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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潇潇 施晓娟 近
期，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通胀
走高，导致当地食品价格大涨，
消费者囤货需求上升，推动我
国罐头食品在海外多国热销，
出口量保持增长态势。

要在新一轮国际贸易竞争
中保持并扩大比较优势，应多
管齐下，把中国罐头食品产业
打造成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
源密集兼具的复合优势产业。

近日，一则关于“中国罐头
热销海外”的消息冲上热搜。
来自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2022年，中国罐头食品出
口量达312.5万吨，出口额68.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3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12%和22%，均
创下近年来新高。

国际罐头消费市场非常成
熟。数据显示，作为日常饮食
的刚需消费品，欧美国家人均
罐头年消费量可达21公斤至33
公斤，每年全球罐头食品总供
应量近 5000万吨，品种达到
2500多 种 ，消 费 潜 力 巨 大 。
2022年罐头食品全球出口额约
260亿美元，2023年全球罐头食
品预计产值将达到 1180亿美
元。中国罐头是如何在波涛汹
涌的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的？

“罐头是我国食品品类中
最先打入国际市场，并且产品
质量较早与国际接轨的食品，
多年来在满足市场需求、拓展
对外贸易、服务‘三农’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长
刘有千说，从品类来看，中国出口海外市场的
罐头主要以果蔬罐头为主，其中柑橘罐头、桃
罐头、蘑菇罐头、芦笋罐头等在全球占据较大
市场份额。另外，番茄酱罐头以及竹笋罐头
也是中国果蔬罐头出口的主要产品。

据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国罐头首次走
出国门，从少量的水果罐头开始，品种和数量
逐年增加。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罐头
生产国和出口国。据统计，从1950年至2019
年，中国罐头食品产业累计产量约1.9亿吨，其
中34%用于出口，出口额超过800亿美元。

近期，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通胀走高，导
致当地食品价格大涨，消费者囤货需求上升，
推动我国罐头食品在海外多国热销，出口量
保持增长态势。

中国罐头在海外热销，还与行业不断提
升发展质量有关。近年来，我国罐头行业瞄
准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正在经历产业链的
变革与重组。在生产端，罐头产业链得到了
延伸与整合，罐头速冻保鲜业态全序列发展，
行业集中度提高，对企业的供应链整合与管
理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有业内专家表
示，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融入国内外供
应链，消除中间环节、直接与零售终端对接将
成为一种趋势。

在消费端，罐头行业呈现出总体需求不
断增加的特点。在品类方面，软包装等罐头
产品正在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有
巨大增长空间。在创新方面，产品更侧重素
食、无麸质、低糖、非转基因等健康指标以及
营养值评级。在个性化需求方面，针对“一人
食”推出的小分量罐头以及针对年轻女性和
特殊人群推出的无糖罐头、低糖罐头等备受
欢迎。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罐头食品产业要在
新一轮国际贸易竞争中保持并扩大产业的贸
易比较优势，必须多管齐下，把中国罐头食品
产业打造成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源密集兼
具的复合优势产业。企业需要不断加大优质
产品的输出，在产品、工艺、管理上不断创新，
推动产业进入转型升级、提档增效、高质量发
展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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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磨咖啡陷入价格战
平价策略能否赢市场

近期，现磨咖啡赛道硝烟
四起。当知名品牌将价格维
持在30元以上时，不少新
晋品牌加速拓店，启动花样
繁多的优惠补贴活动，将现
磨咖啡单价降到了10多元
一杯，甚至更低，价格战进入
白热化。

现磨咖啡价格下探

价格战在连锁咖啡行业中并
非首次发生。2017年，瑞幸咖啡
刚进入咖啡市场，就采用了烧钱补贴
的方式，把现磨咖啡单价拉低至20
元以内。2023年伊始，随着价格战
的兴起，现磨咖啡的价格进一步下
探至10元左右，如10元的拿铁、8元
的卡布奇诺，有些品牌的冰美式甚至
跌破5元。

目前，主打平价现磨咖啡的品牌
越来越多。除了几家知名咖啡品牌
外，肯德基、麦当劳、CoCo都可等快
消品牌也加入到平价现磨咖啡低价
的行列。今年春节过后，CoCo都可
宣布从2月开始全国所有门店的现磨
美式咖啡降价到3.9元一杯，生椰拿
铁也只需要8.9元一杯。肯德基悄然
在县城开启“小镇咖啡”计划，去年底
首次推出了9元的SOE精品咖啡，开
窗模式，随点随走，释放了进一步下
沉市场的信号。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干咖人、Cu-
bicCoffee三立方咖啡等平价品牌。

平价拓展下沉市场

如今平价咖饮品牌不断涌现，正
是咖饮赛道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比新茶饮行业已进入增速放
缓的阶段，近两年，咖饮赛道持续快
速升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前瞻产
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5年中国
咖啡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
报告》显示，中国咖啡消费年均增速
达15%，远高于世界2%的增速，预计
2025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将达到
2171亿元。

在这个过程中，咖啡越来越普
及，逐渐从一种小资的生活方式变成
更多消费者的生活日常。

餐饮行业分析师、凌雁管理咨询
首席咨询师林岳认为，平价现磨咖啡
具有广阔市场，它在速溶咖啡和中高
端咖啡当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隙，填补
了大众化咖啡的空白。

“通常多数消费者很难喝出各个
品牌咖啡间的差别，既然在产品方面
难以突围，品牌就只能在价格上下功
夫。”餐饮分析师汪洪栋表示。

天眼查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陈倞
表示，纵观中国咖啡市场的发展，咖
啡其属性特征契合国民的新消费需
求，比如解压、瘦身的身体需求，精
致、悦己的精神需求，以及广泛的社
交需求。“目前咖啡品类教育初步成
熟，特别是目前新兴品牌进入市场较
晚，定价较低，利用价格优势和高性
价比逐渐占领市场，深入下沉市场，

吸引了更多的消费群体。”陈倞说。
开源证券研究报告也显示，平价

现磨咖啡成为行业大趋势，而借助低
价，各品牌正加快市场下沉步伐。

价格之外产品待创新

价格战之外，各个品牌方目前大
多是以标准化和规模化的模式为主，
咖啡行业可能出现高度同质化的情
况，包括口味和风格的高度相似、广
告宣传和营销手段的雷同、缺乏创新
和个性化。例如，许多咖啡品牌都提
供相似的口味和风格，如拿铁、美式
咖啡、卡布奇诺等。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
示，在实施曲线策略时，需要注意价
格过低对品牌形象和产品质量的影
响，进而导致品牌的长期发展受到影
响。因此，企业需要在确保产品质量
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以较低的价格
切入市场，同时不断提升品牌形象和
产品质量，以保持消费者的忠诚度和
品牌的长期发展。

汪洪栋则认为，现磨咖啡已经失

去了其曾经的精英地位，一些品牌可
通过提供更高品质的咖啡豆、更优质
的环境和更好的服务，来重新塑造品
牌形象，以展现出更高端的品质。

陈倞表示，现磨咖啡行业在过去
几年中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由于
技术水平和标准化能力的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了提升，同时也
降低了成本，使得现磨咖啡产品的价
格有望进一步降低。此外，随着消费
者对咖啡品质和口味的要求不断提
高，现磨咖啡品牌可推出更多创意特
调的现磨咖啡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
各种需求和口味偏好。例如添加奶
泡、坚果等更加丰富多元的元素，从
而更好地适应国人的口味和需求，在
市场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并赢得
更多的消费者。

在朱丹蓬看来，未来现磨咖啡市
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品牌需要不断
创新和改进，推出更加多元化、符合
消费者口味的现磨咖啡产品，随着产
品创新和口味本土化适应调整的不
断进行，高性价比的现磨咖啡产品也
将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孟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