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头部品牌势头下沉市场或成新发展方向
如今，茶饮成为当下餐

饮行业最热门的赛道之一，
吸引了众多跨界巨头纷纷入
场。他们看中的无非是茶饮
品类的巨大市场空间。中商
产业研究院的数据表明，
2019年中国现制茶饮的潜在
市场规模应在 400～500亿
元，中国现制茶饮市场的空
间在千亿元左右。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加上越来越多的跨界者
抢食，茶饮品类的发展走势
将变得更扑朔迷离。8月13
日，在“2020中国餐饮营销力
峰会暨中国餐饮（品类）十大
品牌颁奖盛典”上，“2020中
国茶饮十大品牌”正式揭晓，
从中可以看出茶饮品类发展
趋势的一些端倪。

头部品牌势头正盛

在“2020中国茶饮十大
品牌”中，喜茶、蜜雪冰城、奈
雪的茶占据榜首位置，而
CoCo都可、1點點、茶颜悦
色、书亦烧仙草、古茗、益禾
堂、甜啦啦紧随其后。跟去
年的榜单相比，今年的十大
品牌加入了茶颜悦色、书亦
烧仙草、古茗、益禾堂、甜啦
啦等新面孔。

从门店规模来看，上榜
的茶饮品牌门店数都不少。

譬如蜜雪冰城门店已经破
万，而书亦烧仙草、益禾堂等
品牌的门店数亦达到了数千
家，而喜茶等品牌也开出了
几百家门店。

从发展路径来看，上榜
茶饮品牌的发展路径大致有
三种：第一种显然是奈雪的
茶、喜茶这样以一二线城市
为主战场、选址购物中心为
主、门店规模较大成本较高、
坚持直营模式、一杯茶售价
会超过20元的行业头部品
牌；第二种则是区域市场或
者下沉市场头部品牌，主要
价格区间在20元以下、选址
更为灵活、大部分为直营，比
如茶颜悦色等；第三种则是
蜜雪冰城、甜啦啦这种以广
泛加盟、门店数以千计为标
志的小店模式，门槛较低，但
发展很快。

据美团数据显示，一线
城市茶饮店数量近两年内
的增长远不及其他低线城
市，三线及以下城市新式茶
饮店比两年前增加了138%，
而在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
和北上广深，增幅分别是
120%、96%和 59%。由此可
见，目前一线城市茶饮门店
经营趋于成熟和饱和，要想
拓展规模，下沉市场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另外，茶饮行业的细分

化趋势明显。深挖烧仙草赛
道的书亦烧仙草在竞争如此
激烈的茶饮品类中强势突围
而出，7分甜聚焦杨枝甘露掀
起了甜品杯装化的潮流，这
些都再次证明了茶饮细分化
是大势所趋。

此外，在疫情突袭的当
下，品牌都在思考新的消费
模式和渠道，周边产品的热
销让品牌看到了零售化的市
场潜力。喜茶、奈雪的茶、茶
颜悦色等已经开始了零售产
品的布局。除了在线下门店
先后推出零售商品，在线上
的较量也早已拉开了战局。

同质化是行业最大痛点

近年来，茶饮一跃为全
民关注的爆红品类，茶饮赛
道市场规模和门店数量一路
狂飙猛涨，一批批茶饮品牌
脱颖而出，催生出了这个市
值近千亿的巨大市场。

如今的茶饮品牌大多擅
长营销，营销手段的合理使
用，能让一个初出茅庐的茶
饮品牌一炮而红，可是因为
茶饮品类的壁垒相对薄弱，
若是后续品牌运营能力和产
品研发能力跟不上的话，就
很容易高开低走。

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
严重始终都是这个蒸蒸日上

的品类最大的痛点。随着40
几万家茶饮店挤在同一赛
道，产品以及品类中可创新
的点越来越窄，茶饮产品也
只是在奶盖茶，水果茶，珍珠
奶茶的基础分类上进行延
伸，并且饮品配方难以申请
专利，导致同质化问题也越
来越严重。此外，山寨问题
也始终是困扰茶饮品牌的一
大难题。

下沉市场或藏有新机会

茶饮市场瞬息万变，稍
不注意，可能就会被同行碾
压甚至淘汰出局。如今，突
如其来的疫情更会加速市场
洗牌。

对此，红餐网分析认
为，相比线下门店的贴身肉
搏，线上外卖的竞争态势要
相对缓和很多。很多品牌
一开始都没开通外卖，喜
茶、奈雪的茶早期也是拒绝
开通外卖的。但是近年来，
随着线下堂食竞争的加剧
以及外卖市场需求的日益
增长，很多茶饮品牌也纷纷
开启了外卖服务。

据CNNIC（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发布第45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表明，截至2020年3月，中
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8

亿，占网民整体的44.0%。同
时，美团数据显示，2018年美
团外卖订单中，茶饮占据2.1
亿单，销量远高于咖啡，甚至
比肩可乐。

尤其是疫情的到来，让
线下堂食受到致命冲击，外
卖就成为很多茶饮品牌填
补亏空的有效手段。头部
品牌也纷纷发力外卖市场，
逐渐重视培养用户线上成
交习惯，使得线上外卖的竞
争变得更为激烈。另外，线
下线上同步推进是大多数
茶饮品牌的共识。线上渠
道可以带来跨越时间、空间
地域障碍的销售扩展。一
方面减少了房租、配送等成
本，另一方面，通过线上渠
道可以打破不可控的界限，
对于一些还未布局到的地
区，实现推广和扩展产品的
销售。

从现有茶饮市场发展来
看，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
市场趋于饱和，“小镇青年”
消费力正在崛起，下沉市场
反而潜藏着更大的机会。目
前来看，随着北上广深和一
线城市的市场接近饱和，头
部品牌也在着手准备开拓下
沉市场，可以预见未来下沉
市场或将会是新式茶饮品牌
拓展市场的新方向。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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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品世界

本报讯 据吉尔吉
斯斯坦塔扎别克新闻网
站8月20日报道，吉尔
吉斯斯坦国家兽医与植
物卫生安全检疫局称，
13家吉企业获得向中
国出口乳制品的资质。
据吉农业部统计，2019
年1至12月，吉共生产
162.77万吨牛奶，同比
增长2.4%。2019年，吉
奶制品出口量为 3万
吨，同比增长3268吨。

2019年6月，吉国
家兽医与植物卫生安全
检疫局与中国海关总署
签署吉乳制品输华检验
检疫要求议定书，在该
议定书框架下，13家企
业获得对华出口乳制品
资质。

（商务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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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奶业协会“第
七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圆山饭
店成功召开。会上，北京奶业协会会
长、首农食品集团副总经理常毅向大
会做 2019年度工作报告。他表示，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使得北京奶协年度工作会推迟到今
天。北京奶业经受住了疫情的严峻考
验，生产经营已经完全恢复，并正在努
力夺回疫情造成的损失。

截至 2019年 12月底，全市奶牛
存栏 5.68万头，与 2018年同比减少
1.85万头，其中成乳牛存栏3.29万头，
同比减少0.99万头；生产牛奶26.4万
吨，与2018年同比减少10.26万吨；全
市奶牛平均头年单产9吨，牛奶理化
指标：细菌总数2.8万/毫升，体细胞
24万/毫升，乳蛋白 3.2，乳脂肪 3.9，
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其中国有奶

牛头年单产接近11吨；全市平均生
鲜奶收购价3.91元/公斤，同比增长
8.3%。全市14家乳品加工企业，年加
工能力140万吨，实际年生产乳制品
60万吨，北京人均年消费乳制品50
公斤左右。

2019年，北京市奶业协会积极向
政府建言献策，持续推动促进奶牛品
种改良等工作。举办“未来奶业论
坛”“2019年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测技
术培训班”，建立生鲜乳价格写上机
制，确定2019年鲜奶基础收购价格为
3.8元/公斤；围绕建国70周年，协会
创造性开展系列活动，讲述故事、展
示成就、汇聚能量，如精心策划和组
织首届“北京牛奶文化节”，为北京消
费者奉上北京奶业有品位有温度的
牛奶体验；开展公益活动，向中小学
生普及科学饮奶知识，组建“饮奶健

康专家科普宣讲团”，开展《牛奶与健
康大讲堂》科普讲座20次，覆盖30多
个中小学校3000多师生，并让协会专
家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广播电
视台普及牛奶与健康知识，推送百万
听众等。

今年，北京奶协将在原有工作的
基础上，做好七点工作：一是主动作为
参与疫情防控，助力会员单位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二是大力
推动行业产业链协同，加快提升行业
技术创新水平；三是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全面系统推进现代奶业评价体系建
设；四是整合利用好行业资源竭诚服
务，积极作为，开创协会发展新局面；
五是继续开展奶业人物专访，弘扬奶
业文化，传承奶业精神；六是以党建为
引领，加强协会自身建设；七是做好协
会2020年换届工作。

北京市奶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中国茶饮市场发展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