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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还不不到到一一年年半半就就开开了了2211家家店店
新品牌糕点争抢济南市场，消费升级吸引巨额投资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王佳佳

新品牌糕点猛开店
老牌店不再“扩张”

仅和平路与历山路口东南
角，已将济南日趋激烈的新老
糕点品牌竞争展露无遗，多家
外来中西点品牌迅速铺开店
面，而像稻香园、好利来、爱的
礼物等老牌糕点店则放缓了扩
张步伐。

去年3月，牛基食品店在英雄
山路开了第一家店，然后接连布
局，当年在济南共开了10家店。今
年3月至今，牛基又接连开了11家
店，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目
前，牛基在济南已有21家门店开
张，仅从门店数量来看，有赶超稻
香园、比肩好利来之势。

宫亿味济南第一家店去年3
月在经十路上开张，紧接着大观
园店开张，今年下半年开店速度
同样迅猛，7月到9月之间，6家
店将开业，上述历山路店已经开
张，在明湖东路与历山路口附近
另一家店也在装修中。

“我还看到有很多叫忆江
南、江南糕点的糕点店开张了，
大多也都是今年的事儿。”住在
山大南路的市民温先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相比这些
“来势汹汹”的新品牌糕点店，稻
香园、好利来、爱的礼物等近两
年则“淡定”得多，不但放慢了开
店的脚步，还有的门店在悄悄关
门。好利来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济南有30家好利来门店正常营
业，和去年相比，今年家乐福店
和环山路店因拆违拆临停止了
经营。同样因拆违拆临，宫亿味
经十路店6月搬离，但该品牌有
关人士表示，8月会在附近10米
内选址新开。

稻香园文东店因与燕山店
距离太近关门，和平路店今年则
因租期到期关门，今年至今基本
没有新店开业，目前约有17家店
铺在营业。

老济南人最熟悉的济南一
大糕点店口碑极佳，但设在经三
纬六路的总店的店员说，目前仅
有总店和大明湖店2家专营一大
糕点产品，其他的一大糕点店还
会和其他的产品一并销售，不再
是专营店。“厂子规模有限，生产

不了太多。”该店员说，店里生意
一直不错，但并没有大规模开连
锁店。

不少新品牌总部设济南
加盟门槛低品质却升级

势头正猛的牛基不只卖面
包和糕点，还卖不少包装食品和
农产品，主打食品安全牌。宫亿
味、拾味中点、江南糕点、忆江南
则主打中式糕点，前两者产品更
加丰富。宫亿味是由北京的一家
公司运营，拾味中点、牛基由来
自上海的投资推动。

从宫亿味“将‘桃酥大王’品
牌升级为‘宮亿味’宫廷美食糕
点”的介绍中，能看出这个品牌
与济南的渊源。这个品牌由北京
市圣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运营，
该公司的线上运营主管刘敏介
绍，公司此前运营过桃酥王、桃
酥大王，此后将品牌升级为宫亿
味，去年开始重新升级，把总部
设在济南。

济南人对桃酥王、桃酥大王
并不陌生。“做桃酥饼的很多是
江西鹰潭贵溪人，这与桃酥的传
承有关系。他们中有人把宫廷桃
酥饼的做法带到了北京，创立了

‘桃酥大王’，后来很多是亲戚、
朋友、同村的人都来学技术，回
去自己开店。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桃酥大王，济南也很多。”刘敏
说，桃酥大王目前同样还有，而
宫亿味是升级后的新品牌，成立
了公司来运营。

刘敏说，虽然公司来自北
京，但对济南市场非常熟悉。“江
南糕点也是江西鹰潭人在做，主
要是原先桃酥王、桃酥大王店的
亲戚、老乡一起做起来的品牌，
主要走加盟的形式，原先的不少
桃酥王店升级成了江南糕点。”
刘敏说，目前宫亿味还在做品
牌，没有放开加盟。

江南糕点的加盟客服人员
也表示，他们的总部就在济南，
而且在全国已经有1000多家店。

“济南的很多桃酥大王也是通过
我们加盟做起来的。”相比起品
牌西点店动辄几十万近百万的
投入，这样的中式糕点店资金门
槛低得多，开店速度也快得多。

产品在济南挺有市场
北京上海大量热钱涌入

“最近济南糕点市场确实吸
引了北京、上海的不少投资，动
辄上千万，也有不少新品牌，不
过做这些品牌的其实是济南糕
点行业的老熟人，所以会在济南
扩张得很快。”山东稻香园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华军说，房地
产市场收紧之后，更多人看好中
式糕点，很多热钱开始进入，中
式糕点特别是桃酥在济南非常
有市场基础。

记者查询发现，运营拾味中
点的山东拾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去年6月在济南成立，其中一
位出资占比65%的股东同时也
是上海牛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的股东。该股东在上海牛基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出资占比49%。而
上海牛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的4家公司均在济南。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信息显示，上海牛基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山东牛基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山东拾味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00
万元，北京市圣亿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是200万元。

开业之初，历山路和平路
东南角的牛基和宫亿味就开始
了“拼价大战”。充值会员卡赠
送一定金额、买赠、免费试吃等
促销持续了不短的一段时间。

“短期内的大量投资会促使一些
新的糕点店迅速做出品牌，然后
吸引加盟，拿到更多投资甚至上
市。”一位糕点业内人士说。

“对本土的品牌确实有冲
击，像一些位置比较好的店铺，
租金和人力成本都很高，没有大
的投资很难持续增加店面。”贺
华军坦言，新品牌的一些糕点店
对济南目前糕点市场中的老品
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他也表
示，稻香园的连锁店近20家，已
经不再刻意用开店来打品牌，开
店也更加理性。

“济南所有的店都是直营，
没有加盟，现在对每个店的要求
就是要保证不亏钱，对一些经
营情况不佳的，会要求关店。”
贺华军说，随着店租与人力成
本的上涨，糕点行业的利润空
间已经很低。随着市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不论是中点还是西
点，未来还是看品质。“有新的投
资进入糕点行业是件好事，更多
的人做，就能引导更多的消费到
糕点上来。”

动辄千万的投资为什么会投向糕点行业，又为什么会来
到济南？

这一轮糕点行业的迅猛发展与糕点消费升级不无关系。
此前济南随处可见的桃酥大王多数是夫妻店，店面简易，有的
还是临时房。生产的多是桃酥、蜂蜜蛋糕、牛角酥、绿豆饼等少
数几样产品。“店面形象逐渐很难适应市场需要，老三样、老四
样、老八样品种少，也很难适应越来越多的口味和样式需求。”
刘敏说，夫妻小店经营的中式糕点刚开张时以薄利多销为卖
点，很容易吸引客流，但是一段时间后怎样留客就成了问题。

贺华军说，烘焙行业都在寻找新的模式。今年中华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烘焙业公会提出了中式糕点复兴，还成立了中点专
业委员会，在全国推“中点复兴·城市名片”的项目，希望从传统
糕点中找到烘焙行业的新活力，这使得行业内掀起了中式糕点
的复兴热潮。“这个城市名片的项目就是在各省选出几家糕点店
挖掘当地传统糕点，山东省内选了4家，包括济南的稻香园、益
康，还有潍坊和枣庄各一家。很多人看好这个市场。”

“西点的标准化水平高，也能实现工厂配送，可以品牌连
锁经营，而中点里多数是夫妻店很难实现。”刘敏说，目前专做
中点的品牌有北京的稻香村，产品也很丰富，但从北京到济南
市场认可度有差异。而济南本地专做中式糕点的也就是一大
糕点，但一大糕点目前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生产，也没有更多的
直营分店。这给像宫亿味、拾味中点、牛基等以更“高大上”的
新品牌店铺更多的发展空间。

“济南的糕点市场是很开放的，不存在排外，所以不管是
江西、上海、北京还是哪里过来的糕点产品，济南人都愿意尝
试。再加上山东人重礼仪，喜欢送一些糕点，自己也喜欢吃。”
济南食品工业协会会长闫世春说，怎么吸引更时尚更年轻的

“90后”“00后”消费人群是糕点行业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越来
越多装修时尚、产品精制的新的中式糕点店就出来了。

一大糕点总店的店员说，店里吸引的多数还是中老年人。
而这些新品牌糕点店则更懂年轻人需要什么。从开店地点也
能看出端倪，泺文路与朝山街，和平路与文化东路，沿线都有
中小学或大学，也是济南年轻人逛街爱去的地方。

“新中式糕点出现了很多新的融合，包括把芝士、奶油运用
到中式糕点里。”贺华军说。刘敏则表示，宫亿味的产品品种已经
有近百种，除了固定的主打产品外，还会根据季节变更。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王佳佳

夫夫妻妻小小店店很很难难再再留留住住客客人人

在和平路与历山路口东南
角，开了多年的一家稻香园糕点
店约两个月前悄然关门，取而代
之的是不久前刚开业的一家名为
牛基的食品店，紧邻牛基的是另
一家糕点店宫亿味，几乎同时开
张。济南街头仿佛一夜之间随处
可见外地新品牌糕点店，而济南
人熟悉的一大糕点和稻香园却很

“淡定”。热闹与淡定的背后，是中
式糕点消费升级吸引了大量外地
投资。

和平路与历山路路口，刚开

业的一家糕点店在做促销活动。

■甜品市场变局（上）

糕点店里食品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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