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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中小咖啡企业面临生存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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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品世界

疫情之下，咖啡企业比餐
饮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3月
15日，笔者来到漫咖啡万柳店，
进门后，需要消毒、量体温并实
名登记，从登记表来看，笔者是
当天的第11位客人。上下两层
的店里，仅有4位客人和3位工
作人员。

受疫情影响，这家曾经常
常人声鼎沸的网红咖啡馆，如
今却颇为冷清。从漫咖啡门口
张贴的通知来看，咖啡馆积极
响应复工复产，营业时间从上
午11点到晚上7点。

尽管门可罗雀，但相比关
门倒闭的咖啡馆来说，处境已
经好了很多。近日，精品咖啡
品牌布鲁诺和灰盒子均被曝经
营困难，仅有个别门店营业。

悦咖啡创始人王虎表示，目
前咖啡馆的人流量还没有以前
的十分之一，此次疫情对于中小
咖啡企业来说是一次生死大考。

中小咖啡企业面临生
存考验

与餐饮企业类似，咖啡馆也
面临着租金、人工等巨额成本，
尤其不少网红咖啡馆均开在繁
华的商业中心，成本也更高。受
疫情冲击，因为没有客流量，已
经有咖啡馆撑不下去了。

近日，布鲁诺咖啡被曝有
不少门店已经关门倒闭，目前
仅剩银泰店和银网中心店。从
某点评网站发现，有不少消费
者吐槽布鲁诺咖啡的会员卡无

法在上述两家店使用。
此外，还有媒体报道称，灰

盒子目前开始进行清算工作，
并已经通知供应商。 灰盒子
嘉里中心店员工表示，目前仅
有嘉里中心和金融街店营业，
其他店有的试着开过几天，但
很多商圈人流量太少，就又关
闭了。没有听说撤店的消息。
事实上，这几年，咖啡市场颇为
火爆，在资本力量的助推下，涌
现不少网红咖啡馆。这些咖啡
以高品质著称，价格基本均高
于星巴克。

粗略统计，2019年，鱼眼咖
啡完成数千万元的A轮融资;连
咖啡也成功融资2亿元，重回盈
利状态;瑞幸咖啡在完成1.5亿
美元B+轮融资（投后估值29亿
美元）后，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如果不是此次疫情，咖啡行
业表面仍旧是如火如荼。但疫
情以后，谁还能撑得下去继续做
“网红”，目前来看充满变数。

“以前一个月有三四十万人
流量，现在连三四万都没有。”悦
咖啡创始人王虎在表示，北京6
家店一个月大概30万元的租
金，人工都算在内大概 50万
元。王虎认为，疫情后应该会有
很多咖啡馆倒闭，咖啡行业整体
盈利水平不行，中国有14万家
咖啡馆，有12万家都是小散，这
些小散户经营本身就很难，经过
此次疫情会更难。做现金流的
生意，一旦现金断了很多咖啡馆
是撑不住的。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表示，受疫情影响，咖啡馆以
及整个快消品行业都遭到了毁
灭性的打击。而咖啡又不属于
非常刚需的品类，受影响也更
大，但是通过外卖的拓展以及
无接触配送等这样的自救方
式，对大品牌应该来说是可以
收割一部分的消费红利，小品
牌可能难以撑下去。

探索自救和转型

受疫情影响，悦咖啡的销售
额大幅下跌，王虎也开始重新思
考咖啡馆商业模式的变化。位
于前门大街的悦咖啡，虽然对面
就是星巴克北京甄选烘焙坊，但
它却在很短的时间成为连明星
都来打卡的网红咖啡馆。

随着知名度不断扩大，不
少投资机构希望与悦咖啡合
作，但王虎的策略是：不靠单纯
的扩充数量出风头获取品牌曝
光，只有在保证盈利的条件才
会考虑增加悦咖啡门店。

也正是由于这一策略，在
目前的形势下，悦咖啡的压力
并没有那么大。但由于疫情影
响，悦咖啡也在积极自救。

王虎提到，目前主要是通
过微信商城、大量的分销、社群
拍卖等方式，把商品化做大，推
艺术IP联名的东西比如挂耳咖
啡等等。

对于悦咖啡而言，目前，线
上销量明显好很多，主要以会
员采购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的悦

咖啡以做自营为主，但接下来
王虎计划大力推广服务输出：
即用悦咖啡的经验和服务去培
育亟待突出重围的企业，从投
资型咖啡企业变成服务型咖啡
企业，从ToC变成ToC+ToB
双驱动。

“实际上是扩张的形式发
生了改变，不是采取自营的形
式，而是把我们的模式和方式
输出给那些经营一般的咖啡
馆，能够改善其经营，提升其效
益。”王虎强调。他表示，很多
小品牌咖啡企业，没有太大影
响力，需要改变才能活下去，已
经有不少咖啡企业过来洽谈这
种合作模式。

王虎认为，“咖啡行业是舶
来品，想要做好，需要消费者参
与的时间，需要做成规模的时
间。悦咖啡以这个节奏能活下
来非常少见，做生意也是‘活久
见’，能抵抗一个又一个周期，经
过此次疫情我们在咖啡供应上
有了很大的突破，虽然门店销售
下滑，但供应链销售是提升的。”

咖啡市场仍旧被看好

疫情之下，资本趋于冷静，
此前被资本热炒的咖啡馆到底
谁能活下来？朱丹蓬认为，要活
下来，首先品牌的抗风险能力、
资源、资金以及后续的服务体系
都很重要，疫情变成整个行业分
化的加速器，强者恒强弱者恒
弱，加速了行业的洗牌，经过大
浪淘沙，疫情后还能继续生存的

品牌，都是优质的品牌。
尽管此次疫情对不少中小

咖啡企业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但我国咖啡市场的前景是毋庸
置疑的。日前，咖啡巨头星巴
克也再次大手笔投资中国市
场。3月13日，星巴克将在中
国打造一座集咖啡烘焙与智能
化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咖啡创新
产业园，计划于2022年落成。
该项目一期将投资约9亿元。

混战之下，也有新兴势力
持续加入咖啡行业。2019年9
月份，中石化旗下易捷便利店
联合连咖啡发布了全新品牌
“易捷咖啡”，宣布推出多款咖
啡产品。市场火热的背后，是
持续增长的咖啡市场红利。

根据伦敦国际咖啡组织数
据显示，与全球平均2%的增速
相比，中国的咖啡消费正在以
每年15%的速度增长。2020年
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亿元，预计2025年这一规
模可以达到1万亿元。

“未来中国的咖啡市场会出
现多品牌、多品类、多场景、多渠
道和多消费层次的格局。”朱丹
蓬还认为，随着咖啡消费人口的
不断激增，咖啡行业进入了扩
容、发展、创新以及升级的阶段，
这对于咖啡行业来说是一个利
好的节点。之后大家一起把咖
啡行业这个蛋糕做大，未来两年
到三年咖啡品牌就会固化，这将
是整个中国咖啡行业发展非常
关键的时间段。

(《证券日报》)

据新华社消息 3月17日，26辆经
过全方位消毒消杀并配备防疫物资的
大巴车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龙井
村出发，分别去往安徽、江西、浙江衢州
等地，接回采茶工、炒茶工 550人左
右。这是西湖风景名胜区全面保障西
湖龙井茶复工复产的第一步，西湖龙井
茶将全面开采。

当下，西湖龙井茶中龙井43品种
已逐步进入开采期，总体开采面在20%
左右；经过前期茶农、村、政府及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采茶工缺口问题已基本
得到解决。

龙井村党总支书记钱卫国表示，经
过统计，今年龙井村总共需要采茶工、炒
茶工1593人。“其中的1300多人由村里
统一派车去接，还有200多人，因为太过
分散、人数也少，由茶农自己去接。”

来自衢州龙游的徐双花是第一批

被接回的采茶工，她已经连续两年在龙
井村采茶。“我们在上车前，都要测体
温、检查健康码，上车后每个人都隔开，
两个座位坐一个人，相当于一辆大巴车
只能坐25个人。”一路上的防疫措施让
她觉得很安心，“稍事安顿，明天一早我
就可以开工采茶了。”

据悉，除了龙井村，西湖街道所属
的翁家山村、杨梅岭村、满觉陇村、梅家
坞村、双峰村等重点茶村都已在近期有
序开展包车接采茶工工作。据统计，将
有6300余名采茶工、炒茶工通过“点对
点”专车接送的方式陆续进入各茶村。

西湖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实时
掌控茶工的健康动态，西湖风景名胜
区、西湖街道还联合杭州市公安部门和
阿里巴巴开发了一款微信小程序——
“龙井茶工”，为西湖龙井全面复工复产
奠定安全基础。

西湖龙井茶将全面开采
资讯

本报讯 3月17日，澳优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发布2019年全年业绩
公告。公告显示，2019年澳优实现收
入约人民币67.36亿元，较2018年同
期 人 民 币 约 53.90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0%；录得毛利约人民币 35.33亿
元，较2018年同期人民币约26.61亿
元同比增长32.8%；剔除金融衍生工
具的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非现金亏
损影响，经调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
占利润约人民币9.42亿元，较2018年
同期人民币约 5.82亿元同比增长
62.0%。

澳优在公告中表示，2019年公
司业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三方面：
一是集团持续有效推行战略计划，
坚持质量高标准与研发创新，不断
完善产业链，提高上游营运效率；二
是坚持多品牌战略，不断改善产品

组合，满足市场对于高品质产品日
益增长的需求；三是始终坚持拥抱
渠道，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终端活动
不断为渠道赋能，实现品牌方与渠
道的共生共赢。

2019年，我国新生人口数量持续
下降，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竞争加
剧、整合加速，也给行业带来新的挑
战。2019年，澳优自有品牌配方奶粉
业务销售收入为人民币约60.23亿元，
同 比 增 长 36.9%，占 澳 优 总 收 入
89.4%。在自有品牌奶粉业务业绩构
成中，2019年澳优自有品牌婴幼儿配
方牛奶粉销售收入约人民币31.67亿
元，较2018年同期人民币约23.68亿
元同比增长33.8%；婴幼儿配方羊奶
粉销售收入约人民币 28.56亿元，较
2018年同期人民币约20.33亿元同比
增长40.5%。

澳优乳业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