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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湘菜市场发展概况：2024年，全国湘菜市场规模预计为1,100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高于中式正餐
整体的5.8%。此外，湘菜在中式正餐中的市场份额也在逐年增长，从2018年的9.1%稳步提升至2023年
的10.2%，预计2024年将进一步增长至10.9%

02
湘菜门店分布情况：湘菜门店多分布于华中、华南和华东，上述3个区域的全国门店数占比均超20%，其
余区域亦有湘菜门店分布，但占比均不足10%。具体到省级行政区来看，湖南和广东的湘菜门店数占比分
别达到19.6%、17.8%。北京、上海的湘菜市场供给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同时，在同等量级大小的市场中，
二者湘菜消费金额增速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地的湘菜需求快速增长

03
湘菜赛道发展特点：湘菜赛道呈现出多个湘菜小菜系受到关注、“小而美”湘菜品牌迎来发展契机、辣椒
炒肉晋升为国民菜、品牌进入精细化运营深耕期、湘菜产业链日益完善、湘菜品牌积极探索海外市场六大
特点

04
潜在机遇和未来展望：25~50元区间的湘菜门店数占比持续增长，对连锁湘菜品牌而言，50元左右的价格
带存机遇；消费者对烟火气的需求增加，小炒热度持续上升，湘菜小炒赛道有望加速增长。展望未来，湘
菜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湘菜市场未来将加速全国化布局，提升用餐体验和品牌创新水平，以满足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湖湘文化的深度融合将为湘菜品牌注入更强的文化内涵和市场竞争力



01 发展概况：新质湘菜品牌引领湘
菜发展，赛道全国化进程加速

02 发展特点：湘菜小菜系备受关注，
湘菜品牌进入精细化运营深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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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机遇与未来展望：连锁品牌
在50元左右价格带存机遇，湘
菜小炒赛道有望加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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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影响力不断攀升,市场规模增速远超中式正餐整体

p 近年来，湘菜备受瞩目，其在抖音平台的搜索热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多次达到波峰，湘菜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攀升

p 具体来看，2024年，全国湘菜市场规模预计为1,100亿元，同比增长约8.9%，增速高于中式正餐整体的5.8%。此外，湘菜在中式正
餐中的市场份额也逐年增长，从2018年的9.1%稳步提升至2023年的10.2%，预计2024年将进一步增长至10.9%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巨量算数，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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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5.8%

湘菜 中式正餐

2024年全国
湘菜市场规模预测
约1,100亿元

2022年9月至2024年12月“湘菜”关键词
在抖音平台的搜索指数走势

2024年全国湘菜及中式正餐
市场规模同比变化预测

2018—2024年湘菜在中式正餐中的市场份额占比



湘菜发展驱动因素：政策支持、需求增长、技术提升共促湘菜繁荣

p 湘菜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近年来其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湖南省政府积极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湘菜文化和产业发展。与此同
时，湘菜具有价格亲民、烟火气十足等特点，契合了当下消费者对性价比和烟火气的消费体验需求。此外，随着湘菜品牌的升级与
标准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为消费者提供了更高品质的用餐体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力地推动了湘菜的蓬勃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据红餐产业研究院“2024年餐饮消费大调查”、弗若斯特沙利文的《2024中国敢
辣人群分析报告》，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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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
早年间，湖南省政府已出台了《支持湘菜产业发展的若干财
税政策措施》等多项政策，为湘菜文化、湘菜产业发展保驾
护航。近年来，为进一步推动湘菜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湖南省相关部门不仅持续推出各类政策措施，还积极组织多
样活动，加强湘菜产业内的交流与合作，助力培育出更多杰
出的湘菜厨师及打造知名湘菜品牌
Ø 2024年12月，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等6单位联合发布《健康湘

菜倡议书》；2024年10月，湖南省商务厅举办《推动湘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经济层面
当前消费者的餐饮消费更注重高性价比，湘菜价格相对亲民，
符合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
Ø 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0月消费者信心

指数为86.9，仍处于低位
Ø 居民储蓄意愿上升：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从2019年

第四季度的45.7%上升至2024年第二季度的61.5%
Ø 餐饮消费预期收紧：据红餐产业研究院调研，2024年餐饮消费

支出预期增加的消费者占比不足四成

社会及文化层面
锅气十足的湘菜具有较强的烟火气，能够给消费者一种温馨、
亲切、有归属感的消费体验
Ø 辣味能够刺激人体的痛觉感受器，使内啡肽分泌，让人产生

“痛并快乐”的感觉，因此辣味具有较强的“成瘾性”，容易
产生复购

Ø 中国吃辣文化历史悠久，且拥有庞大的辣味消费群体。当前中
国吃辣人口超过6亿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消费者
对于辣味的消费需求高涨

近年来，湘菜标准化程度逐步提升，同时湘菜品牌越来越重
视品牌建设与模式创新，这进一步推动湘菜发展
Ø 标准化程度提升：湘菜品牌愈加注重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的操

作流程和菜品标准，确保菜品质量和口感稳定，实现降本增效
Ø 品牌意识强：湘菜品牌越来越注重品牌建设和品牌传播，它们

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吸引了消费者关注
Ø “大单品”“轻正餐”模式助力湘菜品牌加速扩张，使湘菜能

够触达更多消费者

市场供给和技术层面



经历多个发展阶段后，湘菜目前正步入全国化发展期

p 湘菜历史悠久，其菜系雏形可追溯至汉朝。历经市场探索、初步发展及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如今湘菜已步入全国化发展的新篇章。
当前，湖南本土湘菜品牌积极“出湘”，同时各地湘菜品牌异军突起，湘菜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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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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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点

全国化
发展期

湘菜菜系形成

快速
发展期

初步
发展期

市场
探索期

湘菜
起源

湘 菜 在 变 革 中 探 索
前 行 ， 湘 菜 影 响 力
逐步提升

湘菜全国异军突起，
全国化发展提速

多 个 湘 菜 品 牌 相 继
成 立 ， 民 营 湘 菜 企
业 开 始 走 上 历 史 舞
台 ， 湘 菜 开 启 品 牌
化、连锁化发展

湘菜赛道百花齐放，
传 统 的 、 创 新 的 、
平 价 的 、 高 端 的 湘
菜品牌同台竞技

Ø 兰湘子、炊烟小炒黄牛肉、
费大厨辣椒炒肉、湘辣辣
等品牌在湖南省以外区域
加速扩张

Ø 湖南省以外区域诞生多个
湘菜连锁品牌

Ø 湘菜品类细分化，湘式小
炒、浏阳蒸菜等小菜系受
到市场欢迎

Ø 根据相关古籍的记载和学
者的分析，湘菜早在汉朝
就已经逐渐成型，并经过
数个朝代发展，湘菜的特
点和烹饪技术愈加成熟

Ø 晚清至民国初年期间，长
沙一带已经出现数十家湘
莱馆

Ø 1976年，第一本湘菜菜
谱《湖南菜谱》由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

Ø 1978年，国家商务部召
开全国餐饮服务工作会议，
第 一 次 确 定 湘 菜 为 中 国
“八大菜系”之一

Ø 1984年，以长沙大学的
名义，公开向全行业招生
的第一期湘菜厨师培训班
开班

Ø 1988年，在第二届全国
烹饪技术比赛中，湘菜厨
师首夺金

Ø 1994—1997年，拥有火
宫殿、玉楼东、杨裕兴等
多个中华老字号品牌的长
沙饮食集团分别实现销售
额6,056万元、1亿元、
1.2亿元、1.435亿元

Ø 2006年首届中国湘菜美
食文化节举办，时至今日，
该文化节已举办十余届

Ø 在此期间，徐记海鲜、新
长福、冰火楼、望湘园等
湘菜品牌相继成立

Ø 2013年，《中国湘菜标
准》正式发布

Ø 2016年前后，随着购物
中心发展和招商策略转变，
湘菜品牌相继走进商场

Ø 期间，彭厨、吃饭皇帝大、
巡湘记、佬麻雀、兰湘子
等湘菜连锁品牌成立，并
快速扩张。同时，湘菜厨
师亲身下场创办湘菜品牌
的风潮吹起

关
键
事
件



2024年湘菜门店数量持续增长，当前全国湘菜门店数达到11.7万家

p 门店数方面，湘菜在中式正餐中位居前列。据红餐大数据，截至2024年12月，湘菜门店数占中式正餐门店总数的8.8%，位列中式正
餐的第四大菜系

p 2024年，全国湘菜门店数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从1月的10.7万家增长至11月的11.7万家，期间累计增长约1万家，增长率达到9.3%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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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门店数（万家） 环比变化（%）

湘菜
8.8%

江浙菜
9.5%

粤菜
9.7%

川菜
11.8%

其他菜系 闽菜 云贵菜 西北菜 徽菜 京菜 鲁菜 东北菜 湘菜 江浙菜 粤菜 川菜

2024年全国中式正餐各菜系门店数占比

2024年1—11月全国湘菜门店数变化情况



湘菜门店在全国广泛分布，其中湖南、广东门店数占比均接近两成

p 从城市线级上看，湘菜具有较强的下沉特性，具体来看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湘菜门店数相对较多，占比分别达到22.6%、20.9%。其
次，新一线城市的湘菜门店数也占18.1%

p 区域方面，湘菜门店多分布于华中、华南和华东，上述3个区域的全国门店数占比均超20%，其余区域亦有湘菜门店分布，但占比均
不足10%。具体到省级行政区来看，湖南和广东的湘菜门店数占比分别达到19.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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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线
城市

一线
城市

二线
城市

三线
城市

四线
城市

五线
城市

28.4% 24.3% 23.7%

8.4% 7.7% 5.3%
2.2%

华中 华南 华东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2024年全国湘菜门店的线级城市分布及区
域分布情况

广东
17.8%

湖南
19.6%

2024年全国湘菜门店省级行政区
分布情况

门店数量少 门店数量多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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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等地的湘菜市场值得关注，湘菜品牌可在江浙地区加密
布局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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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北京、上海的湘菜市场仍有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二者的每消费万人门店数相对较低，意味着湘菜供给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同时，
在同等量级大小的市场中，北京和上海的湘菜消费金额增速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地的湘菜需求快速增长

p 其次，江苏、浙江的湘菜市场同样相对成熟，但仍存在一定的供给缺口，湘菜品牌可以考虑在此加密布局；而广西、福建、山东的
湘菜消费需求正在增长，整体上看存在一定的发展潜力，可继续培养当地湘菜消费者的心智和消费习惯

气泡大小表示该城市的湘菜
消费金额，气泡越大消费总
额越高

2024年各省级行政区湘菜市场发展概况



湘菜新势力崛起，赛道形成新质湘菜品牌与传统湘菜品牌两大阵营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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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经过多年的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湘菜市场孕育了众多湘菜品牌。值得注意的是，新质湘菜品牌快速崛起，主要以兰湘子、费大厨
辣椒炒肉、湘辣辣等湘菜品牌为代表，它们凭借在经营模式上的革新，相较于传统湘菜品牌，在品牌定位、产品策略及传播渠道、
供应链建设等方面展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化特征，带领湘菜赛道往高质量方向发展。当下，湘菜赛道形成了新质湘菜品牌与传统湘菜
品牌两大阵营

新质湘菜品牌

传统湘菜品牌

品牌定位
更加注重品牌形象塑造，通过年轻化、时尚化的

定位吸引新一代消费者

产品策略
菜品和菜单结构设计更具创新性，比如注重融合

菜或创意菜，精简菜单SKU，以提升运营效率

传播方式
注重数字化和社交媒体营销，利用互联网平

台进行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的推广

品牌定位
定位更接地气，餐厅环境较为传统和朴实

产品策略
菜品种类丰富，产品SKU众多，以经典湘菜为
核心产品

运营与服务
传统餐饮门店运营模式，提供点餐、传菜等常
规服务

运营与服务
更具有顾客思维，通过服务创新和服务增值

提升用户体验，更加强调便利性和人性化

传播方式
主要依赖口碑传播和传统的营销方式，例如
本地宣传、老客户推荐和节庆营销等



新质湘菜品牌引领湘菜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兰湘子门店数遥遥领先

p 当前，湘菜领域涌现出众多实力出众的新质湘菜品牌，它们引领着湘菜赛道迈向高质量发展。比如，通过高质量的服务理念和优质
环境提升湘菜整体品质的晴溪荘院、新长福、喜湘宴；以院子场景打造沉浸式湘菜体验的王捌院子、隐溪别院；以及拥有实力强大
的海鲜供应链的徐记海鲜。此外，还有采用爆品模式，聚焦湘菜某一特色菜品的费大厨辣椒炒肉、炊烟小炒黄牛肉、杨掌柜辣椒炒
肉、许爷剁椒鱼头等品牌

p 值得注意的是，主打湘菜小炒的兰湘子，凭借清晰的品牌定位、高标准化的单店模型、多元化的线上运营、能够提供高附加价值的
品牌承诺，以及独特的全国化扩张策略，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2024年12月，其在全国已经开出了超过350家门店。2024年4月，
兰湘子获得了弗若斯特沙利文颁发的“中国湘菜餐厅门店数量全国领先”的市场认证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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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部分新质湘菜品牌发展概况

晴溪莊园
新长福

喜湘宴

徐记海鲜
宴长沙

王捌院子
许爷剁椒鱼头 辣可可

巡湘记

隐溪别苑 佬麻雀

炊烟小炒黄牛肉

吃饭皇帝大

农耕记 湘辣辣
费大厨辣椒炒肉

厨嫂当家

以饭湘许

回家湘

阿瓦山寨

呈湘
味派菜园子

笨罗卜 绿草地

兰湘子

杨掌柜辣椒炒肉
廖哥土鲫鱼

胡子大厨·超级小炒肉 大碗先生

坛宗剁椒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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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湘菜品牌加速崛起，共同推动湘菜全国化进程

p 随着湘菜逐步走出湖南，广东、上海、北京、陕西等地的湘菜品牌加速崛起，比如广东有遇见湘、回家湘、湘辣辣、农耕记等湘菜
品牌；上海的望湘园、巡湘记、胡子大厨·超级小炒肉等

p 作为新质湘菜品牌的佼佼者，兰湘子近年来积极进行全国化扩张，目前其门店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据红餐大数据，截至2024年12月，
兰湘子已经跻身全国湘菜品牌省份覆盖数TOP10与城市覆盖数TOP10之列

p 这些品牌的成立和扩张，不仅带动了当地及周边省份的湘菜市场发展，还推动了湘菜全国化的普及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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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各省级行政区湘菜代表品牌分布情况

广东
遇见湘、回家湘、湘辣辣、小芙蓉、农耕记、
佬麻雀、饭菜真湘、湘阁里辣、以饭湘许、

湘颂、辣可可

上海
望湘园、巡湘记、许爷剁椒鱼头、

胡子大厨·超级小炒肉、湘翁

浙江
湘间田舍、辣得叫、湘之荷

江苏
湘当有饭剁椒鱼头、呈湘

海南
十八碗

广西
廖哥土鲫鱼

北京
潇湘阁、芙蓉无双、喜湘宴河南

杨掌柜辣椒炒肉

安徽
寻湘地带现炒湖南菜

湖南
彭厨、毛家饭店、绿草地、厨嫂当家、吃饭皇帝大、
大碗先生、王捌院子、火宫殿、炊烟小炒黄牛肉、

新华楼、费大厨辣椒炒肉、徐记海鲜等

陕西
阿瓦山寨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兰湘子已布局16个省级行政区、75座城市，成为湘菜全国扩张标杆
品牌

p 以兰湘子为例，在全国扩张路径上，兰湘子以陕西为起点，首先深耕西北区域，随后逐步向中原、华东等地推进。截至2024年12月，
兰湘子门店已覆盖16个省份、75个城市

p 在扩张策略上，兰湘子采用“游击战”策略，避开竞争激烈区域，转而进军那些存在湘菜消费需求但仍未出现区域强者的市场空白
地带。同时，兰湘子把不同区域分为根据地市场（西北、中原）、增长中市场（武汉、浙江等）和战略市场（北京等），针对各市
场特性采取差异化的门店布局与发展策略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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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兰湘子首店开业

Ø 兰湘子在实施全国化扩张时，采取了由西北向中原，再延伸至华东的分阶段逐
步推进策略

Ø 倾向于以存在湘菜消费需求但尚未形成具有统治力的区域品牌的城市作为切入
点，并采取“多城市、浅布局”的方式抢先确立据点，随后再逐步加密门店布局

兰湘子全国化扩张路径和策略

全国化扩张的门店模型
ü 门店面积：全国门店均控制在

250平方米以内

ü 产品结构：80%的产品是全国
门店统一，其余20%的产品会
结合当地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
进行适当调整

不同市场的门店布局策略
兰湘子扩张策略分为深耕根据地市
场、发展增长中市场和扩张战略市
场这三步，具体来看：

ü 根据地市场：持续下沉、加密
门店布局，直至门店覆盖所有
城市

ü 发展中市场：扩增周边城市

ü 战略市场：聚焦集中开店

门店覆盖

350+家
全国总门店数

2021年，兰湘子走出西北区域，开始
向外扩张

2022年8月，全国门店突破100家

2024年1月，北京首店开业，标志着兰
湘子正式进入一线城市

2024年7月，全国门店突破300家

16个省级行政区 75个城市

2020年，兰湘子全面扩张门店14家

2023年，兰湘子门店总数突破200家，
第一届兰湘子干饭节落地



发展特点：湘菜小菜系备受关注，
湘菜品牌进入精细化运营深耕期02



近年湘菜赛道发展特点总览

p 分析近年湘菜赛道发展，发现其主要呈现出以下六大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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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一 地域菜系正在崛起，多个湘菜小菜系受到关注

特点六 湘菜出海成热点，多个湘菜品牌迈向海外市场

特点五 湘菜品牌积极建设供应链体系，湘菜产业链日益完善

特点四 湘菜品牌进入精细化运营深耕期

特点三 湘菜小炒爆红，辣椒炒肉晋升为国民菜品

特点二 “小而美”湘菜品牌迎来发展契机，中高端品牌布局性价比湘菜市场



湘菜细分赛道被深入挖掘，多个湘菜小菜系受到关注

p 近年来，在国家、文旅行业、媒体等多方推动下，多地地域文化崛起，促使消费者对地方特色饮食文化投以较高的关注，并激起其
对地方美食的浓厚兴趣

p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湘菜细分赛道得到了深入挖掘，多个湘菜小菜系如浏阳蒸菜、衡阳小炒、湘潭菜、常德钵子菜等，在
社交媒体上赢得了消费者的高度关注，而永州菜、宁乡菜等也逐渐步入消费者的视野。湘菜小菜系的蓬勃兴起，无疑为湘菜的整体
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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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小炒

永州菜

湘潭菜

浏阳蒸菜

宁乡菜

常德钵子菜

岳阳菜
湘西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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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0 300 600 900 1,200 

湘江流派

长沙、株洲、湘潭、
衡阳、永州、郴州

制作精细，用料广泛，
口味多变，品种繁多，
菜肴浓淡分明。官府
菜与民间菜巧妙结合，
讲究酸辣、软嫩、香
鲜、清淡、浓香

注重刀工火候，以炒、
蒸、煨、炖、煎、腊
为主，特别讲究调味

衡阳小炒、永州菜、
湘潭菜、浏阳蒸菜、
宁乡菜

洞庭湖流派

常德、益阳、岳阳

以烹制河鲜、家畜、
家禽见长，菜品往往
色重、芡大、油厚，
口感则以咸辣香软为
主

烹制惯用炖、烧、腊、
煨、蒸、氽的方法

常德钵子菜、岳阳菜

湘西流派

张家界、怀化、吉首、
娄底、邵阳

擅长制作山珍野味、
烟熏腊肉和各种腌肉，
口味侧重咸香酸辣，
有浓厚的山乡风味

常以柴炭作燃料，主
要的烹调方式为蒸、
炖、煨、煮、炒、炸

湘西腊味、邵阳卤菜

主要
城市

口味
特点

烹饪
特点

细分
菜系

气泡大小表示话题总浏览量，
气泡越大总浏览量越高

近30天互动增量（万）

近30天内容增量（条）

湘菜三大流派特征一览 2024年12月各湘菜小菜系
媒体热度表现



“小而美”湘菜品牌迎来发展契机，中高端湘菜品牌深耕性价比市场

p 湘菜门店众多，覆盖多个价格带，但整体上看，仍以大众消费价格带为主。具体来看，人均消费在50元至100元之间的湘菜门店数
量占比最高，达到了45.6%，紧随其后的是20元至50元区间，占比为38.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湘菜的人均消费水平呈下降趋
势，从2023年2月的72元降低至2024年11月的53元

p 在这样的趋势下，近年来，部分中高端湘菜品牌通过推出平价子品牌来布局平价湘菜市场。同时，也有部分湘菜品牌采取了“小而
美”的策略，通过提升性价比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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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美”湘菜品牌加速扩张

ü 兰湘子、湘辣辣、费大厨辣椒炒肉等走“小而美”路线的湘
菜品牌瞄准了“快餐的效率、正餐的体验、亲民的价格”这
一市场定位，近年来得以加速扩张，2024年门店数同比增速
均超40%

ü “小而美”湘菜品牌通过轻量化的门店模型、精简聚焦的产
品SKU和高标准化的出餐流程降低门店运营成本，从而能够
将利润让渡给消费者

12.3%

38.5%

45.6%

2.3%

1.3%

25元以下

25元≤人均消费＜50元

50元≤人均消费＜100元

100元≤人均消费＜150元

150元及以上

2024年全国湘菜人均消费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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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70

80

2023年2月 2023年9月 2024年4月 2024年11月

2023年2月至2024年11月湘菜人均消费走势

中高端湘菜品牌以副牌布局平价湘菜市场

ü 墨泉峰味：曾入选黑珍珠餐厅榜单的墨泉峰味近年推出了子
品牌市井峰味，主打的是旧时流行于长沙街巷的菜品，产品
单价在20~70元之间

ü 宴长沙：高端湘菜品牌宴长沙近年推出子品牌刘大碗下饭菜，
该品牌人均消费在30元左右

ü 院里寻菜：推出人均消费57元左右的子品牌宴东家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快餐化效率、正餐化体验与大众化价格，兰湘子打造极致性价比公式

p 对于消费者而言，极致性价比意味着在支付合理价格的同时，能够享受到远超预期的产品或服务品质，从而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
上，收获额外的价值满足感

p 兰湘子凭借简化菜单以及高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优化出餐效率，并从就餐环境、服务、菜品等方面提升就餐体验，加之亲民的消费价
格，成功塑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品牌定位，深受消费者青睐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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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的效率 正餐的体验

兰湘子通过用餐环境、服务质量、菜
品精致度、品牌文化等方面，为消费
者提供正餐体验

Ø 用餐环境：兰湘子通过灯光、桌
椅、餐具以及装饰等，营造干净、
整洁、亮堂的就餐环境

Ø 服务质量：由服务员引导的全程
用餐体验，从点餐、上菜到结账
服务，餐厅服务员为消费者提供
更专业、个性化的服务

Ø 菜品精致度：选用高品质食材，
注重烹饪技巧和味道的层次感

Ø 品牌文化：兰湘子注重打造独特
的品牌文化以及与顾客之间建立
深厚的情感联结

亲民的价格

兰湘子人均消费稳定在55元左右。从菜品
定价上看，兰湘子有40%的菜品售价位于
20~30元这一区间

在出餐效率方面，兰湘子能够在点餐
后25分钟内上齐菜品

Ø 简化菜单结构：兰湘子菜单上有
28道菜品、小吃3道以及主食、汤

Ø 统一用料：所有菜品的主辅料、
味型全国统一

Ø 高标准化操作流程：所有菜品的
烹饪操作控制在150秒内，因此每
道菜出餐时间基本不会超过3分钟

Ø 技术支持：兰湘子还在动线设计、
工具上优化了出餐效率，比如自
主研发切配工具，切配效率提升
90%；前厅两套点菜二维码，缩
短3分钟等餐时间

3.3%
16.7%

16.7%

40.0%

13.3%

10.0%

50元及以上 40元≤菜品单价＜50元
30元≤菜品单价＜40元 20元≤菜品单价＜30元
10元≤菜品单价＜20元 10元以下

2024年兰湘子菜品定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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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炒肉成为湘菜小炒“头牌”，并晋升为国民菜品

p 近年来，兰湘子、炊烟小炒黄牛肉、费大厨
辣椒炒肉等品牌兴起，带领湘菜小炒热潮

p 据红餐大数据，湘菜热销菜品TOP20中，湘
菜小炒菜品占据8席，其中辣椒炒肉凭借着较
高的门店覆盖率和销量增长率，成为了湘菜
小炒中的明星产品

p 不仅如此，辣椒炒肉的影响力逐步渗进其他
餐饮赛道，比如南城香、老乡鸡、新荣记、
三两粉等品牌相继推出辣椒炒肉产品。可见，
辣椒炒肉已晋升为消费者备受喜爱的国民菜
品

20

2024年12月湘菜热销菜品TOP20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湘菜小炒品牌一览



猪肉选品标准

精选食材、每餐现炒，兰湘子的辣椒炒肉年销量达到800万份

p 辣椒炒肉作为兰湘子的明星菜品，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年销量达到800万份，并保持着高达90%的复购率。2024年，兰湘子更是
获得了弗若斯特沙利文颁发的“湘菜辣椒炒肉销量第一”的市场认证

p 在制作上，兰湘子对辣椒炒肉食材的选择极为考究，选择夹杂梅花肉的优质猪前腿部位肉，搭配新鲜精选薄皮螺丝椒，再佐以湖南
小炒专用的酱油。每餐均由门店专人现切现炒，确保每一口辣椒炒肉都能把辣椒、猪肉、酱油的香气带出

21

▲兰湘子辣椒炒肉

800 万份
年销量

90%
复购率

兰湘子辣椒炒肉市场表现

选用猪前腿部位肉，该部位夹杂梅花肉，整体
肥瘦比例恰当，肉质纤维细腻，使肉质口感细
嫩。与国内知名猪肉供应企业合作，当天新鲜
配送，保证猪肉品质

采用精选薄皮螺丝椒，从种植基地直采，全国
统一配送，以此确保辣椒辣味统一和品质稳定

食材选取

烹饪方式

辣椒选品标准

现炒现做

ü 蔬菜和鲜肉当日配送至门店，由门店专人负
责辣椒炒肉的出品和品质管控

ü 通过数据精准预估销量，每餐食材现切现炒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以高效出餐和优质服务强化消费者用餐体验，湘菜品牌进入精细化
运营深耕期

p 随着湘菜赛道的竞争日益加剧，消费者对湘菜出品的品质和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当前，不少湘菜品牌为了在众多竞争者中脱
颖而出，相继推出更优质、贴心的服务，以增强消费者的用餐体验，进而提升品牌忠诚度

p 比如，农耕记包间不设置最低消费和服务费；费大厨辣椒炒肉、湘辣辣等品牌则实行一桌一煲的米饭供应，且支持免费续添；笨罗
卜则根据季节变换选用不同大米烹饪；而兰湘子更是从顾客角度出发，在排队等位、上菜速度、菜品口味、纸巾、打包盒这五大环
节，向顾客做出“五大承诺”，全面提升了顾客的用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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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出餐30秒内必须端
上桌

ü 不 同 季 节 选 用 不 同
的大米做饭

笨罗卜
ü 招 牌 菜 品 上 菜 后 ，

服 务 员 会 郑 重 向 顾
客介绍菜品

ü 提 供 免 费 的 解 辣 老
冰棍

ü 米 饭 一 桌 一 煲 ，且
免费续加

费大厨辣椒炒肉
ü 包 间 不 设 置 最 低 消

费 ，且 不 收 取 服 务
费

农耕记
ü 25分钟全上齐，超

时的菜免费
ü 不 好 吃 的 菜 品 ，免

费退换
ü 等 位 超 时 ，送 指 定

菜品
ü 餐巾纸免费使用
ü 餐后打包盒免费

兰湘子
ü 五 常 大 米 饭 一 桌 一

煲，并且免费续加
ü 菜 品 不 满 意 无 条 件

免费退换
ü 服 务 不 满 意 即 送 无

门槛代金券

湘辣辣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兰湘子多维度深耕精细化运营管理，全面驱动服务及消费体验升级

p 品牌服务升级需要依托精细化管理，通过消费者洞察、高效运营、规范操作、品质管控、快速响应、专业团队等手段，全面提升顾
客体验

p 以兰湘子为例，其以顾客思维为核心，通过精准捕捉反馈优化体验；在后厨管理方面，则以“4D厨房”为抓手，通过标准化后厨管
理提升菜品质量与出餐效率。此外，人才建设方面，兰湘子以校企合作和内部培养为支撑，构建人才储备体系，最终实现服务升级
和品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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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思维：兰湘子精准捕捉顾客的声音，
迅速响应并优化品牌体验

后厨管理：“4D厨房”管理体系提高
兰湘子门店的运营效率和菜品质量

人才建设：企校联手为品牌和行业持续
培养并输送专业人才

堂食
桌访

直接与顾客面对面沟通，获
取最真实、最直接的反馈，
确保第一手的产品和服务改
进意见

线上
意见
征集

通过分析顾客在社交媒体平
台和本地生活平台的评价，
了解顾客的需求和痛点，并
据此优化服务和产品

举办
品鉴会

通过社交活动与年轻顾客互
动，收集他们对品牌的全面
反馈，增强品牌粘性并推动
裂变传播

校企联合定向训练班：
ü 厨师：与新东方等烹饪

学校合作，开展厨师定
向培养

ü 员工：与多所旅游学院
联合，进行管培生定向
培训和输出

建立自有商学院：
ü 通过自有商学院提前储

备并培养人才

整理到位 责任到位

培训到位执行到位

兰湘子“4D厨房”管理体系四大要素

兰湘子后厨实施严格的规范化管理，从
食材原料的选取、清洗、切配、储存，
再到加工成成品，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
标准。此外，兰湘子借助“4D厨房”管
理体系，确保了各项规范的有效执行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品牌名称 食材原材料 仓储 物流配送

兰湘子 全国集中采购 全国5个中心仓、
13个前置仓 第三方承运体系

费大厨
辣椒炒肉 原产地直购 / /

炊烟
小炒黄牛肉 原产地直购 全国30个分仓 第三方物流配送体系

农耕记 黑龙江五常
专属大米基地

10,000平方米食
品加工厂

位于深圳的8,000平
方米供应链公司

湘辣辣 原产地直购 有统一仓储体系 有统一物流体系

湘菜产业链发展日益完善，年产值超6,000亿元

p 随着湘菜市场的不断扩张，产业链也日趋成熟。据湖南商务部数据，目前湘菜产业链年产值超过6,000亿元。与此同时，在地域文化
日益瞩目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地域美食的正宗味道愈发重视，促使众多湘菜品牌深入探索并精选湘菜食材，进而带动了湖南地理标
志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建设

p 同时，湘菜上游企业近年来也在逐渐崛起，比如湘菜调味料企业辣妹子在全国设有 24 个办事处，营销网络遍布近 30 个省市，2024
年预计全年营收 8.6 亿元；而聪厨、王栏树、彭记坊等企业深耕湘菜预制菜行业多年，已经形成稳定的渠道布局并占据了一定的市
场份额

p 此外，不少湘菜品牌近年来积极搭建供应链体系，在食材原料方面，鉴于湘菜所需食材种类繁多，多数品牌倾向于外购。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农耕记建设了自有黑龙江五常大米种植基地。仓储运输方面，兰湘子、湘辣辣等湘菜品牌积极搭建自有仓储物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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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部分湘菜品牌供应链建设情况湘菜产业链年产值

超6,000亿元

攸县香干

衡东黄贡椒

浏阳鸡肠子辣椒
樟树港辣椒罗洲冬瓜

祁东黄花菜

宁乡花猪
祁阳槟榔芋

怀化腊肉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湘菜出海成热点，多个湘菜品牌迈向海外市场

p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餐饮品牌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相关数据显示，在2021年海外中式餐饮营收已经达到2,611亿美元，占国
际餐饮市场的9.9%，并且预计2026年海外中式餐饮营收将会进一步增长至4,098亿美元

p 出海热潮同样吹进了湘菜赛道，农耕记、彭厨、味上湘菜馆等湘菜品牌正积极布局海外市场。然而，从整体情况来看，在中式正餐
出海的品牌中，湘菜品牌所占比重仍然较低，仅为5.3%。湘菜品牌拓展海外市场，在海外政策、饮食文化、食材供应、团队组建等
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国餐饮出海发展报告2024》、公开信息，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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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记在2023年11月开出新加坡首店，2024
年2月开出马来西亚首店。目前，农耕记已在
海外开设十余家门店

2024年5月，彭厨在马来西亚开设了首家
海外门店

2024年7月，味上湘菜馆在日本东京的直营门
店正式开业

湘菜品牌扩展海外市场，仍面临诸多挑战：
Ø 不同国家的政策法规要求不同
Ø 不同地区中餐市场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Ø 饮食文化上的差异
Ø 当地的营运团队管控成本高
Ø 海外市场缺乏湘菜食材供应企业

2,611亿美元
2021年

占国际餐饮市场的9.9%

4,098亿美元
2026年

海外
中式餐饮营收

川菜
47.4%

京鲁菜
26.3%

江浙菜
10.5%

湘菜
5.3%

云贵菜
5.3%

其他
5.2%

我国中式正餐出海样本品牌
所属菜系分布（不完全统计）



潜在机遇与未来展望：连锁品牌
在50元左右价格带存机遇，湘菜
小炒赛道有望加速增长

03



对连锁湘菜品牌而言，50元左右的价格带存机遇

Ø 正如前文所述，湘菜门店的人均消费集中分布于50~100元，其次是20~50元。然而，近年来，湘菜门店的人均消费逐步向中低价位
倾斜

Ø 具体来看，人均消费在25~50元的湘菜门店数占比从2022年第三季度的21.5%逐步增长至2024年第三季度的35.8%，而人均消费在
50~100区间的湘菜门店数占比则逐步收缩，从2022年第三季度的60.8%降低至2024年第三季度的46.7%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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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21.0% 20.3% 20.0% 20.0%
33.2% 32.1% 34.6% 35.8%

60.8% 60.1% 62.0% 62.2% 62.9%
51.6% 51.3% 46.7% 46.7%

0%

20%

40%

60%

80%

100%

2022年Q3 2022年Q4 2023年Q1 2023年Q2 2023年Q3 2023年Q4 2024年Q1 2024年Q2 2024年Q3

150元及以上

100元≤人均消费＜150元

50元≤人均消费＜100元

25元≤人均消费＜50元

25元以下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高性价比餐饮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25~50元这一价格带的湘
菜广受青睐。连锁品牌布局这一价格带，相对于夫妻小店更具品牌优势、成本优势以
及服务与体验优势

机
遇
一

2022年第三季度至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湘菜门店人均消费占比分布



消费者对烟火气的需求增加，湘菜小炒赛道有望获得进一步的增长

Ø 生活节奏逐步加快，人们生活压力随之增长，近年来，消费者对真实、温暖和接地气生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通过餐饮消费体验生
活中的“烟火气”，既能治愈心理，又能提供情感价值，以及满足对仪式感、社交属性和性价比的追求

Ø 在这样的趋势下，具有浓厚市井气息和烟火气的小炒类餐饮消费热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湘菜赛道中，近年备受消费者欢迎的湘菜小
炒，这一细分赛道有望迎来进一步的发展

资料来源：巨量算数，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红餐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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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小炒具有浓厚的市井风情和烟火气息，加之高性价比的定位，能够契合当下消费
者的需求，这一赛道正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加速增长

机
遇
二

2022年11月至2024年12月“小炒”关键词在抖音平台的搜索指数走势

Ø 据《2023年中国消费者趋势报告》，
超过60%的受访青年表示，他们更愿
意花钱体验生活中的“烟火气”



湘菜发展仍存在三大痛点，其蕴含着品牌突围的关键方向

29

湘菜赛道目前仍存在品牌同质化、供应链不完善、人才缺乏等痛点，但这些痛点同时
也意味着巨大的机遇。那些能够率先在这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品牌，将有望脱颖而
出

机
遇
三

品牌供应链建设不完善：湘菜连锁品牌要实现跨区域发展，
必须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然而，目前许多湘菜连锁品牌
在供应链方面存在短板，如食材采购不稳定、物流配送成本
高等问题，影响了品牌的扩张速度和经营效益

品牌同质化问题：随着湘菜连锁品牌的增多，品牌同质化问题日益凸
显。许多品牌在菜品、装修风格、服务流程等方面缺乏特色，难以形
成独特的品牌形象，从而难以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高素质湘菜人才缺乏：湘菜行业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连锁品牌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湘菜行业在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高等教育结构不完善、专业培训机构缺乏等，导致行业人才短缺，
难以满足连锁品牌快速发展的需求

01

02

03

湘菜赛道主要的
三大痛点



p 综上所述，湘菜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的是，湘菜市场未来将加速全国化布局，湘菜品牌需要提升用餐体验和品牌创
新水平，以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湖湘文化的深度融合将为湘菜品牌注入更强的文化内涵和市场竞争力

湘菜发展趋势：全国布局、多元发展、体验革新与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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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湘菜全国化
发展提速

湘菜的发展根基牢固地扎
根于长沙，且在我国南部
与东部区域广泛分布。未
来，随着湘菜创业热潮阵
营的不断壮大，湘菜品牌
将凭借持续的产品迭代与
创新，灵活调整以适应全
国各地消费者的口味差异，
稳步向全国市场渗透

02
湘菜用餐体验

逐步升级

当前，部分湘菜品牌正通
过优化门店服务、升级就
餐环境等多个方面，率先
为消费者带来更佳的用餐
体验。展望未来，将有更
多品牌顺应市场趋势，加
入这一行列，湘菜品牌将
通过不断深化服务创新，
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和
更为舒适的就餐环境,吸引
更多消费者

03
品牌创新
多元化

湘菜品牌间的竞争将不再
仅仅聚焦于菜品的口味，
而是全面扩展到品牌定位、
门店运营模式、供应链构
建以及产品创新等多个维
度。展望未来，市场对湘
菜品牌的综合实力将提出
更高的要求，品牌创新将
会更多元化

04
湖湘文化

持续融合渗透

未来，湘菜品牌将会进一
步将湖湘文化深度融入湘
菜菜品、品牌调性和品牌
故事，加强文化属性与情
感共鸣，增强消费者对湘
菜品牌的文化认同感与忠
诚度



关于我们

红餐产业研究院
红餐产业研究院隶属于红餐网，是国内首个专注餐饮产业发展的研究机构。红餐产业研究院聚集了产业大数据、
专业研究团队、产业专家智库、产业核心媒体等资源，秉持专业、严谨、客观的原则，为餐饮企业、供应链企业、
投资机构和政府组织等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推动餐饮品牌建设、餐饮产业升级迭代，助力产业实现高
速发展。红餐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包括行业报告、案例研究、专业榜单等多种形态。其中，每年发布的年度
《中国餐饮发展报告》、餐饮行业“红鹰奖”榜单和产业“红牛奖”榜单，及各类产业深度报告，在业内产生巨
大影响力，受到广泛好评
 

红餐大数据
“红餐大数据”小程序，收录超过32,000个餐饮品牌、2,000余家餐饮产业上下游企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大数
据查询和分析服务，旨在通过全方位、精细的数据呈现，为餐饮从业者、投资方、意向创业者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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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兰湘子
兰湘子湘菜小炒，专为解决更多白领一族的美食体验和用餐效率问题；上菜快，吃得爽，湘菜热销榜；兰湘子产
品由湖南湘菜大师团队领衔出品；是首个入驻skp的湘菜品牌，也是湘菜小炒品类开创者；2022年大众点评必吃
榜上榜品牌；全国门店超300家，年均接待人次破5,000万，荣获尚普咨询“湘菜第一品牌”，沙利文权威认证
“中国湘菜餐厅门店数量领先”、“湘菜辣椒炒肉销量第一”、餐宝典“新湘菜第一品牌”、“湘菜门店数量第
一”、“湘菜门店增长第一”等多项权威品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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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说明

1）红餐大数据，源于对餐饮门店公开数据的长期监测，并结合大样本算法开展的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2）桌面研究，基于对餐饮行业
已有公开资料的搜集整理；3）行业访谈，面向餐饮行业的创业者、高级管理人员和资深从业者进行访谈并获取信息；4）红餐调研数据，
针对餐饮消费者或餐饮从业者开展的定量问卷调研；5）其他合法收集的数据。以上均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用户合法授权采集数据，
同时经过对数据脱敏后形成大数据分析报告

2．数据周期

报告整体时间段：2024年1月—2024年12月

3．数据指标说明及样本量

具体请参考各页标注

4．免责声明

红餐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系依据大样本数据抽样采集、小样本调研、数据模型预测及其他研究方法估算、分析得出。由于统计分析领域中
的任何数据来源和技术方法均存在局限性，红餐也不例外。红餐依据上述方法所估算、分析得出的数据信息仅供参考，红餐不对上述数
据信息的精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和非侵权性做任何保证。任何机构或个人援引或基于上述数据信息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造成的法律后
果均与红餐无关，由此引发的相关争议或法律责任皆由行为人承担

5．版权声明

本报告为红餐所作，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表格均受相关的商标和著作权的法律所保护，部分内容采集于公开信息，所有权为原著
作者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递。任何未经授权使用本报告的相关商业行为都将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报告主笔：黎奇奇

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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