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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餐饮20年文集》收录了《中国餐饮市场竞争态势与对策研究》、《从中西快餐之争看饮食业的
发展动力》、《21世纪中国烹饪》、《呼唤现代饮食文明》近百篇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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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遵循商品经济的原则，实行企业化经营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产品经济
思想的影响，把饮食服务业当作社会福利事业来办，企业没有活力，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这是饮食服务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饮食服务业从“福利型”转向企业化经营，把企业逐步推向市场。
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企业价值补偿不足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今后，饮食服务业应当继续坚持企业化经营的原则，要赋予企业经营、价格、分配、用工的自主权，
不断提高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3.加强宏观调控，实行行业管理 在社会饮食服务业迅速扩大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宏观指
导，一度出现赚钱多的行业抢着上，盲目发展，赚钱少的行业无人办，造成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和群
众消费的不便；市场秩序混乱，非法经营，“六害”滋长，违反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消费者和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
针对饮食服务市场出现的问题，北京市政府首先作出决定，对全市饮服行业实行统一的行业管理，制
定了开业条件和审批程序，规范了行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培训交流了技术，提供了信息服务，帮助经
营者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接着，全国有11个省（区、市）、近100个市（县）也对饮食服务业实施了统一的行业管理，并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果。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饮食服务市场存在的上述问题，是部门管理体制无法解决的，只有实行
全社会统一的行业管理才能解决。
北京等地的经验证明，实施行业管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过管理和服务，推动了整个行业
的发展。
 4.加强企业更新改造，壮大国合饮食服务业的实力 这些年来，社会各部门所办的饭店、宾馆设施都比
较先进，有些私营企业的装修也相当好。
面对这样的形势，国营和供销社饮食服务业还是依靠原来的经营条件，在竞争中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
许多地方的商业厅（局）、供销社领导注意抓了老企业的改造，建设了一批新的骨干企业，经济效益
成倍提高，竞争实力明显增强，在市场中较好地发挥了主导作用。
相反，有些地方的企业条件变化不大，经营就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
因此，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改造老企业，发展新的骨干企业，是办好国合饮食服务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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