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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健身企业千疮百孔
疫情后“春天”持续多久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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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抗击疫情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07

2020 年 3 月 2 日

最近这几天，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确实令人

鼓舞，但由于居民外出频率大幅降低，

导致聚集性活动与消费锐减，餐饮、旅游、

影视等服务性质行业均遭受较大打击。

尽管全国各地（非湖北地区）都已陆陆

续续开始复工，可对于依赖消费者人流

的服务业来说，整体情势依然不乐观。

2 月初，北京卡拉 OK 名店“K 歌之

王”于正式复工前一天宣布“全体裁员”

的消息，不仅在国内登上各大新闻网站

的热榜，甚至让卡拉 OK 这项娱乐活动的

诞生国日本都受到了不小的震动。加之

早前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对于现金流

的担忧，让人不得不为全国服务业的实

际状况感到担忧。特别是那些中小型服

务企业和个体经营的小餐馆，因其规模、

资金、用工等方面抗风险能力相对偏低，

他们的近况着实令人不安。

单数低、无门客                                       
小餐馆经营状况堪忧

根据天眼查给出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底，全国餐饮行业注册企业数量

合计约为 1107.48 万家。其中，2019 年新

增注册企业数量就有 270 万余家，超了

总数的五分之一。有 96.15% 的企业属于

个体工商户，550 对万家注册资本都不足

100 万元人民币。面对本次疫情，其生存

状况、受影响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更深

入地了解实际情况，最近一个月内，记

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附近

的多家小餐馆。

在 1 月底到 2 月初的这段时间里，除

肯德基、必胜客这样的西式餐饮连锁店

在正常经营之外，绝大多数的餐饮门店

因春节假期都闭门谢客。即使是餐饮娱

乐街，也只有零星的几家中式餐厅在照

常营业，堂食门客数量寥寥无几。

以北京地区知名的来相会饺子馆为

例，记者在傍晚时分进入店内就餐，除

服务人员外，近 40 桌的营业区，只看到

了一桌两位客人。在整个用餐期间，店

内共接到两次问询电话，接待了三位外

卖平台的骑手，总营业额估计不足千元。

据店长介绍，受疫情影响，一般市民普

遍减少了外出用餐，此前接受预订的年

夜饭和亲友聚餐已全部取消。在那段时

间内每日的营业额较工作日下滑了六成，

与节假日相比则下降得更多。其他店面

的状况也极为类似，有一间营业面积只

有 20 平米的包子铺，堂食门客一天不足

十人，仅有的前来取餐的客人也因店内

食材不足，选择少消费或干脆不消费。

2 月 6 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新

冠肺炎流行期间餐饮服务单位防控指引，

对饭店、餐厅等餐饮服务单位及网络餐

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对人员、环境卫生、

加工操作、就餐服务、外卖送餐服务、

宣传培训等提出要求。其中，对就餐服

务提出了具体要求——“禁止餐饮服务

单位承办各类群体性聚餐活动”。此后，

上述店家为怕麻烦，均选择了停止店内

就餐行为，只允许就餐者取餐或干脆光

接受外卖平台的订单，致使实际营业额

进一步下滑。

商务部曾公布过，2019 年除夕至正

月初六，全国餐饮行业实现销售额约为

10050 亿元。按实际状况等比例计算，则

全国餐饮行业仅春节黄金周就预计损失

超 6000 亿元。这还不算那些因担心亏本

而选择继续放弃营业的企业、商户。

2003 年非典疫情期间的状况，中国

烹饪协会曾做过统计，2003 年上半年，

受二季度非典疫情冲击，我国餐饮业营

业额增速为 6.4%，较 2002 年同期减少了

10.1%。此外，针对北京、上海、天津等

10 座餐饮业较发达的城市，该协会还进

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期

间，北京包房消费减少 93%，营业额下

降 78%；上海“五一”期间下降 68% 左右；

天津抽样调查显示，4 月 20 日至 5 月 7 日，

大型餐馆营业额平均下降 79%。

靠外卖、添业务                                 
小餐馆夹缝中求生存

对餐饮行业而言，一般情况下，每年

的春节都是销售旺季。许多餐饮企业全

年的销售业绩，均靠节日销售拉动。比

照以往的情形，为最大程度满足宴席需

求，今年春节前夕，多数小餐馆都进行

了大量食材的采购。不过，伴随着疫情

扩散，往日的热闹景象已不见。

目前，绝大多数的小餐馆已面临流

动性不足的压力。究其原因不难看出，

一方面，是由于客流大幅减少，餐馆上

座率远不及平时，营业额出现断崖式“跳

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店面租金、

食材存货、人工、社保、水电等各种费

用的综合累加，不少店家亦难堪负重。

为此，相当一部分的餐饮中小企业选

择开始拓展业务范围。比如记者走访的

这几家餐馆，便已经开始了扩展服务内

容，除了通过外卖平台提供正常的餐饮

定制服务外，加工的即成品和半成品也

开始面向顾客销售。手工速冻饺子、包子、

手打干面条、已切配好的蔬菜均成为了

对外销售的商品。

还有一些餐馆，为了消化库存、增收

降本，开始向周边社区居民售卖店内新

鲜食材，并提供免费配送服务，转型成

为社区便民“菜篮子”。有消息称，在

本次疫情期间，眉州东坡连锁酒店就上

线了“便民超市”，向附近社区供应从

外地空运过来的新鲜食材。此外，北京

红花大海碗在各分店店面有开设公益果

蔬摊，各类食材按批发价销售，甚至提

供配送至社区服务，以此弥补部分亏损。

加之复工后所产生的固定需求，以及

这些年逐渐普及的外卖业务，受访的店

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尽管疫情何时能够

彻底平息还不可知，但当前还都能支撑，

最基本的生存尚不是太大的问题。

疫情后，小餐馆能否有未来

虽然全国各地的政府在本次疫情期

间都相继出台了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政

策，如提供资金面的支持，减免税费，

同时要求银行不断贷，不列入失信清单

等。不过，在走访过程中，接受访问的

店主都流露出对政策实际落地情况的疑

问。

有的店家还对政策存在误读，主观地

认为这些帮扶政策基本上都是针对制造

类企业的，他们这些从餐饮服务业的小

企业很难进行申领。另外，“怕麻烦”“烦

手续”“担心后续问题”也是他们普遍

抱有的想法。

对此，之前主导全国 995 家中小企

业问卷调查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

融系朱武祥教授表示理解。他希望政府

能进一步加大宣导力度，把工作做细，

做到基层，才能让好政策的效果显现。

不仅如此，朱武祥还认为，疫情大致

平复之后，餐饮服务业有望迎来一波消

费回潮。在那之前，国家应该先一步提

出政策，指导和规范这一时期的消费行

为，在保证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为餐饮服务业的回稳提供支持。

有报告显示，前一次非典疫情过后，

在当年的下半年，餐饮服务业便迅速恢

复人气。到 10 月份，光餐饮业一项，营

业额同比增长达到 16% 以上，已经恢复

至当年年初水平。 据此估计，待本次新

冠疫情结束，全国餐饮业企业的运营有

望迎来 2019 年第四季度 10% 左右的业务

增长，各地的小餐馆将重新回归年前的

热况。 

凤凰网也有报道称，古德菲力成立

至今已有 15 年的历史了，整个教练团队

接近 1700 人，包括私教和团课的教练；

整个公司的员工有 2500 多人，在国内直

营的店面有 110 家左右，会员接近 50 万。

如果没有此次疫情，春节后还将陆续新

开七八家店面。疫情暴发后，施工都暂

停了，目前所有的线下门店都处于停业

状态。会员方面也同样受到影响，过去

每个月大概新增 7000 人，现在基本没有。

健身房是个重资产行业，前期投入

数百万是常事，后期运营也需扛得住疯

涨的租金，以及占去 60%-70% 营业额的

人力成本。如今人人足不出户，没有流入，

只有支出，资金很难周转。

《财经天下》周刊近日报道，轻重

健身创始人谢奕炜被不少同行视为前辈。

最近有人找他商量如何渡过难关。对话

的开头是：“去年行情不好，已经十分

拮据，本指望节后，谁知……”中间是：

“2 月不能营业，白白扔掉几十万房租人

工，资金周转不开。”结尾是：“要不

要把家里一些资产抵押借款，撑到4月？”

谢奕炜答：“4 月只是乐观估计，并不十

分确定。”随后双方陷入长达十几秒的

沉默。

“今年总营收下降 20%，我们很多

从业者经过粗略估计，已经有这样的心

理预期了。”谢奕炜说。

创新思维与创新决策培训专家刘秉

君在接受采访时对《企业观察报》记者

表示，健身企业面对疫情要有过程思维

意识。根据 2003 年“非典”疫情和其他

重大疫情规律，整个疫情一定要经历一

个发生、暴发、消退三个阶段，大约需

要 6-7 个月的时间方能解除。所以本次

疫情中，健身企业既不能心存速胜，指

望在短时间内就出现拐点，也不能心存

绝望，失去信心。上半年要确保现金流，

以活下来为目的，才有可能迎接下半年

的春天。

中国公司治理、创业企业治理、家

族企业治理与传承专家唐跃军也提到了

类似观点，在疫情期间，健身企业最重

要的是要确保如何“活着”。

转型线上课程自救                                   
倒闭风潮仍在后面

在疫情期间，为了减少客户流失和

消费者的活跃度，很多健身房和健身教

练选择打破传统壁垒，结合互联网优势

做线上直播课程。唐跃军表示，这种现

象会让健身行业集中度变高，利好大企

业和非常有特色的中小企业，但会有不

少小微规模的企业活不下去。

开设线上直播课程也是刘秉君提倡

的健身企业自救的办法。如今线上直播

充斥在各行各业当中，直播和小视频的

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大众消费者喜闻乐见

的方式之一。由于这种方式打破了地域

和时间的限制，可以让很多忙于工作生

活的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解决自身消费

或生活需求。很多教育类课程也在逐步

向互联网化靠拢。

疫情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

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先生 84 岁高龄坚持

锻炼的文章不断刷屏，不少抖音网红开

始直播健身教学，网友们也开发各种技

能在家锻炼身体。

刘秉君建议，在疫情的三个发展阶

段中可以采用“三稳”政策：第一稳员

工，向教练、员工承诺基本保障，留下

今后发展的“火种”；第二问客户，采

用线上教练的方式，为现有会员提供线

上一对多、一对一健身训练服务，增加

老客户的粘性；第三稳市场，采用公益

直播手段，由专业教练开发最适合在家、

有适合全家老少一起锻炼的科学、实用、

医学、快乐的健身方法，同时还可以用

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开展家庭健身创

意大赛，达到助力全民健身、促进家庭

和谐、积极度过宅家抗疫的目的，进而

树立良好的健身企业品牌形象，扩大市

场影响力。

但事实上，根据一些业内人士的亲

身体会反馈，这种线上直播课程效果并

不是很乐观。有媒体报道称，一位专业

传统健身教练在开设网络直播课程之后，

自嘲直播、短视频是“线上喊麦”，适

合健身操、搏击操这类蹦蹦跳跳、气氛

热烈的项目。“像我们这些偏静态的杠

铃啊、壶铃啊、力量训练，气氛就十分

尴尬。有时我自顾自做动作，自说自话

地讲解要点，看到屏幕上那么多评论，

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跟我锻炼，还是只

在猎奇，看热闹。”

一些兴起于互联网的健身品牌，在

线上内容生产方面，表现得相对从容。

超级猩猩 1 月 21 日关闭位于武汉的线下

健身房，之后尝试线上直播。2 月 6 日，

直播同时在线人数超过 18 万。据超级猩

猩方面透露，教练直播时会特地穿上家

居服，营造氛围。“有些课程结合了抹布，

健身的同时，地板也擦了。”

然而，致力于传统健身模式的刘先

生对线上直播并不看好。他认为，首先

线上直播课程受观看者水平不一、教练

专业程度不一、健身环境不一等多种因

素影响，效果并不会太理想，多是噱头。

其次对于健身行业，停业期间员工薪资

成本很低，而且行业本身员工流动性就

很大，疫情带来的员工流失方面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也不必通过线上课

程方式来稳定客户和员工。

刘先生认为，大部分健身企业再支

撑一两个月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不会

造成企业生存问题，但是大量的倒闭潮

应该会出现在健身房复工以后的一段时

间。很多健身房会因为复工以后的水电

成本激增而盈利跟不上造成毁灭性打击。

行业洗牌无可逃避                                   
健身高潮未必太久

近两年，一方面随着全面健身纲要

的发布，刺激了全民健身需求；一方面

互联网与资本大规模介入降低了健身相

对成本，国内健身行业重拾升势。据易

观智库的数据显示，国内健身市场处于

上升通道当中，2018 年市场规模达 505

亿元，并有望在未来两年突破 700 亿元。

而国内持有健身卡的人数在 2018 年达到

1742 万人，增长速度稳定。

目前，国内健身市场出现了传统健

身房、死角工作室、新兴健身机构和线

上健身平台等四大发展模式，出现了威

尔士、超级猩猩、Keep 德国龙头公司。

但近两年，大型连锁健身房浩沙的

一夜崩盘，也让健身行业的财务危机开

始受到关注。

这些现象都导致了健身行业如今鱼

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且缺乏消费者

信赖的状态。洗牌是大势所趋，但疫情

或许会加速行业洗牌速度。

现金流的缺乏、过于激进但又无法

疫情之下，小餐馆是怎样活下来的

保证落实的预售模式，或将成为这场“龙

卷风”的催化剂，将许多本身无法长期

存活的健身房一举歼灭。刘先生预测，

这场疫情过后，北京市的健身企业将会

倒闭三成以上。

但也有其他业内人士表示，在倒闭之

后，能够承压存活下来的健身企业会迎

来盈利反弹。然而刘先生却认为，疫情

之后迎来的小幅度业绩增长不足以弥补

疫情所带来的全部损失。

这场疫情除了增添了人们的恐慌之

外，也让消费者对于生命健康有了更多

的认识和思考。中央财经管理学院教授

徐焕东在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疫情之后，人们的健康意识、

健身意识会有大幅度提高，大家会意识

到亲情与健康的重要性，所以会以一种

更加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来迎接疫情过

后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健

身行为就会增多，很多健身企业应该比

以前有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

然而，多年从事健身行业的刘先生对

此并没有过于乐观，他认为真正把健身

当成刚需的程度并没有达到，而只有少

数真正健身的人也只是把健身这件事看

作是必需，而非刚需。因此以目前的状

况来看，疫情过后，健身行业会迎来一

个小高潮，但并不会持续太久，一旦疫

情的恐慌彻底被遗忘，健身行业就会立

即恢复常态。

唐跃军对此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

一些关于疫情后健身行业会迎来发爆发式

业绩反弹的现象，根本谈不上。但唐跃军

仍然看好中国健身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

他认为这是适合企业进行深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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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估计，待本次

新冠疫情结束，全

国餐饮业企业的运

营有望迎来 2019 年

第四季度 10% 左右

的业务增长，各地

的小餐馆将重新回

归年前的热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