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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中式茶饮品牌煮
葉已于近日完成数千万元Pre-A
轮融资，投资方为达晨创投。此
前，煮葉曾在2016年5月获得天使
轮融资。

煮葉成立于2015年，目前在全
国有5家门店，其中4家在北京，1
家在西安。品牌创始人兼CEO刘
芳曾是星巴克华中区总监，团队中
有不少人来自星巴克、麦当劳。谈
到煮葉创建原因，刘芳曾表示，东
方人骨子里还是对传统文化感到
亲近，茶馆这种业态本就一直存
在，且这几年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
自信在增强，新的茶饮品牌有较好
的发展机会。据刘芳透露，煮葉单
店平均月收入约为40万元，周边卖
品占营业总收入的10%～15%。完

成本轮融资后，煮葉将在北京等一
线城市开拓新店，选址集中在复合
型商场及高级办公区等人流聚集
地段，预计未来3～5年将新开100
家门店，且煮葉也将逐渐开启茶
叶、茶器和衍生品的销售业务。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以及
健康理念的兴起，新中式茶饮进
入快速发展期，潜在市场规模预
计在400~500亿元。市场红利使
得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这一行
业，不少企业也借此快速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新中式茶饮
品牌“多而杂”，仍处在跑马圈地
的混战当中。且行业“门槛低”、
同质化严重，企业想在市场中脱
颖而出，还需在产品创新、营销方
式等方面下足功夫。

4月17日，中国酒业协会第
五届理事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酒业协
会理事长王延才表示：“从2017
年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酒行业
回暖的趋势明显，高端名酒与区
域龙头品牌集中度提高，全行业
稳定向前发展。尤其是白酒行
业，2017年在一线高端名酒的带
动下，诸多二线名酒品牌快速走
过调整期，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1-12月，全国酿酒行业规模
以 上 企 业 完 成 酿 酒 总 产 量
7077.41万 千 升 ，同 比 增 长
3.31%。 其 中 饮 料 酒 产 量
6050.13万 千 升 ，同 比 增 长
0.97%；发酵酒精产量1027.29万
千升，同比增长19.63%。效益
方面，主要经济效益汇总的全国
酿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总计
2781家，酿酒行业规模以上企
业 累 计 完 成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9239.5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10.45%；累计实现利润总
额1314.0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27.24%。

市场容量趋稳，品牌意识
强化，市场竞争加剧，王延才认
为，这是中国酒业发展的现状。

产业调整继续,白酒行
业进入新增长周期

2016年，白酒规模以上的

企业是1578家，目前增至1593
家。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白
酒 企 业 完 成 酿 酒 总 产 量
1198.06万 千 升 ，同 比 增 长
6.86%。

“‘十三五’中期，我国白酒
的经济运行状态保持了良性、健
康、稳中有增的态势，在生产总
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通过科学
管理，提高效率，技术创新，减少
消耗，降低成本，提高了价值创
造，保持利税总额和经济总量的
良好表现。从增长方式上，也实
现了销售增长和利税增长超过
产量增长的良性循环。”但王延
才认为，产业调整仍将继续，新
一轮的企业整合、并购开启，行
业的洗牌和竞争加快。

谈到白酒产业现状，王延
才坦言：“白酒的产能仍然过
剩，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所
以‘十三五’期间，白酒的产
能总体不会有大幅度的增长，
全国优势产区挤压劣势产区，
各产区产能之间此消彼涨的态
势，产能压缩逐步减少。白酒
的品种、价格、渠道和服务体系
的再造已无法回避，传统的流
通渠道与新型的互联网渠道逐
步整合，多种渠道并存。流通
体系与服务体系加快，多渠道
提供服务格局正在形成。”

“白酒产业最先进入调整
期，也最早开始调整产品，2017
年以来，一线品牌产品价格回

升，产品的销售量和价体，高端
和次高端的产品延续价格回升
态势，是增长的主力军。”王延
才认为，在一线高端龙头的带
动下，诸多的二线名酒品牌已
经快速渡过调整期，进入新的
良好稳定发展态势。相比高端
和次高端的产品，二线品牌还
没有全国化的强势品牌出现。

消费升级的当下，王延才建
议，企业应把握新时代、新消费、
新机遇的宏观大局，有针对性地
制订好规划和计划，特别是一些
区域骨干企业，应向白酒领袖企
业多学习经验和做法。

文化重视不够、产品
定位不明确仍是主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1-12月，纳入到国家统
计局范畴的规模以上啤酒企业
447家，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1766.4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2.30%；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29.1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9.83%。啤酒消费市场连
续四年下降，2013年到2017年
四年累计下降15%，消费量下
降12.2%。对此，王延才认为，
除了人工、原料、用料、能源、纸
箱、瓶子、易拉罐等各类成本上
升，多年来在高速成长的消费
市场中，企业过分重视市场份
额，忽略品牌文化的建设和培

育，在后期的过度竞争阶段，对
品类文化重视不够，也是主要
原因。

当下，啤酒市场发展呈现
多态势，大企业越来越重视产
品创新，不断推陈出新，小微工
坊啤酒快速增长，缓解了啤酒
产品结构过于单一的局面，也
加剧了市场竞争。

王延才预计，未来两到三
年，消费升级所带来的消费结
构转型仍将持续，引导啤酒市
场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速度加
快。主流啤酒产品市场份额仍
将缓慢下降，但品种增多，口味
呈现多样化，包装形式多元化，
将使啤酒产品越来越丰富多
彩。进口啤酒增长速度现在有
所减缓，中短期内会区域趋于
平稳，工坊啤酒有望得到规范
化监管并取得市场地位以后，
市场份额将高速成长。

葡萄酒方面，2017年，全国
规模以上葡萄酒生产企业完成
酿酒总产量100.11万千升，同比
下降5.25%。纳入到国家统计
局范畴的规模以上葡萄酒企业
244家，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421.3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 9.00%；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42.2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11.55%。葡萄酒商品累计进
出口量74.19万千升，同比增长
16.74%。王延才坦言，葡萄酒市
场仍在扩大，但国产葡萄酒还没

有形成自己的消费认知体系，高
端定位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通过2017年酒
业数据可以看到，果露酒行业、
保健酒行业一直保持较高的增
长速度；黄酒发展总体形势总
体向好，尤其是利润的增长远
超销售收入增长；酒精行业发
展较快，发酵酒精的产量迅速
增长，利润大幅度增加等。

会上，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宋书玉介绍，为推动
酒行业稳健发展，中国酒业协会
开展了诸多工作，比如联合多家
部委、业内专家等多方组织力量
建立中国酒业协会战略发展研
究院、中国就业协会经济联合
会、中国酒业协会白酒文化国际
推广联合会、中国酒业协会酿造
料酒分会、中国酿造人才的培训
基地等；举行大型葡萄酒、白酒、
啤酒发展论坛，比如主办上海国
际酒交会；围绕酒类标准体系，
推出了白酒、啤酒、葡萄酒、保健
酒的相关标准；同时宣传理性饮
酒、2017年还发布了中国饮酒
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等，这
些工作都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提供了助力。

宋书玉透露，未来协会将
强化与媒体之间的合作，提升
协会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提
升产业的影响力，最大程度助
力酒行业快速发展。

（新华网）

酒业回暖趋势明显 高端名酒集中度提高

本报讯 近日，香飘飘高端即
饮奶茶“Meco牛乳茶”与《无限歌谣
季》举行签约，启动节目冠名等深度
合作。据介绍，Meco牛乳茶去年4
月推出后实际业绩达成率达134%，
并启动了“打造百亿单品”计划。

香飘飘董事长蒋建琪表示，

Meco牛乳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便
携性。另外，香飘飘专注奶茶13
年，能够确保各种原料来源的品
质。目前，香飘飘已出口至美国、
法国、德国、泰国、越南等地区，未
来还将考虑在海外设厂，目前已
有意在泰国做项目投资。

在中国市场需求激增
下，全球葡萄酒贸易进入快
车道。4月16日，澳大利亚
葡萄酒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
示，在截至2018年3月的12
个月里，澳大利亚葡萄酒总
出口量同比增长10%，创下
新高，其中中国市场需求成
主要助推力。

数据显示，在截至2018
年3月的12个月里，澳大利
亚葡萄酒总出口量接近历史
纪录，达8.44亿升；出口金额
达 26.5亿澳元，同比增长
16%，为十年来出口金额最
高纪录。同期，澳葡萄酒对
中国出口增长51%，达10.4

亿澳元。
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源

助理部长安妮?拉斯顿表示，
澳中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
定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提供了
新的市场，并给生产商增加
销售和投资提供了新的机
遇。而随着明年1月1日起
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到中国
的关税全部取消，预计对中
国葡萄酒出口的金额和数量
将会进一步增加。

根据行业统计，中国进
口葡萄酒主要来自法国，占
比高达35%。紧随其后的有
占据17%市场份额的澳大利
亚、占比约15%的西班牙以

及约占12%份额的智利等，
其中澳大利亚及智利近年与
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撤销
葡萄酒关税，令两国葡萄酒
进口量大幅提高。澳大利亚
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德
烈亚斯?克拉克强调，明年1
月完全取消关税后，将使澳
大利亚葡萄酒比起法国、意
大利和西班牙等主要产酒国
更具竞争优势。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
国酒类流通白皮书指出，过
去五年，中国市场是进口葡
萄酒的“秀场”。2013-2017
年，中国进口葡萄酒总量由
3.77亿升增长到7.46亿升，
五年翻了一番。与此同时，
国产葡萄酒在与进口葡萄酒
的对垒中暂时处于下风。

对此，不少中国葡萄酒
企业提出，中国葡萄酒市场
容量和潜力巨大，特别是面
临消费升级的重要发展机
遇，行业未来充满想象空
间。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
进口葡萄酒，国产葡萄酒应
当做出中国产区特色，寻求
差异化发展路径。

（中国网）

中国需求助澳葡萄酒出口创新高

新中式茶饮品牌煮葉获数千万融资

香飘飘Meco牛乳茶瞄准百亿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