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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餐饮业发展速度迅猛，餐饮

收入几乎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到 2016 年全年我国餐饮收入达到人

民币 35,799 亿元。作为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厦门，餐饮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餐饮消费行为的急剧改变，以及国内外知名餐

饮品牌的纷纷进入，给厦门餐饮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作为厦门餐饮企业如何

应对这些挑战，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通过不断地优化企业经营模式，

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是厦门餐饮业业主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学界值得研究

的问题。 

本文在对经营模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厦门餐饮连锁企业为研究对象，以

餐饮企业经营模式的优化为研究内容，选取厦门临家闽南菜酒楼为案例，运用介

观商务模型的研究框架，详细分析该酒楼在面临平台环境、顶板环境、客户环境、

伙伴环境及内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该企业所采取的经营模式和竞争策略，对于厦

门地区的餐饮连锁企业的经营优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认为，厦门餐饮连

锁企业若要实现经营模式优化，必须解决如下两个方面问题。第一，通过互联网

营销手段改善客户体验，来解决“客户引流”问题；第二，通过员工股权激励的

经营策略，解决“留住员工”问题。 

 

关键字：餐饮业；连锁经营；经营模式；股权激励；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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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China's catering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China's catering industry revenue reached RMB 3,579 billion in 

2016. As the same, Xiamen's catering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it's happened that develop rapidly in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great change in 

consumption behavior. More and more foreign brands have joined in the market in 

Xiamen. How to face all these challenges and how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for the local 

restaurant in Xiamen? The Xiamen's enterprises have to improve their business model. 

It's worth to be researched in academia.  

As research object, the business model in Xiamen's restaurant has been studied by 

the author with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business model for the Xiamen's restaurants, the author has 

surveyed the marketing environment of the Xiamen's catering industry. Through 

experience summary from these excellent enterprises in Xiamen, the author has found 

the answer for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It has to solve the two problems of staff 

turnover and customer attraction. First, the Xiamen's restaurants need to use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for capture more customers. Second, it is the best way to retain and motivate 

employees of starting-up the employee stock incentive system. It i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operation of Xiamen catering industry in this paper 

Keywords ： Catering industry; Chain business; Business model; Equity 

incentiv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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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1.1.1 研究背景 

2006 年对于中国餐饮业来讲意义非凡，国家统计局对于连锁餐饮进行多个方

面指标的统计工作，在各地市和各省份启动连锁餐饮统计年鉴的编撰工作。也正

是 2006 年，我国的餐饮消费全年零售额达到 10345.5 亿元，首次达到万亿元级别。

近年来在互联网潮流推动下，我国餐饮行业主流消费群体和消费习惯变化巨大，

大众消费快速成为我国餐饮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大众消费所占比例达到 80%以

上，餐饮消费行为也随之发生改变。2016 年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背景下，全

国餐饮收入实现 35779 亿元，同比增加 10.8%，限额以上单位的餐饮收入额为 9213

亿元，同比增长 6.0%
[1] 

。如下表所示，从 2006 年以来我国餐饮业收入几乎每年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图 1-1 2005 年-2016 年全国餐饮收入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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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010 年较 2009 年全国餐饮收入出现小幅负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计口径的变化，将住宿业和

餐饮业分拆，因此单从餐饮业收入来看还是保持增长势态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整理  ( 单位：亿元 )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餐饮企业连锁经营模式优化研究 —— 以临家闽南菜酒楼为例 

第 9 页 共 57 页 

 

表 1-1 2005 年-2016 年全国餐饮收入表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收入金额 10346 12352 15404 17998 17636 20635 23448 25392 27860 32310 35799 

增长率 16.4% 19.4% 24.7% 16.8% -2.0% 17.0% 13.6% 8.3% 9.7% 16.0% 10.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整理数据  ( 单位：亿元 )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餐饮业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水平，近

年来在餐饮业竞争加剧、成本普遍上涨的形势下，厦门传统餐饮企业普遍陷入发

展瓶颈，2014 年至 2016 年的全市餐饮业收入增幅分别为 5.5%、9.5%、7.5%，低

于全国两位数的增长率水平。厦门地区餐饮连锁企业，面对急剧变化的消费者市

场、成本上涨、员工流失等挑战，如何合理善用互联网营销工具，满足消费者的

情景式消费，如何优化经营模式，提高综合竞争能力，改善经营局面，是摆在每

个餐饮企业眼前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1.1.2 研究对象 

本文以厦门地区餐饮企业为研究对象，调研对象涵盖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在

厦门市工商系统登记的餐饮经营许可范围的企业法人。餐饮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正

餐和西餐等提供餐厅和餐饮服务，此次研究对象不涉及饮料店、纯餐饮外卖企业、

酒店内部餐厅。研究对象以厦门知名餐饮企业为主要调研对象，涉及抽样调查的

厦门餐饮企业对象为 131 家，其中以具有代表性的厦门临家闽南菜酒楼为重点案

例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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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以餐饮连锁经营模式如何实现优化为研究内容，结合厦门餐饮企业经营

问题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介观商务模型的研究框架，以厦门临家闽南菜酒楼为

具体案例，具体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1）厦门餐饮连锁企业经营现状； 

（2）厦门餐饮连锁企业现阶段遇到的经营难点； 

（3）厦门餐饮连锁企业如何实现经营模式的优化。 

从而找到厦门餐饮企业如何实现连锁经营模式的优化路径和方法，改善厦门

餐饮企业的经营局面，实现厦门餐饮业的可持续发展。 

1.2.2 研究意义 

连锁经营模式的优化，有利于企业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有

效提升企业生产、营销、管理的各方面经营能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改善经营

局面，实现企业良性、健康的发展。本文研究的厦门餐饮连锁企业经营模式优化

策略，对于厦门餐饮连锁企业改善经营思路、提升经营效率，提高竞争优势、获

得市场份额，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从学术研究角度上看，一方面，鉴于连锁经营模式在学界的理论研究较多，

聚焦在具体优化手段的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实操借鉴意义；另

一方面，餐饮行业在厦门地区的研究文献较少，以连锁经营模式优化为研究内容

的课题研究更是一个空白，因此，本文对厦门餐饮连锁企业的经营模式优化研究，

对厦门餐饮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补充。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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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1.3.1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本文通过收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研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累计达到 500 篇以

上书籍文章，包括中国优秀硕士论文超过 300 篇，涉及文献主题包括“餐饮业”、

“连锁经营”、“体验营销”、“互联网营销”、“股权激励”等，深入研究分析学界

有关连锁经营模式的学说理论研究，归纳连锁经营的主要学术观点，并查阅大量

实操案例，收集具体优化手段，作为本文研究课题的起点； 

（2） 抽样调研法 

为研究符合厦门餐饮业界的实际情况，本文作者通过设计网络调研问卷的方

式，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间组织了对厦门餐饮企业的抽样调查，收集 160 个餐饮

连锁企业的调研问卷，除去重复填写、无效问卷 29 份，实现有效问卷 131 份。通

过数据透视表交叉分析，归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经营发展难点（详见：

附录一：厦门餐饮企业调查报告）； 

（3） 专家评价法 

抽样调研中收集的 131 份有效问卷，问卷填写者均为企业创始人或具有多年

管理经验的管理层，131 份答卷实质代表了 131 位餐饮行业实操专家的意见。集中

收集了 131 个专家对“股权开放”、“体验设计”、“销售策略”三个方面具体操作

举措的经验评价，获得不同具体优化举措的效果优先排序，进行数据分析归纳普

遍性采取的经营模式优化的手段； 

（4） 案例分析法 

本文选择厦门临家闽南菜酒楼作为案例调研对象，作为厦门传统酒楼成功转型的

代表，在门店数量和经营规模上均具有一定的厦门餐饮企业代表性，同时厦门临

家闽南菜酒楼经营的菜系为本地菜，也对厦门餐饮业具有一定的反映性。本文作

者深入到企业日常经营中实地考察，对董事长、总经理、区域总监、代表店长、

行政总厨等关键管理岗位进行访谈，收集企业实施的主要政策和经营数据，进行

详细的案例分析研究（详见：附录二：厦门餐饮企业访谈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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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论文框架 

如图所示，本文研究框架从研究课题的定义开始，到国内外文献资料的综合

整理和理论基础的相关概念界定，到研究对象厦门餐饮企业的行业数据准备，重

点运用介观商务模型对厦门临家闽南菜酒楼进行案例深入展开分析，之后归纳厦

门餐饮企业经营模式的优化举措，形成结论和建议。 

图 1-2 研究框架图 

 

研究课题定义 

文献研究准备 

厦门行业调研 

找到问题 

介观商务模型 – 临家案例分析 

环境分析 经营模式 优化举措 成效验证 

厦门餐饮企业 – 经营模式优化建议 

股权结构优化 体验设计优化 销售策略优化 
 

总结 

企业阶段划分 优化举措归纳 阶段运用策略 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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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国外有关连锁经营的研究 

由于连锁经营模式早在 1859 年的美国已经出现，国外学界对连锁经营模式的

研究也历较长时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连锁经营的流通理论体系、发展可行性

分析、标准化方法论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国外对连锁经营模式的系统性研究应追溯到 1987 年，Brickley，

J.A.,Dark,F.H.在《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发表文

章提出连锁经营的实质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生产理论在流通领域的运

用，实现了商业流通的系统性和规模化，从而达到经营灵活与规模效益的统一[2] ；

Anne Marie Doherty 从物流成本的角度分析对连锁经营是流通领域专业化分工理

论的有力补充，通过物流配送中心规模化运作的基本功能和经济效益实证，提出

物流是连锁经营模式中信息流、现金流、商流运转的基础系统[3] ； 

（2）关于连锁经营中特许经营的授权理论研究，Pajiv.P.Dant, Audhesh 

K.Paswan 和 John Stanworth 在 1996 年对特许授权的所有权转向理论进行分析，

提出特许连锁经营是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短期性行为，并非稳固

的利益共同体，在特许授权不再稀缺时，授权人会为了长期发展利益而趋向于选

择更传统的成长策略[4] 。连锁经营模式的发展前景和可行性分析也成为众多学者的

重要研究领域，1998 年 Stanworth、Purdy、Price 通过实例论证特许经营的失败

率低于传统小商业，认为特许经营在全球范围内将长期持续扩张发展，但 Bate 在

1995 的研究指出特许经营的发展已饱和[5] ； 

（3）连锁经营在国外餐饮业的发展较早，尤其是现代快餐业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管理理论，这得益于国际大型快餐连锁品牌的实积累，包括肯德基、麦当劳、

星巴克等知名企业，连锁门店遍及全球、数以万计的规模，形成了系统、完善的

标准化运作体系，Cillian C. Hopkinson 对国际快餐连锁经营的发展历程、产品

研发、经营管理等进行了全面说明
[6] 
。总之,国外学术界对现代快餐业的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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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了系统、全面地研究，以标准化和工业化为核心方法论，从餐厅选址到招募、

运营到促销、生产到服务等都有标准手册。 

2.1.2 国内有关连锁经营的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企业开始实践连锁经营模式，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2001 年任薇君在《连锁经营：中国零售业的发展策略》中提出我国零售行业发展

应当积极运用连锁经营模式，才能在与国际品牌竞争中生存发展
[7] 

。2002 年郑文

全发表《连锁经营的竞争力》一文，则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通过交易费用经济

学和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诠释连锁经营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行为主

体积极性，从而解决流通领域追求规模经济问题
[8] 

。 

（1）2003 年贺昆所著《从零开始:连锁经营的运作与管理》，则是我国学界首

次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连锁经营运作原理，从管理学角度对连锁经营模式的流程

再造、资源共享、市场共生进行效应分析，阐述连锁经营实质上是现代化分工原

理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成功运用
[9] 
；贺昆在书中也从物流成本角度分析，对商品配

送中心的基本功能和经济效益加以论证，强调了建立现代物流管理体系对发展连

锁经营模式的重要性，说明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是实施连锁经营的基础前提，得到

国内许多学者支持，学界也发表了诸多关于连锁经营中物流配送相关文章； 

（2）由于连锁经营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餐饮行业实践连锁经营模式也是近

些年的事情，关于我国餐饮连锁经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分析层面，理论论证

也较少。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资料的检索，累积阅读超过 500 篇关

于“餐饮连锁经营”的优秀硕士论文和专业期刊文章，归纳如下：理论研究主要

集中在连锁经营三种主流模式的比较分析上，包括朱鹏《餐饮企业连锁经营研究》

[10] 
、顾大宇《我国餐饮企业连锁经营研究》

[11] 
等论文；优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

资源、物流配送两个领域，优化方向总体停留在运营标准化、品牌多元化两个方

法论，对于其他领域的优化策略几乎是空白。 

本文认为餐饮连锁经营模式的研究，一方面要提高到经营模式层面，通过介

观商务模型分析制定企业连锁经营模式；另一方面要延生到优化方法层面，结合

股权激励、体验设计、互联网营销工具，制定有效优化手段。本文选择厦门餐饮

业为研究对象，也是对学界在餐饮连锁经营方面区域实证研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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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相关概念界定 

（1）餐饮业 

有关餐饮业的定义，我国的国家行业分类注释与欧美行业标准有一定的不同，

欧美行业标准对餐饮业的定义指向服务机构，提供食物和服务的从业主体，定义

宽泛，而我国的标准定义指向从事食物的一系列活动范畴。本文认为在互联网的

推动下，餐饮业的定义和外延已经发生一定的改变，尤其是外卖行业对固定产生

的要求降低，个人创业者也可以在互联网出售食品，以及烘焙店等新业态的大量

出现。本人偏向于将欧美标准和我国国家行业标准进行融合和补充，将餐饮业定

义为以商业赢利为目的个人或机构，组织食物的生产、销售、服务，向消费者提

供食物的行业。 

表 2-1 餐饮业定义 

 分类法 定义 

欧美标准 《标准行业分类法》 餐饮业是指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餐饮服务机构 

中国标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 一 2002) 

餐饮业是指在一定场所，对食物进行现场烹饪、调

制，并出售给顾客主要供现场消费的服务活动 

笔者 本文界定 餐饮业是以商业赢利为目的个人或机构，组织食物

的生产、销售、服务，向消费者提供食物的行业 

数据来源：笔者收集文献整理 

 

在统计局 2008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中，将餐饮业分为旅游饭店、餐

厅、自助餐和快餐业、冷饮业、摊贩五个大类，再将餐厅细分为中西餐
[12] 

。从消

费特点可以分为高档型餐饮市场、便利型大众餐饮市场、气氛型餐饮市场三种类

型。本文认为目前餐饮消费行为和服务业态已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分类方法并不

能完整反映餐饮业现状。比如：旅游饭店的餐厅与酒店饭店本身越来越独立，客

人更多的面向酒店外部顾客，酒店的餐厅也不再是餐饮业高档次代表。本文建议

取消旅游饭店单列项，融入为餐厅类；冷饮业的字面也不能涵盖咖啡等热饮，同

时烘焙店开门率高，成为大众日常消费习惯，但在标准五大类的细分中无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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