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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绮曼 郑敏珊 继娃哈哈、
王老吉试水现制茶饮后，喜茶等新中式
茶饮头部企业也进入了瓶装饮料赛道。

从商超便利店到街头贩卖机，从一
线城市到四五线乡镇，瓶装饮料以其便
携化、标准化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发
展至今，瓶装饮料市场红利还有多少？
茶饮品牌跨界瓶装饮料市场胜算几多？

茶饮品牌抢入瓶装饮料市场
近年来，多个饮料品牌都将触手伸

向了茶饮行业，开起了茶饮门店。与此
同时，也有一批茶饮品牌正在反向跨
界，跑步进入瓶装饮料市场。

其中，较早涉足瓶装饮料市场的是
喜茶。2020年6月18日，喜茶旗下子品
牌喜小茶宣布推出第二个厂牌“喜小茶
瓶装厂”。与此同时，奈雪的茶也正在
悄悄布局——2020年10月，奈雪通过
公众号表示计划推出奈雪气泡水，并上
线天猫旗舰店。

虽然都属于饮品，但现制茶饮和瓶
装饮料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赛道，从新
茶饮跨界进入零售领域，瓶装饮料市场
的吸引力在哪里？茶饮品牌转型依托
的又是什么？

年轻化需求或成增长“密码”
哔哩哔哩洞察与尼尔森IQ联合发

布的《2021Z世代食品饮料消费洞察报
告》显示，在总人数约2.6亿的Z世代

中，重度饮料消费者占比达93%，他们
对现制茶饮、气泡水等新兴品类接纳度
高，也更愿意尝鲜，且偏好低脂低糖低
卡的健康饮品。

在新消费趋势的推动之下，此前长
期处于固化格局下的瓶装饮料市场开
始受到新品牌、新品类的冲击，年轻人
萌发出的崭新需求客观上搅动着市场，
为新入局者提供了机会。

喜茶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喜茶来
说，进入瓶装零售领域，既能借助产品
和品牌优势扩大业务边界，又能通过线
下便利店、商超以及电商渠道触达更多
的人群，瓶装饮料相较杯装现制饮品便
捷易得的特性，还能覆盖更多场景，进
而提高消费频次和用户黏性，与现制茶
饮业务形成互补。

事实上，除了吸引粉丝进行多次消
费以外，瓶装饮料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吸
引企业入局的关键。第一财经商业数
据中心联合天猫发布的《2021饮料消
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19年饮料市
场规模已达到9914亿元，预计2024年
将突破1.3万亿元。

另一方面，近年来瓶装饮料市场也
被资本频频看好。2020年，食品饮料
行业融资数量和金额创新高，2021年
仅第一季度就有56个饮料品牌获得融
资，同比增长250%。其中包括成立4
年、融资5轮的饮料界当红炸子鸡元气
森林这一经典案例。

茶饮入局致胜关键在“场景力”
对于茶饮品牌来说，依靠品牌影响

力打开新的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品牌影
响力一方面可以帮助产品打开市场，但
一旦产品无法达到消费者预期，将会影
响产品业务，甚至继而影响品牌形象。

中国食品行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现制茶饮与瓶装饮料有很多不同，包括
消费场景、消费频次甚至消费人群。对
这些企业来说，想要在赛道中突围，关
键在于渠道打通和消费者触达。他认
为，在巨头混战的瓶装饮料赛道中，只
有真正拥有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具
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才能够成功。

TopMarketing创始人曹礼财则认
为，对于绝大多数新消费品牌来说，成
功的核心原因在于对特定消费场景的
极致满足，以形成爆款。许多新中式茶
饮品牌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是选择了
街头商场的即时性新鲜化消费场景，并
在逛街的语境下形成社交货币，最终形
成了巨大的跟随与真实市场需求。

“在拓展瓶装战场后，消费场景带
来巨大变化，可能与消费者心目中既
定的认知习惯形成混乱。”曹礼财指
出，对这些企业来说，核心战略思路是
对两种场景的重新定位与切割，激活
消费者在超市、便利店、电商等“瓶装
场景”下的消费冲动与消费满足，以取
得关键博弈筹码。

本报讯 韦夏怡 12月27日，白酒指数
再度回调。截至当日收盘，中证白酒指数
下跌0.80%，报18596.06点。成份股中，今
世缘、金徽酒、古井贡酒、口子窖等多只个
股跌超3%，贵州茅台、迎驾贡酒、五粮液
也跌超2%。不过，面对即将到来的消费
旺季以及渐次兑现的提价消息，各家机构
对于行业仍持相对乐观态度。

春节消费旺季临近，多家酒企近日相
继宣布提价。继五粮液、泸州老窖相继上
调供货价后，顺鑫农业、舍得酒业、古井贡
酒、水井坊等品牌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提
价。如顺鑫农业宣布自2022年1月1日起，
42度500ml百年牛栏山白酒（福牛）上调20
元/瓶，42.6度500ml百年牛栏山白酒（禧
牛）上调30元/瓶，42.9度500ml百年牛栏
山白酒（国牛）上调50元/瓶。泸州老窖国
窖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发布的调价通知显
示，52度国窖1573经典装（500ml?6）团购
建议价格调整为1100元/瓶。

平安证券指出，我国白酒行业处于量
减价增的挤压式增长阶段，行业整体需求
平稳，消费升级与品牌集中的趋势不改。
名酒作为行业风向标，相继提价有利于打
开行业量价空间，构筑2022年行业增长确
定性，推动盈利能力提升。华泰证券指
出，过去一周中信白酒指数涨20%，本轮行
情由提价预期而起。短期来看，在当前春
节旺季预期向好、提价预期持续、经销商
大会持续积极反馈等因素密集催化下，行
情仍具延续基础。

春节消费旺季临近
多家酒企宣布提价茶饮品牌开始布局瓶装饮料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