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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招股章程其他章節呈列與我們經營所在行業有關的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源
自我們委託獨立行業顧問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摘錄自弗若斯特
沙利文報告的資料不應視為投資於發售股份的依據或弗若斯特沙利文對於本公司任何證
券價值或投資本公司可取性的意見。我們相信該等資料及統計數字的來源為有關資料及
統計數字的適當來源，並已合理謹慎地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及統計數字。我們並無理由相
信該等資料及統計數字屬虛假或含誤導成分，或已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及統計數
字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含誤導成分。董事經作出合理查詢及採取審慎措施後確認，
自刊發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或任何其他報告日期以來，市場資料並無可能導致本節資料
受限制、互相抵觸或受到影響的不利變動。有關資料及統計數字並未經我們、保薦人、
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包銷商或參與全球發售的任何其
他各方或其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僱員、顧問或代理獨立核實，且上述各方亦不對該
等資料及統計數字的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閣下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
及統計數字。除非另有說明，本節所載市場及行業資料與數據均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1)

中國餐飲業

中國餐飲業的市場規模在過往數年穩定增長，由2014年的人民幣28,926億元增加至2019年的
人民幣46,721億元，此期間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0.1%。中國餐飲業有巨大的發展機會，2019

年的人均食物開支約為每日人民幣16.4元，而美國則為每日人民幣102.6元。儘管中國餐飲
業於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影響，但預期行業會復甦並持續強勁增長，由2019年至
2024年以約7.2%的複合年增長率增至人民幣66,136億元，主要由家庭開支上升、城市化率提
高、外賣服務增長強勁及中國市場的數字化平台及科技發展所帶動。

中國的餐廳可按經營模式分類為自營連鎖餐廳、加盟店及非連鎖餐廳。自營連鎖餐廳為多間
在不同地點以相同品牌經營並共享企業擁有權的餐廳。加盟店為品牌擁有人向第三方運營

(1) 編製及使用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合約金額為70,000美元，我們認為該等費用與市場價格一致。弗若斯特
沙利文為一家獨立的全球諮詢公司，於1961年在紐約創立。在編纂及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
特沙利文採納了下列假設：(i)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很可能保持穩定增長；(ii)中國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很
可能於預測期間保持穩定；及(iii)日益蓬勃的宏觀經濟、城市化進程加快及家庭開支增加等市場驅動因素
很可能帶動中國餐飲業增長。

弗若斯特沙利文已對第一手資料進行詳盡的研究，當中涉及與領先的行業參與者及行業專家討論行業狀
況。弗若斯特沙利文亦已對第二手資料進行研究，當中涉及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其自有研究數
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已自過往數據分析對宏觀經濟數據以及特定相關行業驅動因素進行繪製而獲

得預期市場規模總額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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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授出特許經營權以收取費用或許可費的餐廳，第三方運營商有權使用餐飲品牌及模式。
非連鎖餐廳為單一獨立的餐廳。自營連鎖餐廳的增長速度最快，2014年至2019年的複合年增
長率為12.3%，並預期於2019年至2024年繼續以最快的速度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9.1%，主
要由於自營連鎖餐廳品牌一般有較穩健的資本狀況及較高的品牌知名度，能更好地控制食
品安全並提供優質的食品及服務。然而，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市場比較，中國餐飲業處於早
期發展階段，且中餐較難被標準化。因此，連鎖餐廳在中國的滲透率較低，特別是在低線
城市的滲透率較低，於2019年，每一百萬人中僅有約332間連鎖餐廳，而美國則有約891間。
由此可見，連鎖餐廳在中國的增長空間巨大。於2019年，中國的自營及加盟連鎖餐廳市場
僅佔中國餐飲業的19.6%，遠低於美國的73.8%。下表載列中國餐飲業按經營模式細分的市
場規模。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總計 2,892.6 3,231.0 3,579.9 3,964.4 4,271.6 4,672.1 4,166.9 4,706.4 5,324.6 5,950.8 6,613.6
自營連鎖 116.6 133.2 150.7 170.2 186.6 207.9 191.6 219.5 252.5 286.4 321.5
加盟 424.1 478.4 534.3 595.8 644.7 709.3 645.2 729.7 828.6 927.8 1,028.0
非連鎖 2,351.9 2,619.4 2,894.9 3,198.4 3,440.3 3,754.9 3,330.1 3,757.2 4,243.5 4,736.6 5,264.1

2,892.6 3,231.0 3,579.9 3,964.4 4,271.6 4,672.1 4,166.9 4,706.4
5,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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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餐飲業的規模(1)，按經營模式細分，2014年至2024年（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14年至

19年）

複合年
增長率
（19年至
24年（估計））

10.1% 7.2%
12.3% 9.1%
10.8% 7.7%
9.8% 7.0%

(1) 按收入計算。
來源：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按服務類型，中國餐飲業一般可分類為快餐、休閒餐飲、正式餐廳及其他。快餐包括提供
快餐及標準化食物的餐廳，只有少量或完全沒有堂食服務且用餐環境簡單。休閒餐飲指提
供少量餐桌服務的餐廳。正式餐廳一般指傳統餐廳，由侍應提供周到的餐桌服務。於2014

年至2019年，快餐及休閒餐飲細分市場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1.4%及11.6%，較中國整體餐
飲業增長更快，也是所有餐廳分類中增長最快的細分市場，並預期於2019年至2024年分別
以8.3%及7.9%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快速增長。下表載列中國餐飲業按服務類型細分的市場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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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總計 2,892.6 3,231.0 3,579.9 3,964.4 4,271.6 4,672.1 4,166.9 4,706.4 5,324.6 5,950.8 6,613.6

快餐 622.8 707.7 795.2 891.7 968.8 1,069.2 982.4 1,116.4 1,273.8 1,429.4 1,590.8

休閒餐飲 306.3 349.0 393.0 441.6 480.3 530.9 471.4 534.8 617.7 695.7 776.1

正式餐廳 1,704.3 1,891.4 2,084.3 2,296.9 2,466.7 2,688.2 2,372.3 2,670.0 3,010.4 3,359.1 3,732.8

其他 259.2 282.9 307.4 334.2 355.8 383.8 340.8 385.2 422.7 466.6 513.9

2,892.6 3,231.0 3,579.9 3,964.4 4,271.6 4,672.1
4,166.9

4,706.4
5,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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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餐飲業的規模(1)，按服務類型細分，2014年至2024年（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14年
至19年）

複合年
增長率
（19年至

24年（估計））

10.1% 7.2%

11.4% 8.3%

11.6% 7.9%

9.5% 6.8%

8.2% 6.0%

(1) 按收入計算。
來源：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餐飲業也可以按菜式分為三個細分市場，即中餐、西餐及其他菜式。中餐市場佔中國
餐飲業的比重最大，2019年的市場份額為79.4%。中餐的市場規模由2014年的人民幣23,863億
元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37,108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2%，並預期由2019年至2024年以複合
年增長率6.5%增至人民幣50,732億元。西餐為迅速增長的細分市場，由2014年的人民幣3,889

億元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7,11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2.8%，並預期以複合年增長率9.0%於
2024年增至人民幣10,960億元。下表載列中國餐飲業按菜式細分的市場規模。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總計 2,892.6 3,231.0 3,579.9 3,964.4 4,271.6 4,672.1 4,166.9 4,706.4 5,324.6 5,950.8 6,613.6

中餐 2,386.3 2,644.6 2,907.6 3,195.4 3,418.7 3,710.8 3,281.4 3,683.6 4,136.5 4,593.0 5,073.2

西餐 388.9 448.0 510.0 578.9 636.3 711.2 650.6 745.2 859.4 974.8 1,096.0

其他 117.4 138.4 162.3 190.1 216.6 250.1 234.9 277.6 328.7 383.0 444.4

2,892.6 3,231.0 3,579.9 3,964.4 4,271.6 4,672.1
4,166.9

4,706.4
5,324.6

5,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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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餐飲業的規模(1)，按菜式類型細分，2014年至2024年（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14年
至19年）

複合年
增長率
（19年至

24年（估計））

10.1% 7.2%

9.2% 6.5%

12.8% 9.0%

16.3% 12.2%

(1) 按收入計算。
來源：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快餐細分市場

快餐細分市場是中國餐飲業中增長最快的餐廳服務類型之一，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於2019

年，中國每一百萬人中僅有約503間快餐餐廳，而美國則有約1,035間。隨著快餐細分市場
迅速增長，其在中國整體餐飲業的佔比不斷增加，由2014年的約21.5%增加至2019年的約
22.9%，並預期於2024年達到24.1%。受城市化水平提高及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及快速方便的快
餐的需求增加所帶動，快餐細分市場由2014年的人民幣6,228億元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10,692



– 119 –

892227 \ (Project Home) 15. 行業概覽 \ 30/08/2020 \ M22

行 業 概 覽

億元，並預期於2024年增加至人民幣15,908億元。於2019年至2024年，預期西餐以複合年增
長率8.7%增長，而中餐將以複合年增長率8.2%增長。於2019年，西餐佔中國快餐市場規模的
25.5%，而中餐則佔70.7%。下表載列中國快餐按菜式細分的市場規模。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總計 622.8 707.7 795.2 891.7 968.8 1,069.2 982.4 1,116.4 1,273.8 1,429.4 1,590.8

中餐 442.7 502.9 564.8 632.8 686.7 755.7 689.8 784.3 895.4 1,005.2 1,119.2

西餐 153.8 175.8 198.7 224.0 244.7 272.9 255.1 290.0 330.9 371.4 413.4

其他 26.3 29.0 31.7 34.9 37.4 40.6 37.5 42.1 47.5 52.8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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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8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人
民
幣
十
億
元

中國快餐市場規模(1)，2014年至2024年（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14年
至19年）

複合年
增長率
（19年至

24年（估計））

11.4% 8.3%

11.3% 8.2%

12.2% 8.7%

9.1% 7.5%

(1) 按收入計算。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休閒餐飲細分市場

休閒餐飲細分市場在2014年至2019年是中國餐飲業中增長最快的餐廳服務類型，其於整體
市場的佔比不斷增加，由2014年的約10.6%增加至2019年的約11.4%，並預期於2024年增至約
11.7%。休閒餐飲的細分市場規模由2014年的人民幣3,063億元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5,309億
元，並預期於2024年增至人民幣7,761億元，主要受中國人口的消費升級及高品質用餐體驗
更受重視所帶動。於2019年，西餐佔中國休閒餐飲市場規模的50.7%，而中餐的市場份額則
為43.8%。於2019年至2024年，預期西餐及中餐均以複合年增長率7.9%增長。下表載列中國
休閒餐飲於所示期間按菜式細分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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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23年
（估計）

2024年
（估計）

總計 306.3 349.0 393.0 441.6 480.3 530.9 471.4 534.8 617.7 695.7 776.1

中餐 133.6 152.4 171.7 193.1 210.1 232.3 205.8 233.9 270.5 304.2 340.1

西餐 155.5 177.1 199.4 224.0 243.6 269.2 239.6 271.4 313.2 353.3 393.4

其他 17.2 19.5 21.9 24.5 26.6 29.4 26.0 29.5 34.0 38.2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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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休閒餐飲市場規模(1)，2014年至2024年（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14年
至19年）

複合年
增長率
（19年至

24年（估計））

11.6% 7.9%

11.7% 7.9%

11.6% 7.9%

11.3% 7.7%

(1) 按收入計算。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的餐飲外賣服務市場

就 交 易 總 值(1)而 言，中 國 的 餐 飲 外 賣 服 務 市 場 於 過 去 數 年 迅 速 增 長，由2014年 的 人 民 幣
1,424億元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5,968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3.2%，於2019年佔中國餐飲業的
12.8%。中國餐飲外賣服務市場的交易金額預計將在2024年增加近一倍至人民幣12,700億元。
餐飲外賣於中國迅速增長主要受線上餐飲外賣平台及應用程序日趨普及，以及年輕一代的
動態生活方式及用餐喜好改變所帶動。

肯德基及必勝客等連鎖餐廳為中國首批提供外賣服務的餐廳之一，他們能建立自有的數字
化平台或應用程序並提供適合外賣的菜式。受益於率先進入外賣服務領域，外送銷售額佔
肯德基及必勝客總銷售額的比重較高。由於外賣服務的需求增加，更多餐廳尋求進入外賣
服務市場，補充他們現有的堂食服務。但因為缺乏自有的外賣平台，這些餐廳主要依靠美
團及餓了麼等第三方外賣平台。

餐飲外賣服務市場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影響的可能性較低，這是由於疫情期間顧客
更願意訂購食物外賣而非堂食。預期具備強大外賣能力與平台以及外賣服務收入貢獻比重
高的餐廳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影響較小。

中國咖啡市場

中國咖啡市場正在迅速增長。中國咖啡市場的零售銷售收入（指咖啡產品經所有渠道售出的
零售額）由2014年的人民幣223億元增至2019年的人民幣688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5.3%。儘
管增長迅速，但與美國及韓國相比，中國咖啡市場的滲透率嚴重不足。於2019年，中國每

(1) 指顧客使用食物外賣服務的已付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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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僅消耗7.1杯咖啡，而美國及韓國則分別消耗390.7杯及353.0杯。受中國消費升級、新
銷售模式的發展及咖啡飲用的習慣形成所帶動，預期中國咖啡市場將由2019年以複合年增
長率24.5%增至2024年的人民幣2,058億元。

咖啡產品主要在咖啡店、超市及線上平台等零售渠道出售。咖啡店在中國的市場規模（指咖
啡店的總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144億元迅速增長至2019年的人民幣500億元，複合年增長
率為28.3%，這是由於咖啡飲用的習慣在中國逐漸形成。展望未來，預期中國咖啡店市場將
於2019年至2024年以26.1%的複合年增長率增至2024年的人民幣1,595億元。

競爭格局

中國餐飲業

中國餐飲業高度分散，以2019年的系統銷售額計算，前五大公司的市場份額少於5%。於2019

年底，中國餐飲業約有650萬至700萬家公司。以2019年的系統銷售額計算，百勝中國為最大
的餐廳公司，其市場份額為1.4%。於2019年底，百勝中國在中國有9,200間餐廳。中國餐飲
業的其他主要公司大部分為知名跨國公司或本地餐飲品牌。下表載列2019年中國前五大餐
飲企業的若干資料。

排名 公司 公司介紹 系統銷售額
（人民幣十億元） 市場份額(%) 年底前的餐廳數目

1 百勝中國 本集團 67.6(1) 1.4% 9,200

2 公司A 於1990年代進駐中國的跨國快餐品牌，
主要專注於漢堡。 29.0 0.6% ~3,300

3 公司B 於1994年成立的本地中餐品牌，主要專注於火鍋。 23.4 0.5% ~700

4 公司C 於1990年代末進駐中國的跨國連鎖咖啡品牌，
主要專注於咖啡。 20.3 0.4% ~4,300

5 公司D 於2003年在中國成立的本地快餐品牌，
主要專注於漢堡。 10.7 0.2% ~2,600

中國餐飲業前五大公司的排名及市場份額，2019年

(1) 百勝中國的系統銷售額包括全部餐廳（不論所屬權）的業績。有關系統銷售額的定義的詳情請參閱「詞彙」，
系統銷售額包括經營我們品牌的本公司自營餐廳、加盟店及聯營合營餐廳的銷售額，不包括未基於銷售額
收取特許權使用費的非本公司自營餐廳銷售額。加盟店及聯營合營餐廳的銷售額不被納入合併利潤表的公
司餐廳收入；但加盟費收入被納入本公司收入。由於系統銷售額已把所有收入驅動因素、本公司及加盟店
的同店銷售額以及淨店舖增長納入考慮，對投資者有用，可作為衡量業務整體實力的重要指標。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的快餐市場

美國快餐市場前十大公司以2019年的系統銷售額計算合共佔39%市場份額，與其比較，中
國的快餐市場高度分散，前十大公司以2019年的系統銷售額計算的市場份額為約11.3%。於
2019年底，中國的快餐市場約有300萬至350萬家公司。以2019年系統銷售額（包括加盟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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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餐廳的銷售額）計算，肯德基為中國最大的快餐品牌，市場份額約為4.9%。肯德基於中
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包括多家西式快餐公司。下表載列2019年中國前十大快餐品牌的若干資
料。

排名 公司 公司介紹 系統銷售額
（人民幣十億元）

市場份額
(%)

年底的
餐廳數目

菜式

1 百勝中國（肯德基） 本集團 52.2(1) 4.9% 6,534 西餐

2 公司A 於1990年代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漢堡。 29.0 2.7% ~3,300 西餐

3 公司D 於2003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漢堡。 10.7 1.0% ~2,600 西餐

4 公司E 於2000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漢堡。 9.9 0.9% ~10,000 西餐

5 公司F 於2005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漢堡。 5.4 0.5% ~1,300 西餐

6 公司G 於2003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雞湯。 3.4 0.3% ~700 中餐

7 公司H 於1990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蒸品。 3.2 0.3% ~700 中餐

8 公司I 於1995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中式早餐。 2.6 0.2% ~400 中餐

9 公司J 於1992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日式丼飯。 2.5 0.2% ~600 其他

10 公司K 於1996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日本拉麵。 2.3 0.2% ~800 其他

中國快餐市場前十大公司的排名及市場份額，2019年

(1) 肯德基系統銷售額反映全部餐廳（不論所屬權）的業績。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中國餐飲業前五大公司
的排名及市場份額，2019年」附註。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中國的休閒餐飲市場

以2019年系統銷售額計算，中國的休閒餐飲細分市場前十大公司的市場份額約為4.7%，比
中國的快餐市場更為分散。於2019年底，中國的休閒餐飲市場約有75萬至78萬家公司。以
2019年系統銷售額計算，必勝客為中國最大的休閒餐飲品牌，市場份額為2.7%，以2019年
餐廳數目計算亦為最大的休閒餐飲品牌。必勝客的主要競爭對手包括西式休閒餐飲品牌以
及其他本地休閒餐飲品牌。以2019年系統銷售額計算，黃記煌為中國第二大的休閒餐飲品
牌，市場份額為0.5%，以2019年餐廳數目計算亦為第二大的休閒餐飲品牌。下表載列2019年
中國前十大休閒餐飲品牌的若干資料。

中國的休閒餐飲市場前十大公司的排名及市場份額，2019年

排名 公司 公司介紹 系統銷售額
（人民幣十億元）

市場份額
(%) 年底的餐廳數目 菜式

1 百勝中國（必勝客） 本集團 14.5(1) 2.7% 2,281 西餐

2 百勝中國（黃記煌） 本集團 2.5 0.5% ~640 中餐

3 公司M 於1993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牛排。 1.7 0.3% ~380 西餐

4 公司N 於2003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
意大利菜。

1.5 0.3% ~330 西餐

5 公司O 於1998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點心。. 1.1 0.2% ~110 中餐

6 公司P 於2003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披薩。 0.8 0.2% ~220 西餐

7 公司Q 於2006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披薩。 0.8 0.1% ~60 西餐

8 公司R 於1999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沙拉及
三明治。

0.7 0.1% ~120 其他

9 公司S 於1993年成立的本地品牌，主要專注於牛排。 0.7 0.1% ~170 西餐

10 公司T 於1997年進駐中國的跨國品牌，主要專注於披薩。 0.7 0.1% ~270 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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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勝客系統銷售額反映全部餐廳（不論所屬權）的業績。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中國餐飲業前五大公司
的排名及市場份額，2019年」附註。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市場驅動因素及趨勢

以下為中國快餐及休閒餐飲細分市場的主要驅動因素。

‧ 可支配收入、消費及城市化水平提高。在過往數年，由於城市居民尋求改善生活
方式並增加外出用餐，使用於餐廳膳食的支出增長強勁。可支配收入增加及城市
化水平提高亦是促進餐廳膳食的支出增長的因素。尤其是，消費力強的中產階級
持續壯大，預期將帶動中國餐飲業發展。

‧ 快速的生活節奏。中國年輕一代的生活節奏變得越來越快，尤其是城市居民。預
期將帶動快餐、休閒餐飲細分市場以及外賣服務的消費。

‧ 食品安全及優質食材。中國的大型連鎖餐廳有更全面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及供應
鏈，使他們能確保食物的品質穩定。由於中國居民積極尋求消費升級並更重視食
物品質、健康食材及養生，預期市場將對於食品安全方面有良好聲譽並能提供健
康的膳食選擇的快餐及休閒餐飲品牌有更大需求。

‧ 更佳的用餐體驗。隨著中國消費升級，在餐桌服務、食物品質、用餐環境及菜單
與用餐概念創新方面，顧客尋求更佳的用餐體驗。預期可提供舒適用餐環境及創
新食品或概念的餐廳將吸引更多顧客。

以下為中國的快餐及休閒餐飲細分市場的主要市場趨勢。

‧ 科技升級及數字化。餐廳業務逐步增強科技應用及數字化，在重塑用餐體驗及餐
廳經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該等科技升級包括面向消費者的應用程式（例如移動和
數字點餐及支付能力、經技術提升的市場推廣及會員計劃及自助點餐機）以及後勤
創新（如科技驅動的供應鏈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

‧ 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由於餐廳採用科技及建立數字化平台，他們可收集並分析顧
客行為數據以推出具針對性的市場推廣活動，增加客戶黏性及提升品牌忠誠度。
例如，部分餐廳能追踪不同菜式的受歡迎程度以精簡他們的菜單，向顧客提供人
工智能支持的菜單建議並為特定顧客提供優惠券及折扣。人工智能亦使部分餐廳
優化他們的經營及成本效益，例如智能存貨管理及食物外賣。大部分大型連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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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實行會員計劃以增加對顧客點餐模式及口味喜好的理解。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本公司擁有逾2.4億會員，會員人數約為中國第二大會員計劃的三倍，及約為第三
大會員計劃的四倍。

‧ 餐飲外賣。隨著手機的普及且中國消費者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加繁忙，預期消費者
對餐飲外賣的需求將持續增長，尤其是中國的快餐及休閒餐飲細分市場。預期可
於堂食及外賣之間創造協同效應、提供快捷方便的餐飲外賣服務及於中國擁有高
滲透率的餐廳可受益於此趨勢。此外，預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對可提供餐
飲外賣服務的餐廳造成的影響較小。

‧ 行業整合。中國餐飲業及連鎖餐廳市場高度分散，有許多中小型的區域性公司。
以2019年的系統銷售額計算，中國前五大公司僅佔中國餐飲業市場份額3.2%，而
美國則為11.5%。市場分散的特性為規模較大的公司提供機會以整合擁有強大增長
潛力的品牌並取得更高的市場份額。

‧ 食品安全。中國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將變得更為嚴格。例如，於2019年12月1日修
訂及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經修訂實施條例」）。經修訂
實施條例推出額外的監管措施，包括隨機監督檢查、經完善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
舉報及獎勵制度、嚴重違反食品安全的食品生產者及經營者的黑名單制度以及違
規處罰。

進入門檻及挑戰

儘管經營及管理一家餐廳可能並無重大進入門檻，但要成為大型連鎖餐廳品牌卻有重大的
進入門檻及挑戰，包括以下各項：

‧ 維持增長及可觀的經濟效益的能力。隨著連鎖餐廳開設更多門店並擴大規模，要
維持整體及單店的增長速度並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會變得更難。開設新餐廳需要
大量資金投資、管理監督及人力資源。擁有龐大餐廳網絡的大型連鎖餐廳一般不
能維持與規模較小的連鎖餐廳相同的增長率。此外，連鎖餐廳可能會發現他們難
以確保每家新餐廳都可獲得高客流量及營業額並成功避免其自營餐廳之間的相互
競爭。由於在取得收支平衡或現金回收期前需要初始資本支出以開設餐廳及提升
餐廳銷售，許多連鎖餐廳可能會發現他們難以在快速增長的同時維持健康的經營
現金流量。

‧ 維持標準化及監管合規的能力。隨著連鎖餐廳的規模擴大，要確保所有餐廳門店
進行標準化經營則變得更難，尤其是在食品品質、衛生及服務質量方面。管理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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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並有更多員工的餐廳網絡且確保所有餐廳門店及員工遵守多個司法權區的法律
及法規變得更加困難。

‧ 科技投資。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重塑傳統用餐體驗並改變連鎖餐廳的經營方式。
投資於科技基礎建設並採用新科技提供獨特用餐體驗的連鎖餐廳可為顧客提升方
便程度並精簡業務，以降低成本並取得規模效益。

‧ 供應鏈管理。許多大型連鎖餐廳未必能夠管理他們的供應鏈以確保可按優惠價格
隨時自合格供應商購買新鮮及高品質的食材及其他原材料，並確保所需數量能及
時送達其位於不同地區的所有餐廳。新市場參與者的主要進入門檻是缺乏管理大
型業務的供應鏈並維持成本效益的豐富經驗。

原材料及勞工成本

食材、包裝及消耗品等原材料成本對中國一般餐廳而言是主要的成本項目。肯德基及必勝
客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家禽、牛肉、豬肉、蔬菜、魚類製品及奶類製品。食品價格指數由2014
年的103.1逐漸增加至2019年的121.0。一般而言，家禽、牛肉、蔬菜及魚類製品於中國的價
格趨勢相對符合食品價格指數走勢。奶類製品的食品價格指數由2014年的108.5略增至2019
年的110.6。豬肉於中國的食品價格指數由2014年的92.2增加至2016年的119.9，於2018年降低
至88.3，於2019年再次上升至184.9。下表載列中國餐廳主要原材料的價格趨勢。

食品價格指數

食品原料的食品價格指數（中國），2014年至2019年

(2013年=100)
食品的消費物價指數 牛肉 豬肉 蔬菜 魚類製品 家禽 奶類製品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食品的消費物價指數 103.1 105.5 110.4 108.8 110.8 121.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牛肉 104.4 103.4 102.1 100.9 105.8 129.8
豬肉 92.2 100.4 119.9 103.1 88.3 184.9
蔬菜 98.5 103.0 110.2 105.3 109.1 110.3

魚類製品 103.1 105.6 109.2 114.6 117.5 117.2

家禽 104.4 105.8 105.3 101.9 109.7 124.3
奶類製品 108.5 107.3 107.2 107.3 108.9 110.6

來源：農業部、弗若斯特沙利文

與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相符，中國餐飲業員工的年薪於2014年至2019年穩定增加，並預期隨
著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上升而增加。因經濟發展、可支配收入及消費物價指數增加以及
通脹，預期人工成本將持續增加。下表載列中國餐飲業員工於所示期間的平均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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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餐飲業員工的平均年薪，2014年至2019年

平均年薪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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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增長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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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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