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方文宇 谢之迎

近日，达美乐比萨在国内的特许
经营商——达势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达美乐中国）二次递表，冲击IPO。

1997年，37岁的美国品牌达美乐
进入中国市场，在北京开出中国首
店。20年后，达势股份拿下达美乐比
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的
独家总特许经营资格。一签就是十
年，达美乐中国按下扩张加速键。达
美乐中国CEO王怡决定：在中国5年
内开500～700家店。截至2022年6
月底，门店数量更新到508家，这位44
岁女高管的目标已达成。

她离松口气还为时过早。
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2019 至

2022 年上半年，三年半累亏 10.2 亿
元。

扩张脚步不停，亟待扭亏为盈，如
今谋求上市，达美乐中国更待资本输
血。

“自己人”派送+供应链技术
赋能

达美乐，业内人送外号“比萨外送
专家”，因为品牌承诺“外送30分钟必
达，超时送优惠券”。

巧的是，达美乐中国CEO王怡的
丈夫曾是达美乐的外送员。

达美乐中国延续了母公司在配送
服务上的优势。招股书援引弗若斯特
沙利文报告，达美乐是中国唯一在所
有销售渠道承诺提供30分钟必达服
务的比萨公司。

“速度快”成了公司的营收保障。
2021年，达美乐中国超过73%来自外
送订单，对应金额近12亿元。2019～
2022年上半年，公司来自外送订单的
营收比例均不低于70%，远高于49%
的行业平均水平。

为确保时效性，公司使用专职外
送骑手队伍。到2021年底，达美乐的
骑 手 达 5375 人 ，占 雇 员 总 数 的
43.83%。“自己人”的派送方式更可靠，
2021年，约九成外送订单在半小时内
送达，平均订单完成时长为23分钟。

供应链技术赋能，是达美乐中国
的另一步棋。

2021及2022年上半年，公司约有
95%的外送、外带及堂食订单来自线
上下单，高于70%的行业平均水平。
其中，来自自有在线渠道的收入约占

二分之一。
早在大多数外卖餐饮店电话接

单时，达美乐就推出了PC端和移动
端订餐。在公司员工构成中，约一半
是数据专家，从事软件和数据分析工
作。

王怡加入达美乐后，从美国和澳
大利亚门店的“GPS外送追踪功能”、
无人机、无人车及机器人送餐等配送
方式中得到借鉴。基于此，2019年，达
美乐中国自主研发了“一体化服务中
台”，客户不仅可以线上实时追踪已离
店订单，还可以“深入后厨”，追踪订单
从准备到烤制，再到骑手取餐的全流
程状态。

王怡戏称：“达美乐其实是家科技
公司，不过碰巧在卖比萨。”

加速扩张，5年间市场份额
增长超一倍

王怡曾先后就职于麦肯锡和麦当
劳中国。2017年9月，39岁的王怡卸
下麦当劳中国区特许经营业务部副总
裁的身份，出任达美乐中国CEO。

她的出现加快了达美乐中国的扩
张步伐。2017年起，达美乐中国门店
数翻了三番。截至2022年上半年，已
有门店508家。

招股书上，达美乐中国立下宏愿，
“致力于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比萨品
牌”。

对于规模化的执着落到实际层
面，王怡坦言，在中国的开店目标是5
年内开500～700家。

达美乐中国计划在2022、2023年
分别开设120家及180家新店。今年，
截至10月7日，达美乐中国新开店79
家。门店分布多集中在北上广深四大
城市，占总数的77.6%。

下一步是进驻暂无业务的新一线
及二线城市。对此，王怡2018年就有
布局，“整个中国都是蓝海，我们一定
会进入二、三线城市”。

野心确有依据。
相比其他东亚市场，中国比萨市

场发展水平相对低下，2021年，中国每
百万人仅有10.9家比萨门店，日本及
韩国分别有28.1家及28.3家。

弗 若 斯 特 沙 利 文 报 告 预 期 ，
2021～2026年，中国新一线及二线城
市的比萨市场复合年增长率将分别达
13.6%及14.9%，超过一线城市同期水
平。

身处快速发展的市场，凭借高效
的外送服务及因地制宜的“中国风味”
比萨，2017-2021年间，达美乐中国的
市场份额增长已超过一倍。

近两年，这份潜力为公司争取到
合计1.3亿美元的3次融资。其中母公
司注资8910万美元。

困于人力，公司仍处亏损期

达美乐中国的营收稳步提高。
2019年，公司营收8.36亿元，2021年，
这一数字增长至16.11亿元，几乎翻
倍。

卖比萨能赚到多少钱？达美乐中
国的盈利成绩很稳定——去年和今年
上半年，门店经营利润率都保持在
9.2%。

不过，大多数门店开业时间短，公
司处在入不敷出的阶段。2019~2021
年，达美乐中国连年亏损，额度从1.81
亿到4.71亿元，三年亏掉9亿元。招
股书中提到，“公司于2022年将继续
产生净亏损。”

相较之下，母品牌达美乐的外卖
生意倒是风生水起。2021年拿下5.1
亿美元的净利润，创五年最佳业绩。
股价迎风而上，站在上市以来的最高
点。

达美乐中国的亏损或许另有原
因。与大部分比萨品牌积极招募加盟
商不同，达美乐中国现有门店全部为
自营。加上庞大的专职配送骑手队
伍，薪水是笔不小开支。

到去年年底，达美乐中国的正式
员工有2991人，另有包括外卖骑手在
内的兼职人员9271人。

2019~2021年，达美乐中国的员
工薪酬开支分别为3.4亿、4.7亿和7亿
元，占总营收的比例最高达43.66%。
公司还为骑手提供免费电动车等装
备，这些都体现在成本上。

换句话说，将近一半营收都花在
了员工身上。

一边是六十年苦心经营的“30分
钟必达”形象，不能轻易放弃，另一边
是持续加码的新开店计划，达美乐中
国迫切需要资金注入。

招股书披露，本次募资，将主要用
于扩张门店网络和扩大中央厨房的容
量等。

达美乐中国想要分到国内市场中
最大的那块比萨，能否敲开上市大门，
至关重要。

市场观察观察

王怡：“整个中国都是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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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榜样榜样

商文旅融合商文旅融合 点亮壮乡夜市点亮壮乡夜市
■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郭轶凡

一辆私家车，几把露营椅，配上简
单的灯牌，就构成了广西南宁市民林文
兴的摊位。在驾校教练的正职工作之
余，他会在晚上和几个车友相约路边摆
摊。林文兴说，他主要售卖手打柠檬茶
等饮品，一晚上能卖30杯左右，“利用
后备厢摆摊成本较低，也相对灵活，不
仅能增加收入，还能认识新朋友。”

借助历史和文化特色，融合文旅资
源……记者近日在广西多地走访看到，
较之往年，“后备厢集市”、夜间文旅经济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壮乡夜晚增添一
抹亮色。

晚上8点的南宁，随着乐曲声响
起，一场经典粤剧“貂蝉拜月”在有着
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内上演。二楼
的大厅内座无虚席，来自各地的食客
一边品尝广西当地美食，一边欣赏唱
腔优美的戏曲。

“我们每晚都有粤剧演出，节假日
喝夜茶的位置需要提前预订，夜市的
营业额也较为可观。”万国酒家负责人
黄增芬说。

万国酒家楼下是南宁的历史文化
街区三街两巷。华灯初上，大批游人沿
着明清风格的建筑街区参观游玩。古香
古色的集市中，糖画、打油茶、纸扇绘画、
手编工艺品等特色小摊位琳琅满目，摊
贩沿街吆喝，热闹非凡。

“既有国风韵味，又有现代气息，
二者完美相融。”市民何友诚对三街两

巷赞不绝口。
近年来，在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

政策推动下，曾经陈旧的三街两巷获
得新生。通过创新多元业态等方式，
这里已成为展现当地历史文化底蕴、
感受夜间文旅消费热度的一个窗口。

不仅是南宁，走进桂林市东西巷，
夜晚依旧灯火辉煌，游人如织。近年
来，桂林启动东西巷的修缮改造项目，
在保留历史原貌的同时加入现代元
素。如今，这里已成为桂林城区文化
旅游新地标。

“东西巷人流量大，特别是在节假
日和晚上游客多，我下班后会到这里
卖小饰品，收入很不错。”饰品摊老板

张女士说。
据介绍，近年来广西出台系列政

策，推动夜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夜间
延时经营，重点培育和打造一批辐射
带动能力强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引导各地在“差别化”“专业化”

“特色化”上下功夫，推动夜间消费载
体提档升级，让“客流”变“客留”，激活
夜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将持续推进夜间经济创新
发展，促进商文旅融合，发展夜间消费
新业态，培育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夜
间消费新热点，赋能城市经济提质升
级。”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
厅长赖富强说。

三街两巷游人如织、东西巷灯火辉煌……“后备厢集市”、夜间文旅经济等
新业态不断涌现。南宁、桂林等多地夜经济发展在“差别化”“专业化”“特色
化”上下功夫，推动夜间消费载体提档升级。

职场传真传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李雪婷

近日，“职场多元宇宙开放
麦”暨2022中国年度最佳雇主
百强榜单举行发布仪式。活动
中发布了《雇佣关系趋势报告
——数字时代的多元雇佣关
系》。该报告基于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
开展的企业与求职者调研，报
告显示，数字化、新兴职位总体
呈上升趋势，兼职、副业浪潮兴
起，另外，零工经济和线上娱乐
职位数量增幅扩大。

零工经济和线上娱乐
职位降低求职学历门槛

近年来，“只做一份工作”
已经不是所有人的选择。此次
调研数据显示，有高达53.9%
的职场人正在从事兼职，这一
比例在“00后”受访者中达到
54.5%。凭借教育、律师、金
融、咨询、摄影等专业技术做兼
职的“00后”占比最高，达到
15%，可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
已经实现了全职工作以外的

“专业技能变现”。此外，社交
博 主（9.5%）、自 营 店 店 主
（7.3%）等兼职工作备受年轻
人欢迎。

另一个显著趋势是数字技
术创造出一批新兴职业岗位对
传统雇佣关系的改变。

报告显示，数字化、新兴职
位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年
以来，零工经济（快递、外卖等）
和线上娱乐（直播、游戏等）相
关的职位数增长最为迅猛；而
元宇宙、剧本杀等新兴职业涌
现，职位占比自疫情前约15%
上升到疫情后约20%。

另外，零工经济和线上娱
乐职位还降低了求职学历门
槛。线上娱乐、零工经济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均不足
20%，而其他大类对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要求都在 50%以
上。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对于高
技术高学历人才的需求的同
时，也使得更多的低学历人群
可以参与到数字化催生的新兴
工作（如外卖、直播等）中来。

对于低学历人群来说，数
字化新兴职位提供了新的赚钱
契机。用人单位开出的薪酬
中，IT/互联网技术开发职位薪
酬最高，线上消费类职位最低，
线上娱乐和零工经济等职位均
有着较可观的薪酬。

超七成“00后”想成为“数字游民”

在疫情影响和数字化驱动下，作为一种被数
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工作模式——“数字游民”
诞生。数字游民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
此打破工作与地点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
和时间自由。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示，76.4%的

“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高于总体的73%。
目前，许多“数字游民”生活在二三线城市，赚取一
线城市的工资，并可将旅行、居住、工作、游玩结合
起来，享受边工作边休假的生活。这种全新工作
和生活方式，更能得到年轻人的喜爱。

疫情期间，不少职场人经历了远程办公，也
逐渐适应了新型办公方式。而“00后”显然对远
程办公的意愿更为强烈。65.9%的“00后”表示

“希望远程办公”，高于“70后”的54.4%、“80后”
的 62.9%、“90后”的 63.9%、“95后”的 64.1%。
这表明，职场人对远程办公的期待随着年龄层的
降低而提高，年轻人普遍更期待远程办公，以获
得更灵活自由的工作方式。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为，在数字化的
浪潮下，未来40%~60%的全职岗位将被兼职替
代。未来非技能类、非公司核心技术类的岗位会
逐渐趋向兼职化。如何对工作进行全新的组织，
是企业HR面对的新挑战。而同过去的雇主模
式相比，未来，合同将不容易锁住人才，职场的天
平向求职者倾斜，雇佣关系可能会变成合作关
系，甚至“雇主”这个词也将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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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阳晨

前不久，董明珠高调宣布进军预制
菜领域，意用冷链、装备优势发力“高标
准”预制菜。今年以来，不只是格力，许
多非传统餐饮行业企业纷纷入局预制
菜。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预制菜行业
规模超过3000亿元，年复合增长在20%
左右，投资市场的目光从线下餐饮品牌
向预制菜及上游供应商转移。

与过去深耕 B 端不同，此次预制
菜加速布局 C 端，将“新零售”作为主
攻赛道。为什么预制菜会成为“香饽
饽”？业内人士表示，主观因素在于餐
饮行业“人才红利”日渐式微，高昂的
人工费用倒逼餐饮业转向中央厨房集
成化生产，而疫情下催生的“宅经济”，
也在进一步推动预制菜“出圈”。

在盒马鲜生、海底捞、舌尖英雄等平
台下单，“小龙虾、自制火锅、鱼香肉丝”
等熟食或半成品即刻送上门。很多年轻
人表示，预制菜少了洗切、配料等步骤，
为疲于做饭、吃腻外卖的人送上“便捷
式家常饭”。“宅文化”影响着年轻人的消
费行为和生活习惯，从社区团购、“云健
身”到直播秒杀，打破时间与空间壁垒的
消费架构，促成宅经济、懒人经济、社恐
经济等新经济业态萌发。作为宅文化在
食品市场上的反应，预制菜应时而起。

但预制菜能否成为食品行业转型升
级的契机？能否与“宅经济”深度捆绑？
从目前看，预制菜的供给冲动大于实际
需求，尚未分层建立标准，市场口碑“好
坏参半”，想开局争先，关键要做好价值
归真，跟上“宅经济”步伐。

“宅经济”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白领、
单身人士甚至宝妈群体都具有“宅”的特
性，但饮食消费的理念、层级各有不同，
预制菜专注网红菜系的“单品模式”难以
为继，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高成本也让
企业难迈脚步。另外，从社区团购、自热

食品等项目过度内卷来看，新业态的周期性和可替代
性在增强，预制菜必须跳出阶段性产品概念，“去外卖”
化，由迎合市场变为引导消费，从探索制式推广为标准
化生产，沿着高效率、高品质、时尚化的消费追求烹煮
一道道“精致小餐”。

同样，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上，预制菜应比
外卖和堂食“往上走一步”。新兴消费阶层追求健康、
绿色饮食新风尚，对食品品质、口感、新鲜度要求不断
提升，看得见的原材料显然是预制菜的一大优势，但冷
链物流、包装工艺、精深加工等技术短板，仍制约着预
制菜从“好食材”迈向“好食品”。

业内人士指出，撬动高端预制菜市场，应增加食品
科技含金量。例如将仓储与信息管理、智能厨电、农业
数字技术等与美食研发结合，开发兼具“独特性、差异
性、精品性”的产品满足大众味蕾，让预制菜成为联结
绿色农业和健康生活的新经济增长点。

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内循环的重
要支撑。要构建食品消费大市场，提升新群体的购买
意愿，预制菜提质后更要“降本”，只有抱团集合资本、
产业、政策、技术力量，在标准化改革、产业链延伸、科
技赋能、食品安全和营养管理等环节踩准踩实，竞合并
存，力排虚火，才能将预制菜做成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
道“硬菜”。

构建食品消费大市场，提升新群体的购买

意愿，预制菜应提质降本，集合资本、产业、政

策、技术力量，在标准化改革、产业链延伸、科

技赋能、食品安全和营养管理等环节踩准踩

实，竞合并存，力排虚火——

她上任5年，门店数翻三番，市场份额增长超一倍，两年争取到3次合计1.3亿美元融资。达美

乐比萨在国内特许经营商扩张脚步不停，亟待扭亏为盈，二次递表，谋求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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