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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置顶

在李杰看来，直到餐饮业在3月19日恢复堂食之后，街区的商业才算得上完全复活。因
为进店消费，跟打包带走之类的消费，从消费体验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消费体验。据他观察，
其所在街区餐饮业复工后，的确出现了报复性消费，然而，这种“报复性消费”的场景持续的时
间目前还比较短暂。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图

尽管街区的商业完全恢复
了，但各种业态冷暖各异。大多
数的门店，处于门可罗雀的状
态。李杰经常会看到，一些百无
聊赖的店主，搬张凳子坐在门口，
默默地晒太阳；还有一些相邻的
店主，有一搭没一搭地相互闲
聊。据李杰的观察，这些门店中
生意相对较好的，主要是超市、蔬
菜店、水果店等与居民日常生活
密切的行业。

根据2003年“非典”期间的
前鉴，随着疫情的退潮，消费领域
将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种

“报复性的增长”只体现在部分消
费领域。餐饮行业无疑是最可能
出现“报复性增长”的行业。但餐

饮业的“报复性增长”，却也是冷
热不均。

据李杰的观察，其所在街区
餐饮业的报复性消费，出现在两
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即在餐饮
店刚开始营业时。这一时段，因
居民长时间憋在家中，在家常便
饭中忍受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
街头的美食有着不可抑制的渴
望，因而消费需求强劲。他本人
即是如此，这两个月中，胡辣汤、
烩面、串串，是他最想吃的食物。
这些门店刚开业的前几天，早晨
胡辣汤，中午烩面，晚上撸点串
串，几乎成了他们家的常态。

他也询问了一些店主，验证
了他的判断。一家串串店的老板

说，开业后的前几天，生意确实不
错，仅开业第一天的中午，两个小
时内就卖了三四百元；另一家烩
面馆的老板也说，刚开业的前几
天生意的确不错。而所在街区最
大的胡辣汤店，在中午时门口依
旧排了很长的队。

出现报复性消费的第二个时
段，就是在堂食开放之后。3月
22日晚李杰和朋友聚餐时，其所
吃的大盘鸡店生意就相当火爆。
除了店内的桌子坐了人之外，店
主还在店外摆了五六张桌子，都
坐满了人；其中还有一些人站在
马路边等座位。最夸张的是，这
家店外的马路边居然还有五六个
代驾小哥在等活儿。

街区商业恢复之初，出现“报复性”反弹

憋了太久的报复性消费却昙花一现：

人们消费心理还需时间修复
全国1~2月份餐饮收入
同比下降43.1%

“以前同行相见是冤家，现在同行相见
泛泪花。”跟一位烩面馆老板聊天时，李杰
曾经听到这位老板如此自嘲自己的行业。

据这位张姓老板讲，他17岁入职餐饮
行业，15年前有了自己的店，目前这家烩
面馆已经开了8年，以往生意还不错，但没
想到今年遇到疫情，停业了两个月，四五千
元的房租房东一分不少，还有水电费、燃气
费、一个跑堂阿姨的每月工资开支，现在每
天的收入，好的时候才能勉强维持着每天
的支出。“曾跟房东商量过减免房租问题，
但房东说还有房贷要还，没办法，我跟一个
打杂的阿姨商量，现在困难，工资能否由每
月4000元转为每天50元，她没同意，就让
她辞职。这样我们可以省点钱。”

张先生的烩面馆不仅卖烩面，还卖面
条、米线、麻辣烫、黄焖米饭、饺子等，与周
边的小饭馆相比，他的饭馆生意还算不
错。这得益于他自己本人就是厨师，做饭
技术过硬，饭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口皆碑，
因此有不少的回头客。

“我这还算好点的，只要干着不会赔多
少钱。你看旁边这些饭店，基本没有啥人，
注定是连房租都赚不过来了。”这位张老板
说。

像他们这种情况，或是整个餐饮业的
缩影。3月16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
示，1~2月份餐饮收入4194亿元，同比下
降43.1%，呈断崖式下降。全国餐饮市场
降幅高于整个消费市场22.6个百分点，成
为疫情影响的重灾区。而对于像张姓老板
这样的小餐饮店来说，或许更难。由于是
街边店、夫妻店，虽说成本支出较低，但是
缺乏品牌和成本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可能
性更大。

餐饮企业需要踏踏实实的帮扶
针对餐饮业严重滑坡的局面，各地都

采取了很多救市措施。比如多地领导干部
带头进餐馆用餐、工会发放普惠制防疫慰
问购物券，有的地方甚至出台文件要求地
方政府工作人员参观消费不低于多少钱。
这些措施对提振消费信心、增加消费能力、
打通消费渠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李杰发现，还有一些地方的帮扶政策
作用并不大，有的甚至是“隔靴搔痒”、“不着
边际”。比如多地出台了减免租金政策，但
这针对的只是国有资产范围，而餐饮业房东
九成左右都是私人房主，很难实现。再比如
有的地方要减免税收，但这项扶持政策要建
立在营业、赢利基础之上，处于亏损状态下
的餐饮业难以享受到减免政策。

李杰认为，这些餐饮企业要想渡过难
关，除了餐饮店铺自身的努力（比如调整经
营策略或经营品种，开设更时髦的营销模
式）外，还需要政府部门做一些踏踏实实的
帮扶。比如延缓半年征收2019年度企业
所得税，同时免收2020年餐饮企业所得
税；免缴2020年残疾人保障金、工会经费
等；地方政府对属地餐饮业给予水电费补
贴，减少各种市政和地域性收费等。“这些
措施是事关整个街区商业复活乃至郑州商
业复活的重要因素，希望相关部门慎重考
虑一下。”

然而，好景不长，李杰发现，
这种“报复性消费”的场景持续的
时间比较短暂，且报复性消费的
主力指向比较明确。就拿第一个
时段而言，店铺的火爆场景只持
续了三四天，旋即就恢复到冷清
状态。以那家以往生意不错的串
串香店来说，其生意也只火爆了
三四天，随后便归于冷清状态，日
营业额还不如开业当天中午两个
小时的收入。直到开放堂食之
后，生意才见好转。

而且，李杰还发现，即便在这
两个“报复性消费”时段内，各个
门店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象。
其中只有胡辣汤店、烩面馆、串串
香店、大盘鸡店等较为特色的门
店出现了“报复性消费”，而不少
毫无特色的店面则生意冷清。就
拿他22日晚的观察来说，与大盘
鸡店的火爆程度相比，其中不少
规模中等的门店只有一桌两桌的
客人，还有一些根本没有客人。

而往年周末时间，这一片的饭店
门前都摆满了桌椅，食客能喧嚷
到晚上十一二点。

李杰分析，之所以会出现报
复性消费持续时间不长且指向比
较明确，这跟人们在疫情下的消
费心理发生了变化有关。因疫情
尚未结束，风险仍旧不能排除，人
们对餐饮店厨房环境、就餐环境
及餐饮从业人员健康等问题存在
不同程度的顾虑，存在着“能不出
去吃饭就尽量不出去”的心态，这
样做一则可降低感染的风险，二
则可享受家庭自制美食之乐；即
便抵御不了饭店美食的诱惑，出
去吃饭时选择性更强了，选择特
点比较突出而又难以自制的则相
对居多了，而特点并不突出的自
然被抛弃了。此外，疫情对不少
人的收入造成了影响，尤其是预
期收入，这会减少疫情结束后的
人们消费热情。并且这次疫情让
不少人认识到了存款的重要性，

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因而
有人说“不要报复性消费，而要报
复性存款”，可体现人们心态的一
种变化。

事实上，李杰观察到，人们所
担心的就餐环境风险在不少中小
餐馆中的确存在。不少餐馆并没
有严格按照《关于有序开放餐饮
企业堂食服务的通知》中的要求
去做，进店不扫码，不测体温，餐
桌间距还按老样子摆放（按要求
餐桌间距不小于1米），两人或数
人肩并肩面对面的并不少见（按
要求方形桌单人单桌，长形桌隔
座同向相坐；圆形桌隔位相坐，面
对面距离不少于1米），这加重了
人们的担心。“店面就那么大，如
果严格按照要求执行，饭店不但
人手不足，而且店内也坐不了几
个人，商家自然不愿按要求去
做。”李杰说，堂食开放后，他去一
家小烩面馆吃过一次烩面之后，
再也不敢出去吃了。

报复性消费昙花一现背后，人们的消费心理改变了

冷暖各异的街头店铺

新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