君、江智超、韩旭、孙晨、胡君儒、严子翘、时婷对此次报告的贡献。



目录

前言

1. 行业整体情况

2. 餐饮行业一二级市场动态

3. 餐饮食材供应链行业一二级市场动态

4. 税务实务建议

5. 结语

6. 附录

联系我们

4

6

13

30

48

50

52

56



受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中国餐饮行业处

于震荡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

中国餐饮行业收入较2019年同比下降约

15%，2021年行业迅速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达约4.7万亿元，而到了2022年上半年，行

业收入同比下滑近8%，身处其中的餐饮企

业也经历了压力测试。在过去的两年多，

餐饮企业展现了极强的韧性，他们通过各

类举措（如：提高线上销售比例、打造更

灵活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优化终端门店模

型和服务流程、推出零售产品等）提升运

营能力，更有不少企业在危机中寻找新的

增长机会。餐饮行业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

刚需行业，在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居民

消费水平增长的宏观趋势下，行业的长期

发展仍然值得期待。而经历了疫情考验的

连锁餐饮企业，已全方位实现了内功升级，

将更有机会把握住市场的发展机会。

过去一年也是餐饮企业寻求上市或融资的

高峰，3家餐饮企业于2021年登陆港股，超

过10家餐饮企业提交上市申请，一级市场

投融资活动达到历史高位后有所降温，但

依然保持一定的活跃度。

在此背景下，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普华永

道联合，连续第二年对中国连锁餐饮企业

的资本之路进行追踪与研究，立足资本市

场视角，旨在剖析餐饮行业一二级资本市

场发展动向，为广大行业参与者提供参考。

本报告在第一期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扩

充。首先，结合发达国家餐饮行业发展历

程，分析餐饮行业长期发展的底层逻辑，

同时基于疫情带来的变化，分析后疫情时

代中国餐饮行业的中长期趋势。其次，扩

充了餐饮上市公司研究样本至30家上市及

拟上市企业，继续追踪其业绩和市值表现，

同时紧跟餐饮行业投融资动向。再次，餐

饮行业的发展带动着产业链上游的迭代，

形成了涵盖餐饮、食品工业、供应链服务

和互联网平台等各类企业的生态圈。本报

告也新增了对餐饮食材供应链企业的研究，

选取了近20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二级

市场业绩表现，并同时紧跟一级市场投融

资动态。最后，报告提出了针对餐饮企业

的税务实务建议，延续了去年在财务、内

控管理领域的经验分享。

最终，我们希望本次研究成果能够为餐饮

企业在后疫情时代的稳健可持续发展提供

借鉴。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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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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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餐饮行业自2020

年至今受疫情影响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餐饮行业收入较2019年

同比下降约15%；2021年有所回升，恢复至2019

年的水平约4.7万亿元；但2022年上半年又出现

了同比约8%的下滑。

并且，与其他居民基本生活相关的消费品行业相

比，餐饮行业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2022年上半年基本生活类消费行业中，餐饮、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和化妆品出现同比下滑，且餐

饮是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行业。这主要归因于餐

饮行业本身重线下消费体验、行业小微型企业多

等特点。

中国餐饮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2016-2022年6月，万亿人民币）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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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来看，餐饮行业规模与经济体量显著

正相关。参考美国和韩国餐饮行业在经济下行期

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后，餐饮行业规模出现下滑，随着经济的逐步恢

复，餐饮行业规模和增速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

2021年我国餐饮行业已经展现了更强的韧性，迅

速恢复到疫情前规模，相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经济社会逐步恢复，我国餐饮业也将复苏。

长期来看，作为民生刚需行业，我国餐饮业前景仍然可观

从行业层面来看，2021年我国人均每年餐饮支出

约50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接近3倍，与日本和韩

国的差距接近2倍，在城镇化进程、居民收入水

平提升、家庭小型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未来存在

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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