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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外卖为日本饭店“撑起一片天”
文 / 常博深 雨农

疫情影响销售额 坚持营业不容易

    歌舞伎町地处日本东京新宿区

的繁华地带，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也是外国游客必打卡的网红景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疫情发布“紧
急事态宣言”后，餐饮业缩短营业时

间，歌舞伎町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暗淡的灯光、零星的行人、失业的青

年、焦虑的店家⋯⋯

一位经营了数十年居酒屋的女
店主感叹：“第一次感受如此冷清的

歌舞伎町，店里的销售额减少了
90%，哪怕一天只有一位客人也好

啊。”支撑这位 71岁还在坚持开店
的女店主的，是时常会收到常客们

的短信：“放心吧，等疫情基本平息
之后，一定会再次光顾。”

自己下厨成首选
健康生活受关注

疫情之下，日本政府呼吁国民
不要参与不重要不紧急的聚会，减

少不必要的外出，尽量远程办公。于
是，自己下厨和打包、点外卖成了解

决吃饭这个人生首需的主要选择。
开发运营食谱应用程序的

GEEK WORKS 公司以 1043 名 10

到 60岁用户为对象，调查疫情对饮
食生活的影响，有七成人表示疫情

期间下厨频率增加了。第一生命经
济研究所对 1000名男女调查疫情

对生活方式和意识的影响，有
50.2%的人下馆子频率降低了，在

家吃饭的人增加了 37.0%。很多“被
逼无奈”的厨房小白在下厨过程中

逐渐爱上厨房，甚至有人表示饮食
习惯和生活习惯得到了很大改善。

供职于证券公司的佐佐木入职
刚满一年 ，平时工作忙，加上单身，

“能凑合一顿是一顿”是他饮食生活
的写照。由于疫情在家远程办公，

“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开始自给自
足。他说：“经过两个月历练，我的厨

艺有很大进步，更重要的是体会到
了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我现在很享

受在厨房的每一分钟，即使疫情结
束了，也会坚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日本橄榄球国家队前队员金正
奎在社交网络积极分享营养均衡的

简单食谱。事实上，金正奎在早稻田
大学读大二开始就一直注意饮食，

因疫情在家“待机”后，他把重点放

在向大家介绍营养健康的简单料理
上，并以自己的姓命名为“金饭”，成

为网民争相学习的食谱。

餐饮业陷入深渊
店主们叫苦连天

日本食品服务协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3 月餐饮业销售额与去年同

期相比减少 17.3%。这是自 1994年
采用该调查方式以来，下降幅度最

大的一个月。按业态分类来看，快餐
销售额减少 6.9%，日式餐厅减少

7.2%，家庭餐厅减少 21.2%；高级餐

厅减少 40.5%，酒吧和居酒屋减少

43.3%，但打包、外卖只减少 6.9%。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调查显

示，截至 4月 27日，因疫情影响而
破产的公司达 100家。从月份分布

看，2 月 2 家，3 月 23 家，4 月高达
75家。其中，住宿业和餐饮业占四

成，破产原因多为资金周转困难。

前世界轻量级拳王山口圭司上
世纪 90年代曾叱咤拳坛，退役后作

为餐饮店老板在大阪开启第二人
生，但受疫情影响，店铺从 4月 7日

起停止营业。“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
样的事，目前存款也不多，持续这种

状态真的好辛苦。”他的妻子美佐子
表示，“我想几乎所有饮食店都是这

样，第一年在摸索阶段，营业额可能
是负增长，第二年稍微积累些经验，

生活不成问题，第三年逐渐走上正
轨，可以去温泉旅行。我们家花了三

年六个月，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准备
大干一场，碰上了疫情⋯⋯”

目前夫妻二人都宅在家里，美
佐子说:“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伙

食费也花不了多少。虽然担心的事
很多，但老公是个积极向上的人。”

山口圭司笑言：“老婆对我的新规定

是‘不干活的人没酒喝’，所以我戒

酒了，顺便也戒烟了，生活变得非常
健康。虽然现在情况不容乐观，但如

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太不甘心了。
困难的不仅仅是餐饮业，让我们一

起渡过难关吧。”
位于大阪的 HAJIME是一家很

难预约的米其林三星餐厅，主厨米

田肇被誉为“传奇主厨”。在疫情阴
霾下，即使米其林三星餐厅也举步

维艰，4月有超过 200人取消预约，
预计营业额将减收 2000万日元。米

田肇联合餐饮业同行向政府发起请
愿，要求得到房租和员工薪金补助，

短短 2周内就有超过 12万人署名。

政府发放支援金
外卖打包受鼓励

日本经济产业省、都道县政府
以及各地自治团体纷纷出台相应政

策，帮助饮食业渡过难关。
经济产业省向店铺发放支援

金，总额高达 1.6兆日元，营业额受
影响的餐厅也可以申请特别贷款。

东京都向企业发放协助金，只有一

家店的经营者可获 50万日元，有多

家店铺的经营者可获 100万日元。

另一方面，政府和地方自治团
体鼓励顾客点外卖和打包，提高店

铺营业额。大阪府与日本最大外送
订购网站之一“出前馆”、日本电报

电话公司和通讯软件 Line合作，对
线上点外卖 1000日元以上的用户

返还 500日元积分。积分一半由政

府负担，额度上限为 1.5亿日元。
神户市与美食配送平台“优食”

合作，为在“优食”注册的 560家中
小型饮食店提供折扣，市财政负担

预计为 1500万日元。神户市商业流
通科表示:“希望通过外卖配送来确

保销售额的同时，也能让市民自觉
减少外出。”

此前日本外卖业一直发展不起
来，原因有三：首先，日本人力资源

匮乏，人工成本高，外卖费居高不
下。第二，日本人爱吃冷食，而外卖

多是热食，气味浓烈，容易影响他
人。第三，日本便利店鳞次栉比，与

其叫外卖不如走几步去便利店买便
当。因此，疫情前日本店家多是自己

安排兼职学生负责外卖。由于劳动
力市场竞争激烈以及老年化程度加

重，也有些老年人加入外卖员大军。
疫情之下，外卖业终于得到发

展机遇。据相关机构统计，仅 4月一

个月，日本就新增 3000家餐饮店开
设外卖服务。
国方雅美在冈山县冈山市经营

咖喱店，受疫情影响，来店顾客减少
了三成左右。她一度考虑暂停营业，

但随着外卖需求增多，来自常客们

的订单剧增。“只要得到大家的支
持，我就会坚持开店。”目前她正在

开发便于配送的咖喱新菜品，并给
点单的顾客附赠沙拉菜谱。

咖啡店老板铃木智美说:“我相
信人类肯定可以战胜疫情，我现在

坚持每天开店，就是给自己以希望，
给顾客以安慰。店门开着，灯光亮

着，这样大家就会有光明的感受。”

日本政府14日对 39个县

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包括需
要重点采取防控对策的 “特定

警戒都道府县” 中的茨城、石
川、岐阜、爱知、福冈 5县，以及

没有被指定为 “特定警戒都道
府县”的 34个县。

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

大阪、京都、兵库、北海道等 8

个“特定警戒都道府县”由于仍

存在疫情防控压力， 将继续维
持“紧急事态宣言”效力。

这是日本 4月 7日对 7个
都府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并

在 4月 16日扩大到全国以来，

首次对部分地区解除 “紧急事

态宣言”，目前“紧急事态宣言”

适用期到 5月 31日结束。

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包
括以下措施：居民外出“自肃”，

学校停课， 限制人员密集场所
开放，限制群体聚集性活动。

日本国会 3月通过 《新型
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 修正

案，赋予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
言” 的权力， 只需满足两个条

件： 一是疫情可能对国民生命
或健康造成重大伤害， 二是疫

情可能导致全国性且快速蔓
延， 对国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造

成巨大影响。

日本逐步解除
“紧急事态宣言”

日本 18日公布最新经济

数据， 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
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为负

3.4%。 继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
计算下滑 7.3%后，日本已连续

两个季度 GDP负增长，陷入技
术意义上的衰退， 是日本经济

2015年以来第一次衰退。

从领域看， 进出口贸易受
严重打击： 货物和服务出口额

环比下降 6%， 其中汽车及零
部件出口、 外国游客消费大幅

下降；进口降幅 4.9%，明显受
进口能源价格下跌等影响。 占

日本经济比重一半以上的私人
消费环比下降 0.7%，旅游和餐

饮业损失严重。 内需另一支柱
私人资本支出下降 0.5%，私人

住宅投资下降 4.5%。

日本内阁官员认为， 第二

季度数据可能比第一季度更
糟， 日本经济正在遭遇二战以

来最大危机。

五年以来首次
经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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