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安徽餐

饮业延续了稳步发展

的势头，资本运作整

体合理有效，截止到

上半年，按照国家统

计局调整的新口径，

全国餐饮收入9595亿

元，增长17.1%。而我

省第一季度累计实现

餐饮收入就达到11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6%。对于我省餐

饮企业来说，大企业

的龙头作用也愈发明

显。

那 么 从 2010 安

徽餐饮企业50强的名

单之中，我们又能读

到哪些信息，从中是

否能解读出中国未来

经济发展的方向呢？

叶然 记者 谈正民/文

连锁经营成就餐饮强企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仅仅依靠一两

家店面单打独斗，显然已难做大做强。在

此次50强榜单中，营业额排在榜单前列

的无一不是连锁经营企业，其中快餐企业

门店数最高达到60多家，中餐企业门店

数最高的也达到19家。部分餐饮企业的

直营店已经走出了合肥，走出了安徽。

从企业规模上来说，安徽餐饮业总

体规模尚显不足。50强企业中，过亿的

企业有6家，5000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

的企业有8家，3000万元到5000万元额

企业有13家。这个数字对于安徽总量达

30万的餐饮企业来说，依然有很大的潜

力需要挖掘，要想真正做大做强，连锁化

经营，走标准化之路是餐饮企业必须要迈

出的一步。

合肥领先安徽餐饮发展
从区域分布来看，此次50强榜单中，

合肥占总量的60%，达到30家，前十强中

合肥有8家。

合肥市的30家企业，不仅数量上为全

省之首，在装潢档次、餐具质量、菜肴水平、

服务质量上都为全省餐饮企业树立了榜

样。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除合肥外的

其他地市没有一家在安徽餐饮50强企业

超过3家，显然各地市在餐饮的发展上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50强”看皖餐饮发展趋势

民营企业领军安徽餐饮

2010 安徽餐饮企业 50 强全是民营企

业，可以说是“民营餐饮方阵”的集体亮相，

是安徽30万家餐饮企业和餐饮经营户中涌

现的排头兵。这些餐饮企业绝大多数是本

土餐饮企业，江浙投资的餐饮企业仅5家。

本土的老店焕发新生机的同时，外来投

资及本土投资的新店，则带来了新的元素，

安徽餐饮业逐渐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多种经营在餐饮企业蓬勃发展的今天，

已日益成为业界共识。本次50强名单中，

除少数纯中餐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均多种经

营，多元化的投资取向和经营方式大大增强

了企业实力，也使得企业的效益显著增长。

部分企业开始向上游延伸产业链，拥有

自己的种植养殖基地，既扩展了自己的经营

范围，又保证了自己产品的品质。其他很多

企业则在经营范围上采取更加多元的方式，

在做餐饮的同时兼顾客房的经营，或者既做

中餐也经营快餐，另外则有一些企业投资浴

场、歌厅或者商贸。位居安徽餐饮50强之

首的蜀王集团，除经营火锅外，对中餐和快

餐均有经营。近年崛起的肥西老母鸡，在主

营的快餐之外，涉足养殖、农家乐、食品加工

等多个领域，形成独具风格的产业化之路。

民营企业领军安徽餐饮

多业态发展延伸产业价值

如今的王仁和米线，已不再是小吃，而

是已登堂入室，成了合肥餐饮的一张名片。

王仁和米线在合肥的直营和加盟店就

达到30余家，经过多年的耕耘，“走出去”成

了今天王仁和最大的心愿，“我们内功已经

练得很好了，企业的各方面架构也做得很

不错，产业链也比较完善。现在对于我们

来说，在外地开店可以说是零风险，我们完

全有信心可以走出去，而且肯定能走好！”

“芜湖王仁和米线已开业两个多月，经

营十分理想，马鞍山的店面也将开业。在

南京的项目中已有一个在装修，另两个正

在谈。”餐饮年会的第二天，王仁和又马不

停蹄地奔赴杭州考察。

“提到米线，云南的过桥米线最有名，

现在我们的米线跟云南的相比毫不逊色，

不久后，我们就要将王仁和米线开到米线

的故乡云南去。”

在这个憨厚的农民身上，还有着更大

的抱负与期望：“目前华东最大的米线生产

基地正在建设中，王仁和米线餐饮店五年

发展战略已经明确，我们致力于将安徽王

仁和米线连锁品牌发扬光大，将王仁和米

线打造成‘中国第一米线品牌’！”

我们拭目以待，在不远的将来，“王仁

和米线”能够做大做强，做到全球有华人的

地方就有王仁和米线。

小米线闯出大市场

站在记者眼前的王

仁和，除了魁梧的身材，

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并

没有商人那一脸的精明，

倒是一身农民的憨厚。

如今提起他一手打造的

王仁和米线，在合肥可以

说是无人不知，然而他并

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裹

足不前，刚出席完第二届

餐饮年会，王仁和又马不

停蹄地赶赴杭州、南京等

地考察，“打造中国第一

米线品牌”成了王仁和现

在最大的心愿。

叶然 记者谈正民/文

1994年，全国粮食大丰收，但堆积如山

的稻谷却只能卖几毛钱一斤，甚至卖不出

去。当时的王仁和，是肥西县的一名普通

农民，怀着农民特有的视粮食为生命的信

仰，让他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在考察了多个城市后，王仁和发现，米

线是大米深加工的绝好途径，且市场上还

没有米线形式的中式快餐店。从此，王仁

和潜心研究，在前人手工制作米线的基础

上自创了一种新的制作工艺，创造出了劲

道爽滑的王仁和米线。

可是当时合肥的百姓并没有吃米线的

习惯，产品卖不出去，成了王仁和创业至今

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新的小吃，王仁

和开始踩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推销自己的

米线。王仁和采取了免费送米线的方式，

向一个区域几家店中生意最差的一家免费

送米线，等到顾客接受了米线，周边没有米

线的商家也急切地寻找米线。

王仁和米线逐渐打开了市场，然而更

令王仁和感到得意的是2002年到2006年

期间，王仁和开始免费为下岗职工提供制

作米线培训，“投资 1000元就能在外面摆

摊，做凉皮米线小吃，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摊

点一年能赚好几万元。”这项举措一方面解

决了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一

段时间后，合肥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卖凉皮

米线的小车，米线在合肥拥有了极其广泛

的群众基础。

踩着三轮车改变合肥饮食习惯

“有华人的地方就要有王仁和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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