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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复苏已有乐观苗头。在精准疫情防控政策实施背景下，加上消

费券带动，近期居民外出就餐增多，餐饮消费需求持续恢复。然而，细数食品

餐饮企业的热搜，食品安全引发的要占一大半以上。这提醒企业必须守住食

品安全这条底线，先保证消费者吃得放心，再让消费者各取所好。

王 琪作（新华社发）

对过度包装坚决说“不”

守 住 食 品 安 全 这 条 底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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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一哥”海底捞最近连上热搜，先

是上半年财报亏损，让市场惊呼“年轻人抛

弃了海底捞、抛弃了火锅”，接着又因为猪

肚鸡锅底疑似使用预制品，让一众粉丝担

心养生锅底喝了个寂寞。

猪肚鸡锅底受到的质疑，反映了消费

者对预制菜食品安全的担忧。很少有人

愿 意 在 餐 厅 喝 一 锅 有 各 种 添 加 剂 的 汤 ，

可 大 家 也 逐 渐 意 识 到 ，预 制 食 品 已 被 餐

厅广泛使用。其实只要严格遵守国家标

准 ，预 制 食 品 的 安 全 性 基 本 不 会 出 问

题。如果以后海底捞能提前告知哪些是

预 制 ，可 能 消 费 者 就 容 易 接 受 一 些 。 社

交平台上有消费者晒出打包的猪肚鸡料

包，并表示“太爱”这个锅底，证明消费者

不 是 完 全 拒 绝 预 制 ，而 是 不 愿 意 被 蒙 在

鼓里。

亏损代表了某种危险趋势，翻台率下

降，社交平台上吐槽价格贵、服务缩水的帖

子增多，应当引起企业高度重视。但客观

讲，在餐饮行业普遍为上座率发愁的时候，

还期望有上千家门店的海底捞保持高翻台

率不太现实。今年上半年，全国疫情多点

散发，餐饮消费受冲击较大。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今年 3 月份、4 月份、5 月份全国

餐 饮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达 16.4% 、22.7% 、

21.1%。近几个月各地发放上亿元餐饮消

费券，正是为了替行业纾困。

我们此时谈论消费者会不会抛弃海

底捞，其实是在关心整个餐饮行业能不能

重现荣光，毕竟餐饮业是市场主体最集中

的行业之一，关系着很多人的饭碗；谈论

要不要吃海底捞的猪肚鸡，其实是在关心

是否可以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知情

权。众所周知，大品牌的管理标准代表了

行业天花板，海底捞怎么做，对行业具有

示范效应。

餐饮行业复苏已有乐观苗头。在精准

疫情防控政策实施背景下，加上消费券带

动，近期居民外出就餐增多，餐饮消费需求

持续恢复。7 月份，餐饮收入同比降幅比

6 月份收窄 2.5 个百分点。

消费复苏中，年轻人会不会首选海底

捞 不 好 说 ，但 他 们 肯 定 没 有 抛 弃 火 锅 。

美 团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去 年 火 锅 到 店 消

费订单数占总比达 11.3%，仅次于客单价

较 低 的 小 吃 快 餐 ，且 年 涨 幅 达 50.3% ，势

头 旺 得 像 沸 腾 的 牛 油 锅 。 目 前 ，在 大 众

点 评 搜 索 各 地 热 门 餐 厅 排 行 榜 ，前 10 位

里 至 少 有 三 四 家 主 打 火 锅 ，不 仅 海 底 捞

部 分 门 店 再 现 等 位 的 情 形 ，还 多 了 不 少

其 他 的 品 牌 ，有 的 到 晚 上 八 九 点 还 有 几

十桌在等位。

这说明，作为年轻人最热衷的餐饮品

类，火锅江湖没有冷场，只会有人不断上场

和下场。为了抢占其他品牌腾出的市场空

间、吸引爱尝鲜的年轻人，火锅店拼命“卷”

创意。最近流行的火箭鱿鱼、千丝黄喉、韭

菜腰丝等菜品，从形式到口味都比较独特，

还有的火锅店“兼职”甜品店，很符合年轻

人社交加拍照的打卡需求。餐饮企业能不

能让年轻人回来排队，还得看能不能抓住

年轻人的胃，或者更直白些，抓住年轻人的

朋友圈。

在这方面，海底捞有点先发优势：它是

社交属性最强的餐饮品牌之一，“和所有的

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引发粉

丝大合唱，推个新品、发现某个“社牛”“社

恐”的顾客都能上热搜。经常上热搜，代表

企业很受消费者关注。不过，细数食品餐

饮企业的热搜，食品安全引发的要占一大

半以上。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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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于北京落幕的 2022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对于推动

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发展新型贸易方

式，具有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服

务贸易造成一定冲击，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

技术、新业态、新场景，远程服务、非接触经

济等方式得以快速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为特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成为

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赋能服贸产业，正不

断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服务贸易与数字技术应用结

合日益紧密，突破时间、空间与语言的限

制，融合实体与虚拟，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彰显出服贸产业数字化发展新优势。数字

贸易由信息通信技术赋能，以数据流动为

关键牵引，是贸易模式的一种革命性变化，

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创新了服务提供方

式，也极大拓展了贸易的广度和深度。

此前出台的《“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

规划》，顺应了服务贸易日益数字化的趋

势，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

规划，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数字服务

贸易发展的重点和路径。《中国数字贸易发

展报告 2020》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的

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到

2025 年，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超过 4000 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例为 50%

左右。大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模式，已然

成为赋能产业新发展、赢得未来数字竞争

主动权的关键要素。

数字服务贸易还会引领产业纵深发

展，推动产业数字化变革。在国际环境复

杂多变和国内疫情影响下，数字服务贸易

规模快速扩大、重要性持续提升，为产业数

字化变革与企业全球化运营提供了平台与机遇。数字化正重构传

统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而数字服务贸易有效推动了数字新

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交融。例如，数字经济新业态通过激活和链

接经济中的闲散劳动力与资源，贡献了数量更庞大、内容更丰富的

产品和服务。其新营销和消费模式倒逼企业更多地通过数字技

术升级了企业经营流程。

可见，数字服务贸易将逐渐成为独立完善的贸易新形态，加速产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成为数字化贸易的关键

生产要素，能够传递比价格更加多元、更具实效性的市场信息，推动资

源配置方式革新。数据在决定比较优势，乃至决定贸易结构的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有鉴于此，在新形势下，须大力发展数字服

务贸易，加速推动其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第一动力的作用。应利用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

改造，赋能全产业链协同和跨领域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稳

步推进数字技术贸易，积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

标准规范，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数据贸易模式。

综上所述，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形态、未来贸易发

展的新引擎。顺应全球经济数字化趋势，加快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是适

应全球各产业链新兴经济与传统经济市场格局大变化的必然选择，会

成为实现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高端智库
咨询专家）

近期，中消协将针对过度包装
月饼开展大规模社会监督工作，鼓
励广大消费者主动参与监督，可向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提供
线索。每逢中秋节等节假日临近，
往往会有商家推出存在过度包装问
题的食品礼盒，虚高的价格会让消
费者承担高昂的开销，也会造成资
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此，有
关部门应采取法治化手段，日常监
管和重点监管相结合，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及时曝光、形成震慑。同
时，消费者也要树立正确消费观，对
于市场上的过度包装现象，既要坚
决说“不”、拒绝买单，也要能及时主
动举报，坚定履行监督职责。

（时 锋）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

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必然要求。

作为一家同时具备实体企业基因和属

性、拥有数字技术和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

京东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坚

持围绕供应链大力度投入，推进从单点到链

网融合的产业链接，促进整个供应链提质增

效。京东坚持“以实助实”，凭借自身扎实

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数智化社会供应链、创

新的技术服务能力，助力更多企业找到确定

性的增长路径，带动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助推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数 智 供 应 链 打 通 产 业 上 下
游，推动供给侧改革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京东在这方面给出的答案是“数智供应

链”。作为京东集团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的核

心品牌，京东云将京东在供应链领域的能力

解耦出来，以数智供应链能力为实体经济搭

建“云上通道”。这套用数智技术横向联结

生产、流通、服务的各个环节，贯穿供应链

全链条的方法论，有效降低社会成本，提高

社会效率，助力城市、企业客户在数字化转

型中提升韧性。进而推进结构调整，扩大有

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京东云数智供应链解决方案，包括 1 个

数智化基础设施，以及覆盖数智采购、协同

研发、智能制造、全域链接、价值服务、供

应链一体化等全链路的 6 大业务场景。核心

理念是产业联结、数智创新和生态融合。通

过数智供应链建设，企业能够从产业链全局

优化效率，以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同时

联结更多生态伙伴，实现更高效的数字化

转型。

借助京东云数智供应链的反向定制能

力，成功转舵国内市场的新能源园林机械企

业格力博就是个经典案例。疫情期间，原本

主业靠外贸出口的格力博因面临原材料、海

运价格上涨压力，不得不考虑如何转战国内

市场。关键时刻，由京东云、智云天工、常

州移动共同打造的江苏常州“超级虚拟工

厂”，通过对消费端大数据洞察找到市场需

求，帮助格力博一举扭转外销不利局面。

西北国家新区兰州新区，依托京东云数

智供应链，通过构建高效、智能的多式联运

产业平台，带动当地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

业能力补位，实现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

去”，周边国家资源“引进来”。实现了 3 年

产值超千亿元，夯实了其作为国内重要交通

枢纽的地位，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西北

更好地落地。

近年来，深耕传统产业转型、科技创新

的河南鹤壁，在京东云助力下打造智能产业

园，围绕 3C 电子产品等终端产品汇集智造

企业，实现集群发展。

产业 AI 融入实体行业，释放
“数实融合”更多活力

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 AI 正释放更多活

力。因为只有将人工智能大规模、系统性地

融入产业链的全流程，打造产业 AI，才能形

成更领先的产业竞争力。

京东在自有业务中锤炼的 AI 能力，是生

长在智能供应链的“产业 AI”。生于产业，

服务产业，京东产业 AI 将技术能力融入实体

行业，推动数实融合，加速开放共生，带动

产业上下游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17 年，京东全面向技术转型，并喊出

“技术！技术！技术！”的口号。第一个技

术，是解决京东内部大规模人力带来的效率

问题；第二个技术，是组件化、模块化的技

术服务对外输出；第三个技术，则是对前沿

技术进行探索和有秩序地创新。

基于京东业务发展和场景需要衍生出来

的 AI 能力，使得京东云的“产业 AI”更具特

殊性，不仅技术能力成熟，更能够高度适配

产业发展。主要表现为：

京东产业 AI 使决策更智能。以京东零售

智能供应链平台为例，通过京东云对供应链

超级自动化的实践和探索，运用运筹优化、

深度学习等技术，将 AI 能力应用于各供应链

场景，实现了千万级自营 SKU 在供需不确定

场景下的精准预测、智能决策以及高效协

同，采购自动化率达到 85%，并助力京东库

存周转天数降至 30.2 天。

京东产业 AI 使物流更高效。京东物流

投用分布在全国超 25 个城市近 400 辆智能快

递车，成为京东供应链自动化中末端配送

的 重 要 支 撑 力 量 。 在 京 东 物 流 “ 亚 洲 一

号”智能产业园“地狼”仓内，分拣工作

人员与机器人“地狼”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这种“人机 CP”的模式有效提升分拣

效率达 3 倍以上。

京东产业 AI 使服务更有效。京东 AI 商

品营销文案生成目前覆盖 3000 余个三级类

目、人工审核通过率超过 95%、累计生成超

30 亿字。再例如京东云提供技术支持在业内

率先实现全流程协同处理的智能客服系统，

言犀人工智能平台通过“咨询+服务”的交

互模式，可自动化应答 90%的服务咨询。目

前，服务涵盖 23 个场景，拥有 4 层知识体系，

超 3000 个意图和 3000 万个高质量问答知识

点点 ，， 以 及 超以 及 超 4040 个个 RPARPA 能 力能 力 ，， 是 京 东 自 动是 京 东 自 动

化化、、稳定性最高的系统之一稳定性最高的系统之一。。

在言犀人工智能应用平台的技术能力加

持下，京东云以“产业 AI”为基石，助力千

行百业实现数字化发展。以制造业为例，京

东云依托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

终端+弹性算力”模式，助力常州区域实现

企业需求与工厂闲置产能的对接，将闲置产

能及算例有效利用，在增加企业效益的同

时 ， 赋 能 区 域 生 产 产 能 “ 一 网 通 享 ”。 目

前，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功接入常州区

域内 600 余家工厂的 4 万多台设备，并成功

消化 3 亿多元的剩余产能，实现区域内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阶段，加速产业升级、推动

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未来，京东将持续深

耕数智供应链，将产业 AI 更广泛地“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谱写振兴新篇章。

（数据来源：京东集团）

京东云：

数智供应链全面“开花”促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言犀人工智能应用平台支持河北省保定市

12345 市政热线

京东云服务河南鹤壁建立京东（鹤壁）智能制造

产业园，图为智能电源适配器生产流水线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