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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盈：八年“烹”出上市公司

创女时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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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拍摄美食视频起家，将企业做出了近30亿港元的估值，“80

后”女生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事业——

实体零售业迈开“云”步伐
打造数字平台 开展线上卖货 运用智慧管理系统

■ 刘福娟 杨继云

近期，饮食内容及生活品牌日日煮（Day-
DayCook）宣布，与美国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签订协议进行合并，将在纳斯达克上市。

时间回到2012年，日日煮成立于香港，创
始人是一位“80后”女生朱嘉盈。朱嘉盈曾就
职于香港上海汇丰私人银行投资管理部，是一
位不折不扣的投行人。更早之前，她毕业于华
盛顿大学金融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嘉盈
开始在网站上分享自己制作的美食视频，没想
到收获了不少粉丝。彼时，美食制作通常还是
以图文的方式呈现，短视频的东风还未起，但
朱嘉盈决心一试，日日煮的故事就此开始。

成立8年，日日煮已经从短视频分享网
站，成长为一个美食生活品牌——她教人做
饭，顺便也卖起了各类食品，将“美食”做成一
门赚钱的生意。从拍摄美食视频起家，朱嘉盈
将日日煮做出了近30亿港元的估值。

行动派辞职创业

朱嘉盈祖籍潮州，出生于香港，是家里姐
妹三人中最小的孩子。早年到美国念书，她喜
欢炒股，甚至为了攒钱买股票利用假期在餐馆
打小时工。后来她如愿毕业于华盛顿大学金
融专业，进入了金融行业。

“我从小喜欢做两件事，第一是金融，第二
是美食。”朱嘉盈有一对热爱并喜欢分享美食
的父母，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她的厨艺也很
精湛。在国外读书生活的日子，下厨成了朱嘉
盈生活的一部分。

24岁那年，朱嘉盈回到香港，进入香港上
海汇丰私人银行投资管理部，负责大中华区的
证券研究。这一份工作收入稳定且丰厚，令人
艳羡。但未婚夫的一个举动，改变了她的职业
生涯——2011年，在朱嘉盈30岁生日的时
候，未婚夫送给她一个食谱分享网站——日日
煮DayDayCook。

此时的日日煮于朱嘉盈而言，更像是她解
压的港湾。每个周末，她都会抽出一整天的时
间，买菜、研究食谱、制作拍摄、上传分享……
2012年，朱嘉盈在日日煮网站上传了第一支
自制美食视频，与朋友分享下厨的乐趣。

虽然是爱好，但朱嘉盈在制作美食图文内
容的时候，对图片质量和文字都要求很高。很
快，朱嘉盈获得众多朋友的转发和点赞，在日
日煮平台上，朱嘉盈收获了一众粉丝。

在和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朱嘉盈发现，虽
然大家知道外卖不健康，但依旧不愿意自己做
饭。商业嗅觉敏锐的她，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可以把日日煮做成一个鼓励年轻人享受
烹饪的网站。于是，得到父母的支持后，她决
定辞职创业。

2012年底，行动派朱嘉盈拿出自己的积
蓄，在香港中环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开始创
业。其间，在朋友的介绍下，朱嘉盈认识了从
香港理工大学MBA毕业的云南姑娘汪小筱，
并说服她加入公司，成为日日煮联合创始人。

2013年年初，朱嘉盈开通了YouTube频
道。这意味着，日日煮正式开辟了官网以外的传
播渠道。那时，朱嘉盈团队已经开始制作短视
频，每条时间控制在3～5分钟，一集推出一道菜。

他们的努力吸引了前来寻求商业合作的
企业，李锦记等多家食品品牌和家电品牌把新
媒体广告业务交给了日日煮。在日日煮正式
运营18个月的时候，公司达到了收支平衡，日
日煮也慢慢成为香港市场占有率第一位的美
食生活互联网品牌。

进军内地市场

但朱嘉盈发现香港市场还是太小。当时

有投资人建议她去开辟国外市场，但她十分看
好内地市场，原因是内地的“80后”“90后”一
代已经长大，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追求。摆在朱
嘉盈面前的困难很多，比如她的英文好过广东
话，广东话好过普通话，用普通话和用户交流，
担心不能很精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2015年，朱嘉盈下定决心进入内地市场，
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她迅速推进视频团队
的本地化，继续将内容做得有趣实用。朱嘉盈
幸运地赶上了短视频的风口。很快，日日煮在
优酷、土豆、爱奇艺、腾讯和乐视等平台上收获
了一波粉丝。优酷、爱奇艺等平台还给日日煮
提供了不少线下资源，比如东方航空，以及北
京、广州等30多个城市的地铁站都有日日煮
视频内容的长期播放。

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从美食短视频起家的
日日煮也能做成一家上市公司。成立8年来，
日日煮已经制作分享了超过5000条美食食谱
视频，并且新近已跟美国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签署协议进行合并，将会以DDC新
股票代号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Day-
DayCook现有的管理团队将在交易完成后，
继续经营合并后的新公司，估值约3.77亿美
元（折合约29亿港元）。

八年获得多轮融资

将爱好做成一门生意，朱嘉盈实现了大多
数女生的梦想。那么，日日煮靠什么撑起一家
上市公司？

官网显示，日日煮不止于每天拍拍美食短
视频，而且是一个美食生活方式品牌，构建了
以特色内容电商、美食生活体验馆等为业务的
品牌生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为美食生活领
域内容创业者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日日煮旗下品牌DDCTV定位为国内“最
好看”的精品内容频道场，24小时针对不同场
景产出多种美食栏目。小煮集市是日日煮
2016年上线的电商业务。商品涵盖果蔬生
鲜、优选美食、饮料冲调、品质餐厨、美妆个护、
家居日用等。

2019年，朱嘉盈团队发现，日日煮平台的
流量正在被抖音、快手等综合内容平台瓜分，
不能只做垂直内容，于是她决定转变公司的策
略定位——一个以内容驱动DTC的消费品公
司。

其实在之前的两三年里，日日煮团队也在
不断尝试，比如打造账号矩阵，孵化内容。这
一阶段，日日煮在RTE（速食）和RTC（快速烹
饪）两大领域推出多款独家产品，包括“捞!超
有饭系列”“自热火锅系列”“名厨功夫菜”“植
物肉自热捞饭”等系列产品，累计开发SKU
（产品品类）超100种，目前已上线抖音、快
手、天猫、京东等平台，主要瞄准一、二线城市
年轻女性消费者和注重生活品质的美食爱好
者。

2017年起，日日煮落地线下渠道，先后在
上海、广州、武汉开设3家线下美食生活体验
馆。线上线下双线开展业务的模式，对于朱嘉
盈和团队来说，算是一个挑战。如何将线上粉
丝转化为线下流量并且让消费者买单增加营
收，是摆在日日煮面前的一个难关。

日日煮的模式还是收获了投资市场的肯
定。截至目前，日日煮已经获得了至少7轮融
资。回想8年前，当朱嘉盈放弃百万年薪的金
融高管职位投身创业时，她内心有过一段挣
扎。“当时如果我继续做金融，职业生涯是可以
预见的，但如果我没有做日日煮，之后有别人
做成功了，我一定会后悔。”

如今，日日煮即将上市，从8年前一个美
食短视频平台成长为一家消费品公司，背后正
是中国新消费大时代强势崛起。

■ 彭训文

近年来，面对电商冲击和消费者购买习惯
变化，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传统
商超、商场、百货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如推出
社区团购小程序、开展直播带货或者线上卖
货、运用数字化管理系统提升全渠道经营效率
等，取得明显成效。专家表示，实体零售业应
将数字技术、业务和经营管理进行深度融合，
围绕消费者创新增长模式，重构整体价值链和
生态体系。

加快数字化转型

上海市民黄女士平时喜欢网购，不过她近
来有一个新发现——离家不远的大润发杨浦
店购物体验不错。在店里，家电、纺织品、生
鲜、快消品等各类商品摆放有序，货架变低了，
灯光更适宜。通过“云货架”屏幕能筛选商品，
了解价格、功能等商品详情，还可以扫码购
买。在结算处，她可以选择自助结账机，将商
品条码对准扫码口，逐次扫码商品，然后进行
线上支付。

上海杨浦店是老牌零售企业大润发近年
来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我们店是大润发
2017年决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门店，疫情
大大推进了转型步伐。”大润发杨浦店店长程
东介绍说，以水果为例，线下陈列比较有限，但
线上可提供100多种，通过销量数据还能不断
对商品进行淘汰升级。目前，该店每天通过大
润发优鲜APP等下单的数量近5000单，较疫
情发生前增长了1倍。

实体零售分为百货店、大型综合商场、超
级市场、便利店等多种业态。作为国民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零售业与人们生活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实体零售业为何要向数字化转型？一方
面原因来自其自身遇到的发展瓶颈。随着电
子商务兴起和消费者购物方式变化，品类齐

全、物美价廉的实体零售业优势逐渐减弱，转
型成为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疫情对实体零售
业造成巨大冲击。出于疫情防控需要，顾客外
出购物频次大幅减少，众多实体门店客流下滑
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
2020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3.1%，但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
分别下降9.8%、5.4%和1.4%。

“在疫情冲击下，实体零售企业数字化转
型和拓展全渠道的决心更加坚定。”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秘书长彭建真说。

“云购物”成为关键词

“以前刚做导购时，就是摆弄一下衣
服。现在每天除了上班，还需要直播卖货、搭
配货品。”在北京银泰百货一家运动品牌店做
导购工作的陈女士十分忙碌。直播活动中，
凭着对运动品牌的较深了解和个性化搭配，
她在多个直播平台吸引了不少粉丝。现在门
店为陈女士和其他直播导购设立了直播间，
还采购了补光灯、场景道具等专业器材，进一
步提升了直播效果，不仅线上订单增加，还导
流到线下门店。

为满足顾客对快递时效的需求，银泰百货
还在北京、杭州等全国26个城市的近50家门
店推出“定时达”服务。顾客通过线上下单，在
门店5公里范围内，快递员最快1小时将商品
送达，5至20公里内半日或次日送达，这项服
务受到很多顾客欢迎。

为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全场景销售服务，
正成为很多实体零售企业的共识。中国百货
商业协会今年初发布一份针对全国67家百货
和购物中心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以直播带
货、社交媒体线上营销和小程序商城为主要形
式的“云购物”，成为去年实体零售业的关键
词。数据显示，96%的受访企业已开展线上营
销或销售渠道业务，其中进行直播营销卖货的
达84%、搭建数字化商城的占76%、建立社群

营销和卖货的占64%。
“防疫期间，数字化对实体商场的带动效

果非常明显。”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杨青
松认为，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宣传，实体零售企
业扩大了知名度，不仅增加了到店客流、提升
了交易额，还与顾客形成长期互动关系，使企
业有望通过优化服务将普通消费者转变为忠
诚顾客。

智能化管理提高效率

“以前，当多个线上渠道的订单涌来时，超
市工作人员必须登录多个拣货后台、多头操
作，不仅流程烦琐，拣货时间长，订单出问题的
概率也很高。”江西九江联盛易佳数科公司总
裁黄远华管理着50多家联盛超市门店。近年
来，联盛超市通过自建数字化销售平台“易佳
购”，并上线京东到家、美团、饿了么等多个平
台，推进多渠道业务。在线上订单量增加的同
时，门店也出现了全渠道履约和运营能力不足
等痛点。

引入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系统，成为提升
企业经营效率的新选择。去年4月，联盛超市
试点引入达达集团研发的海博系统。黄远华
说，通过不断探索和优化，企业目前在商品管
理、会员运营、营销推广等方面的数字化能力
大大提升，管理更规范，也降低了运营和履约
成本。以拣货为例，现在工作人员只需要通过
一个系统就能快速完成多个线上渠道的订单
拣货、商品复核，且误差率很低。

为进一步促进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国务院
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
业消费的意见》提出，支持线下经营实体加快
新理念、新技术、新设计改造提升，向场景化、
体验式、互动性、综合型消费场所转型。对零
售百货业说，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业务与经营
管理需进行深度融合。

专家表示，零售百货企业应坚定数字化方
向，利用平台工具提升实体店铺的服务能力，

形成稳定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人群；利用
多种技术手段形成沉浸式数字体验新环境，巩
固线下服务和体验优势。同时，零售企业还应
针对疫情影响，进一步优化供应链、提升物流
效率，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 汪子旭

据国家知识产权
局9月20日消息，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2021年全球创新
指数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中国排
名第 12 位，较 2020
年上升2位。中国自
2013年起，全球创新
指数排名连续9年稳
步上升，上升势头强
劲。

《报告》高度评价
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
的进步，并强调了政
府决策和激励措施对
于促进创新的重要
性。从创新投入看，
中国的贸易、竞争和
市场规模、知识型工
人等2项大类指标均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国内产业多元化、全
球研发公司前三位平
均支出、产业集群发
展情况、资本形成总
额在GDP中的占比
等细分指标排名靠
前。这表明中国在促
进产学研合作，发展
特色产业，做实做强
做优实体经济等方面
采取了更多措施，为
企业创新发展营造了
更好的环境。

从创新产出看，
中国的优势集中在无
形资产、知识的创造、
知识的影响。其中，
本国人专利、商标申
请，创意产品出口在
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等
细分指标均实现全球
领先。2021年，知识
传播这一大类指标进
步明显，特别是知识产权收入在贸易总额
中的占比这一细分指标持续进步，表明中
国正逐步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
创造大国转变。

《报告》还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巨大影响的情况下，2020年，许多国家和
地区的政府及企业加大了创新投入，科技
产出、研发支出、知识产权申请和风险资本
交易等创新指标持续增长，表现出强烈的
韧性。其中，在研发支出方面，全球研发支
出最高的企业资金投入同比增长10%，近
60%的研发支出密集型企业资金投入同比
增长；在风险资本交易方面，全球风险资本
交易量同比增长5.8%，超过了过去10年
的平均增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表
示，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表明，尽管新冠肺
炎疫情对生活和生计造成了巨大影响，但
许多部门都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特别是那
些注重数字化、技术和创新的部门。“在世
界期待从大流行病中重建之际，我们知道
创新对于克服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建设
更美好的未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全球创新指数是一种独特的工具，可以指
导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制定计划，确保我
们摆脱大流行病并变得更加强大。”邓鸿森
说。

2021年9月15日，在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50天之际，绿地贸易港（虹桥）国际贸易
公共服务平台在沪正式发布。该平台作为涵盖产业链核心功能、线上线下一体的“一站式”
B2B综合服务平台，将加速“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投资商”，致力于打造进博会资源创新转
化的“快车道”。图为位于南京路步行街的绿地贸易港的进博集市里，市民游客在选购进博
会进口商品。 （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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