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互联网+”肠旺面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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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浪潮的兴起，使许多行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贵阳特色小吃肠旺面在互联网下的发

展之路同样困难重重。据此，就当前肠旺面的创新发展的必要性问题进行探讨，阐述肠旺面在“互联网+”的大背

景下与互联网融合，使其营销模式更加创新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给肠旺面走向“互联网+”的风口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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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肠旺面是贵州贵阳极具代表的特色小吃之一，在贵州众多的小吃中，以色、香、味“三绝”而著称，具有鲜嫩、面脆、辣

香、汤鲜的风味和口感，以及红而不辣、油而不腻、脆而不生的特点。“肠”即猪大肠，“旺”即猪血，加上面条，三者相加

便相得益彰。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于肠旺面来说即是挑战亦是机遇。许多食品行业利用互联网将传统的营销模式和网络营销

模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营销模式。网络营销的极大优势在于可以在网上通过文学、图像、视频、音乐等途径进行网络

宣传，进而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资金成本等。现今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方便性食品

成为了人们的消费首选，线上+线下的购物方式成为了更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 

在此背景之下，肠旺面需要抓住互联网这一机遇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建构符合特色小吃肠旺面的特色营销模式。以互联

网为媒介，把传统商业模式向“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转换。除此之外，肠旺面不能故步自封，如何打破原有的规模小、经营散、

低档次的格局，如何创新自己的品牌特色，哪些特色元素需要加入或完善，如何推广自己的产品，如何保护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等都需要站在今天的环境进行思考和创新。以此为研究背景，希望通过对本文的研究，能使贵州特色饮食文化得以传承。 

2、肠旺面商业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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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肠旺面食品本身具有很强的消费导向性，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对各行各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消费者的消费方式

逐步向网购、团购等方式过渡，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这种新消费趋势，给肠旺面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在

互联网浪潮刚掀起时，肠旺面店这种小型的食品企业就已经举步维艰，甚至销声匿迹。 

其次，肠旺面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品牌效应，发展趋势呈现小、散、乱，没有标准化和规范化可言，导致消费者对于传统

的肠旺面产生了负面的认知，难以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而肠旺面本身也存在着地区差异性大的特点，难以克服区域性的限制，

实现对不同地区市场的占领。 

再次，肠旺面市场定位不足和宣传力度不到位，一是很多业主是为了维持生计，很少有人会将其做大做强；二是店面设置

的地方大多交通不便利，地处偏僻，客源稀少；三是在经营上，自认为肠旺面历史悠久，沿用传统的营销方式，无需宣传的经

营理念也是使其默默无闻无法形成一个特色品牌，仅仅只是在贵州负有盛名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好的市场定位可以大大提

升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树立明确的品牌，突出产品的特色。一则好的宣传，能快速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塑造品牌个性，

增加产品的价值。在互联网的信息流中，有创意、品质好的产品能够逐渐巩固其品牌。因此，利用互联网的广泛性和便利性，

对肠旺面的发展来说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3、肠旺面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路径 

3.1依托互联网，实现“线上+线下、积分兑换”销售模式 

肠旺面要想获得新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的销售模式。超市通常都会存在货物积压、滞销等问题，而超市解决此类问题大

多数情况下都是采用促销这一方式，在保证最低成本的情况下将商品甩卖出去，但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每天要处理掉大

量的食材，尽管这是它的经营理念，但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上来说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环保节能需求的经济发展理论。 

基于超市、肠旺面目前的市场情况和互联网的背景，这无疑给肠旺面店和超市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以网上积分兑换

商城作为媒介： 

（1）肠旺面店可以通过网上积分兑换商城与超市建立“线上+线下”的商业链。以顾客消费一次肠旺面获得多少积分并且

累计和超市凭积分打折、兑换商品的形式，刺激肠旺面的市场消费，同时打响肠旺面的知名度，让不知道肠旺面的人群有一试

的机会，挖掘和发展潜在消费者。考虑超市物品保质期问题，可以将积分兑换设置一个期限，例如积分月末清零机制。 

（2）—般大型超市每天都存在需要处理的蔬菜、水果以及积压和滞销的货物等，超市可以把这些发布到网上积分兑换商城，

消费者可以了解和自行换购自己需要的产品，当顾客消费肠旺面的积分达到一定分值之后，消费者到就近的超市或者网上换购

需要的物品，根据顾客的消费心理，多数人去超市换购或者网上换购还会顺便买很多的其他商品，这样超市不仅达到了促销的

目地，也增加了超市的人流量和访问量，提高了超市的营业额度。 

互联网不仅给肠旺面提供了很好的销售平台，同时，通过与各个地方大型超市合作，也打响了肠旺面的知名度，传承了贵

州的饮食文化及特色，未来的餐饮业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吃和喝这么简单，而是餐饮服务+地方特色、文化+消费体验的综合型行

业，打破传统的经营模式，向“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3.2营销新模式，互联网下的“微博、微信” 

“互联网+”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的必不可少之物，人们无论是吃饭还是购物.都喜欢看看产品评价和有没有团购优惠

等，刷博客，刷朋友圈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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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可以利用微博进行营销，把每一个微博粉丝作为营销的对象，同时通过微博以文字+图片的形式，

每天更新博客或者发布网友感兴趣的话题，和微博粉丝进行交流互动，向网友传递有关肠旺面的信息、服务，树立肠旺面品牌

形象。第二，利用微信平台进行营销。微信营销的潜在优势在于客户数量众多，现在微信使用已经非常普及。朋友圈营销，更

容易被信任。除了私人微信营销，还可以建立微信公众号，利用微信的推送功能，向用户推送关于附近肠旺面店面的最新消息，

包括特色店面地理位置、店面好评度、优惠活动、积分兑换超市的最近路线、已有积分可兑换的商品类等等。一方面，发布信

息更加方便，也更加正式化，另一方面也让用户第一时间了解关于肠旺面与超市的最新消息，从而提高肠旺面的知名度，以此

来推广和宣传贵阳这种独特的传统饮食文化。 

3.3互联网下新思路，多元化表达，塑造统一品牌个性 

不走寻常路的青春领导者“江小白”，利用互联网思维、微博营销，以年轻群体作为营销对象，将产品以简单、有趣的方

式推广，很好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和传统酒业所固有的营销模式；三只松鼠也用他特有的“萌”征服了广大消费者。“互联网+”

下的肠旺面可以学习江小白和三只松鼠的成功案例，在微博和微信的营销上可以尽可能使用丰富的语言风格、传播形式来描述

多元的内容主题，并将这些多元的语言风格、传播形式和内容主题进行整合，而整合的基本点就是肠旺面这个统一的品牌个性，

肠旺面要想发展和传承，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才有发展前景，否则一盘散沙，无法统一，很难做好。 

肠旺面与互联网相融合，一方面对于肠旺面的规范化、智能化、特色化能够加强。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的广泛性，对肠

旺面进行宣传，肠旺面向互联网发展之后，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原有的销售和管理模式。 

4、结束语 

肠旺面看似很小，但却承载着贵州的饮食内容和文化，也承载着贵州人思乡情结，顾客购买的不仅是一碗面，也是一次童

年，一次记忆，因此肠旺面的市场潜力是可观的。但所谓众口难调，只有拥有互联网思维才能更好地帮助创业者顺应当今时代

的发展。今天的餐饮再也不是找个好厨师，有个好位置，就能做强做大的。肠旺面小吃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运用互联网全面改

造企业。只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创新，肠旺面小吃就能真正实现转型，只有创意新、品质好的产品，才能在互联网的

信息流中，逐渐巩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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