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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咖啡店，我
把店舖開在順德社區，更

在意口碑和客戶黏性，評分作用不大；朋友的店
開在廣州的商圈，高分好評的引流效果就很明
顯。」 在MOONNA咖啡烘焙的店主梅卿看來，
評分的作用取決於客流和地段。

早在開實體店之前，梅卿就以私人訂製的
方式經營了一段時間咖啡烘焙，並積累了不少客
源。梅卿的MOONNA咖啡烘焙約100平方米，
與花店聯合經營，裝修是時下流行的網紅風。雖
然店面很適合拍照打卡，但梅卿的客戶卻是以社
區復購為主。開業初期，梅卿聘請專業團隊進行
了為期半年的點評類、視頻類及外賣端平台的代
理運營，包括在平台上做推廣、邀請博主打卡、
開發小程序等， 「大概花了8000元，我的目標
很明確，新店需要曝光和客流，穩定下來之後就
撤走。」 因為梅卿很清楚，街坊生意更在意口
碑，評分作用不大， 「周邊店舖生意都不錯，但
沒有一家的評分超過4分。」

而梅卿另外一個開店的好友就很在意評

分， 「也許是因為在一線城市或是旅遊區，消費
者的選擇比較多，高分確實能起到引流作用，但
對於其他地段的店舖，平台評分並不能起到決定
性作用。」 對此，港青Jack表示認同。他認
為，在商圈消費的消費者往往需要通過搜索推薦
來確定選擇，而開在居民社區附近的店舖，需要
關注評分，但不需要刻意為此花費太多的開支和
精力， 「金杯銀杯不如街坊的口碑」 。

商圈重評分 社區重口碑

▲1月1日，市民在廣州品嘗美食。 中新社

白領林莉是個 「背包客」 ， 「獨自出行，最
大問題是吃。」 剛開始的時候，林莉都是選擇點
評類APP上4.8、4.9的高分餐廳，結果卻不盡如
意。 「也許是期待太高，也許是眾口難調。」

高分店「踩雷」 味道大失所望
廣州白領愛麗絲說自己最近一次 「踩雷」 是

在廈門。看到很多人推薦打卡雙子塔的高空下午
茶，愛麗絲和閨密選了一個高分餐廳，預定了一
套將近300元人民幣的英式下午茶。 「顏值在線，
就是味道連中規中矩都算不上，意麵甚至不如連
鎖店出品。」

有過類似經歷的人很多。林莉幾次踩雷之
後，不再單純看評分，而是到了地方後先看看就
餐人群， 「如果老人家比較多的話，一般都有保
證。事實上經過這樣雙重篩選後，往往能發現驚
喜。」 後來林莉發現，這些餐廳不一定分數很
高，有的甚至連4分都不到，在這個 「4.8分算合
格，4.5分勉強可以」 的時代，林莉也沒想到 「低
分」 餐廳居然是反璞歸真的存在。

如果不是記者問起，家住廣州天河的劉林根
本沒留意到被他當成長期飯堂的快餐店，竟然是
一家評分不到4分的餐廳。 「吃了10多年，味道一
直沒變過。」 小店沒有上外賣平台，桌面上也沒
有掃碼點單標記，幾位阿姨在現場忙着做菜，偶
爾還跟食客聊上幾句，場面格外溫馨。劉林說，
街坊經常來幫襯這小店， 「附近居民大概沒人打
過分，但大家會用腳來投票。」

「餐廳與食客，其實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
程。」 廣州本地食評家勞毅波告訴記者一個真實
的故事：開在廣州老城區的一家小店，多年一直
出品穩定，但在拿到米芝蓮餐盤獎後，點評類
APP的負評大幅增加。老闆請專業人士對這些負
評食客進行畫像，發現他們大多是只消費了平價
菜的客人。為了避免陷入惡性循環，老闆將菜品
價格提高了50%，將有限位置留給真正懂欣賞的
人，不久店舖就回復到好評如潮的狀態。

理性消費 本分餐飲更有空間
在互聯網時代，搜攻略、看評分，已經成為

消費新習慣。但打分點評的標準，實際上因人而

異。近日，有網友分享在高分餐廳踩雷、愛吃的
餐廳只有3.5分的經歷，引起共鳴。廣東省餐飲服
務行業協會秘書長程鋼表示，餐飲企業數量眾
多，難免參差不齊。消費者為了減少出錯成本，
依賴點評類APP篩選，最初是為了避坑。真實的
消費評價確實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然而，真實
性需要建立在規則之上，而消費者並不清楚APP
上的評價和評分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客觀評價
與競價排名各自的權重，因此當中就存在了暗箱
操作的空間。

隨着 「評分決定好壞」 漸成趨勢，一些商家
通過有償探店 「種草」 、刷單炒高信用、虛假評
分等方式刷好評、攢人氣，導致消費評分機制失
效， 「高分」 就不香了。如今，年輕人熱捧3.5分
飯店，在程鋼看來是一件好事情。 「證明年輕人
不會被結果性數據遮蔽，懂得追求事實，對於那
些真正注重烹飪或是被數字化埋沒的餐飲企業，
將帶來更多溫度和發展空間。」

早前，26歲的林莉背上行囊，
開啟了一個人的蘇州之行。

吃了蟹黃麵、大蝦生煎、紙皮燒
麥、雞頭米，幾乎沒有踩雷。 「我
主要找評分4分左右（5分為滿分）

的餐廳，或者是很多叔叔阿姨幫襯的店。」 大數據時
代，吃飯之前先打開點評類APP看評價，是很多年輕人
的習慣。但他們秉承的原則卻是 「依賴卻不迷信」 ，正
如此前有關 「評分低的飯店可能更好吃」 「3.5分飯
店」 的話題頻頻火上熱搜，本屆年輕人有想法、有態
度， 「跟風」 打卡網紅餐廳的同時，也喜歡尋找明珠蒙
塵的 「寶藏小店」 ，希望在覓食路上偶遇驚喜。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五星好評不可靠
低分餐廳人氣旺

在短視頻風生水起之
前， 「刷單」 是很多餐廳

喜歡的活動。全網粉絲逾十萬的GIGI（化名）是
最早玩評分的一批博主， 「開始只有大眾點評一
個平台，也還沒有商業化。」 那時GIGI還是大學
生，寫點評只為了好玩。沒想到積累了一點名氣
後，有人找上門了，一次大概是小三位數的報
酬。GIGI告訴記者，當時無論餐廳還是組織者，
對於好評都沒有硬性要求。

慢慢地，有博主或餐飲企業從中發現商
機，逐漸變成代理公司打包幫餐廳進行平台的運
營管理， 「刷好評」 也有了 「規範要求」 ，例如
每次參加活動的達人比例要達到50%、評論的
圖片要精修、必須5星好評等等。 「最火的時間
是2017、2018年，當時連一些網站都成立了專
門的部門，承接刷單任務，每次組織60到200人
不等，到餐廳舉行品鑒活動。」 阿平是一名旅遊
博主，早期也參加過不少餐飲試吃， 「後來隨着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等法律法規出
台，平台也加強了對刷單的查處，加上短視頻平
台流行，很多早期從事過刷單業務的博主都改做
直播或者探店了。」

平台加大力度打擊 「刷單」 後，曾倍受餐
廳歡迎的 「刷好評」 ，已經變成 「上鏈接」 。
GIGI也轉型成為探店博主， 「每次探店前餐廳會
提供一個主題，和博主商量好主要框架，就像記
者採訪做提綱一樣，最後上架視頻會附上購買鏈
接，跟直播帶貨差不多。」 GIGI說，不同餐廳對
於探店視頻有不同要求，有的看出單率，有的看
成片質量，通常粉絲量上萬的博主都能接到訂
單。

刷單已過氣 現流行上鏈接

▲廣州天河的體育東路是有名的網紅食街，每天
都吸引不少博主前來探店、直播。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從香港到內地，經營茶
餐廳的港青Jack曾經很迷

茫。 「以前做餐飲，更注重食物出品，但現在大
家更關注平台上的運營、推廣。」 Jack回想起創
業初期走過的彎路，不由苦笑。據他透露，店舖
評分牽涉到店舖曝光率、排名高低等方面，一般
需要買平台推廣、上架團購套餐、參與平台抽成
等，其中推流量計劃每天投入過百元，團購套餐
的抽成大概是7%，加上購買類似QQ空間裝扮的
門店裝飾等，每個月平台推廣投入至少要花費數
千元。他告訴記者，平台活動確實吸引了不少客
人，但最後核算時才發現，推廣部分的投入就佔
了總成本的30-40%，基本上只能保證不虧本。

經過3年試水，Jack終於 「玩」 明白了，他果
斷關了開在商圈的店舖，重新選址在一社區附近
開了新店， 「新店沒有進行大規模推廣，只是做

了一些小優惠，保證店舖能在平台上拿到一個不
太低的評分。」 原先投入平台活動的精力，如今
Jack都放在與老顧客的聯繫和維護上，例如針對
社區居民推出定製的生日套餐、露營套餐等服
務， 「只要做好回頭客的生意，店舖就可以正常
運轉。」

如今不少人都像Jack一樣，看重私域流量的
經營。廣州烹飪協會秘書長羅四海最近開了一家
名為 「木棉精造」 的融合菜簡餐廳，以年輕人為
目標客戶，平時都在群裏發布菜單和優惠信息，
「經營私域流量，主要是因為不想玩評分機

制。」 羅四海說，如今餐飲企業最怕遇上高級會
員 「打差評」 ， 「高星vip給了差評，平台會立刻
給餐廳降分。」 羅四海說，一些餐飲企業重視私
域流量的運作，更加注重出品、服務，對餐飲業
長遠發展也是好事情。

拒絕買好評推廣 用心經營回頭客

▲▲除了熱衷打卡網紅餐除了熱衷打卡網紅餐
廳廳，，時下年輕人也愛幫襯時下年輕人也愛幫襯 「「低低
分分」」 飯店飯店。。圖為圖為11月月77日日，，遊人在遊人在
雲南麗江古城享受美食雲南麗江古城享受美食。。 新華社新華社

@青島旅遊人：有人圖好吃，有
人圖心情，得分低的其實大都被扣
在服務和環境上，這與好不好

吃其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 @大家注意看我走位：老吃貨
提醒大家，3.5-4.2之間最真實。
然後點進評論區點最新評價。

@小腳太小：你可以懷疑
高分，但低分真的有低分
的理由，還是要看評論。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整理

寶藏店明珠蒙塵 年輕人用腳投票

@沉默玩具toy：3.5分飯店差往往不
一定是因為口味，而是服務和衞生差，

但凡能經營很多年的店，口味差不到哪裏
去，高分的餐廳服務和環境會比
較好，而不是口味最好。 @鵝城-馬邦德：

不看評分，只看店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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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網友分享美味
的 「低分」 餐廳。

網友熱評

宣傳手段

精準定位

口碑為王

3.5分飯店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