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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体验型经济的到来，主题餐厅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也越来

越多，有着良好的发展机会和健康的环境。主题餐厅以产品作
为载体，并通过环境、利益、服务、制度、消费程序以及形
成的不同的文化氛围等方式呈现出来的。

2　国内主题餐厅发展概况
近几年来，主题餐厅在我国发展势头猛烈，各式各样的主

题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餐饮业涌现出来。
李雨轩（2012）通过问卷发放整理分析得出我国主题餐厅

的发展总体上仍处于以拓展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宣传深度有
限。张秀红（2011）通过案例分析得出我国小部分主题餐厅开
始注重外部环境的建造，绝大多数主题餐厅对内部消费环境都较
为看重。苏晴（2018）通过波特五力分析模型对主题餐厅行业
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有资源优势和运营管理模式，前期进行
大规模宣传，不断挖掘潜在消费者的能力，有较强的讨价还价
能力，替代能力不强的，原材料讨价还价能力较强的主题餐
厅，容易在市场上生存。

3　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杭州市主题餐厅发展
波特的五力模型是一个简单的模型，综合了各种不同的因

素，使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五力模型确定了竞争的五个重
要来源，即供应商和买方的价格谈判能力，潜在的进入风险、替
代风险和同一行业的竞争。

3.1行业竞争者。在精神、心理感受、文化方面，人们的要
求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有了更高的要
求。一家主题餐厅的“外在”和“内在”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

“内在”菜品方面味道几乎千篇一律，换汤不换药，与普通的餐厅
没有特别大的竞争力，

3.2潜在进入者。主题餐饮这个品牌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是
因为餐饮界的不断改革和不断发展。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很可能
会改变业态发展趋势和市场结构。

3.3消费者。从创意主题餐厅的经营角度分析，消费者自主
选择餐厅的差异化是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和产品来确定的。顾
客通过使用相关主题延伸服务和就餐，需要按照餐厅的相关优惠
活动和单价进行支付。

3.4代替者。在餐饮业快速发展阶段，主题餐厅以“创意”为
核心竞争力，重新对用餐场地进行构建，对餐饮产品进行更进一
步的改良，实现服务体系现代化。

3.5供应商。主题餐厅领域的上游供应商一般是有两个。第
一个是供应商设备和资源方面的，把“文化氛围”作为主要竞争
力的餐饮品牌，一定会通过寻找一些外在的条件来辅助餐厅成型，
例如装修环境的塑造，以及店铺内的各种设施设备等，或依托餐
饮品牌背后的母公司强大的产业链资源。

3.6杭州市主题餐厅存在的问题。（1）主题不明确、自身定
位不准。（2）一部分餐厅过于看中外表形式的装饰，认为装饰是
最好能提现主题餐厅标志的点反而忽视了最重要的菜品质量，经
营者思维方式上本末倒置，认为餐饮业只需要向顾客传递出名字
概念即可，忽视了基本内容——菜品。

4　杭州市主题餐厅发展对策
4.1 明确目标市场定位。主题餐厅在进行市场定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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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目标市场上不同层次顾客的不同需要进行改进。了解顾客
的关键所在，有针对性的投其所好。经营者应该考虑主题餐厅要
树立一个怎样的市场形象，以此来获得顾客的信赖与光顾。

4.2加强文化氛围营造。主题餐厅是从举办的活动、环境的装
饰上面来让自己区别于普通餐厅，并且重点强调有自己的主题。这决
定了主题餐厅文化氛围的营造还需要考虑主题活动及主题环境两方面。

4.3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在主题服务中，专家和经营管理
者认为服务项目和特色服务似乎表达同一含义。服务项目是指餐
厅的服务流程，特色服务是指主题服务，主要表现在餐厅提供的
创新性、独特性。前者指文化氛围的营造是否在流程服务中有所
体现，后者强调主题餐厅是否开发主题性服务营造文化氛围。

4.4 提高菜品质量。菜品是餐厅的核心产品，通过菜品的
色、香、味、形、器等主要为顾客提供味觉体验和视觉体验。经营
者需要将菜品多样化，定期更新，要对流行食物有较高的敏感度，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良，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走在时尚的前端。

4.5加强宣传与营销。主题餐厅市场形象在确认之后，就需
要通过市场营销的方式将它面向顾客，向目标客源市场传递和宣
传。宣传要注重精简、具体，强调顾客从中获得。与此同时，营
销的媒介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

5　总结和展望
人们在餐饮结构上消费的转变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本

文以“杭州市主题餐厅发展研究”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一方面
是因为现在餐饮出现的新业态格局。从刚开始的以食物填饱肚子
作为重点，到以环境为标准的餐厅阶段，再到之前以文化内涵为
重点的主题餐厅阶段。三个阶段中的“文化主题"元素，逐渐从
满足口腹之欲，到空间装饰上面氛围的营造，给顾客带来不一样
的视觉感受，再到以主题为餐厅的核心竞争力，给顾客带来精神
上的享受，贯穿在市场定位、品牌形象塑造以及运营管理模式当
中。餐饮产业的发展史主要体现在这三个阶段上。

主题餐厅是我国餐饮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外界对主题餐厅的
关注度只会随着顾客对餐饮的高层次需求变得越来越高。当然主
题餐厅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针对本研究的不足，主
题餐厅文化氛围营造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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