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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央视财经报
道，今年4月份至6月份，国
内咖啡团购订单量大涨
250%，专家预计全国咖啡市
场规模2025年或突破1万亿
元。受消费回暖复苏等利好
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咖啡消
费量持续增长，以地方产投、
风投资本、上市公司为代表
的各路资本积极入局，抢抓
咖啡经济风口。

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天眼查App显示，我国

目前有超18万家咖啡相关
企业，今年新增约1.48万家，
同比增长3.79%。

艾媒咨询首席分析师
张毅表示，咖啡市场正进
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咖啡
行业基本保持 25%至 35%
的高速增长，预计到 2025
年全国市场规模将突破 1
万亿元。

东吴证券分析师汤军
认为：“从产业链看，上游种
植价值贡献较小，占比仅为
1%；中游加工及下游流通价
值贡献占整个产业链的
93%，属于高利润区。企业
向下延伸产业链，有利于做
大、做强、做优。全球咖啡
消费走过速溶、品牌连锁、
精品咖啡的历程，我国现
磨、精品咖啡快速发展，本
土品牌迅速崭露头角，国内
咖啡市场正处于高速成长
期。未来，消费升级创造多
样化需求，三四线城市成主
要引擎，国内咖啡赛道繁荣
发展正当其时。”

咖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
大，也引来各路资本积极入
局，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踊跃
创业融资、成立风投基金、延
伸产业链条等方式，抢抓咖
啡经济风口。

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咖
啡业态对微观经济的正面作
用，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今
年以来，武汉、长沙、长宁、上
海、重庆等地先后举办咖啡
节活动，并与樱花、烧烤等元
素结合，繁荣当地咖啡消费
市场。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创业者受到地方政府支

持，加快了创业融资、做大做
强的步伐。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餐饮消费行业有超过
100起融资事件，其中超25%
发生在咖啡相关领域。进入
2023年，受消费回暖、咖啡
渠道下沉等利好因素影响，
咖啡创业者们表达出更为积
极的融资需求。

6月中旬，专注于咖啡
智能终端设备研发与运营的
互联网公司小咖咖啡完成
4.48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
由清望资本领投。目前，该
创业公司的营业咖啡门店超
过 500家，签约门店突破
1000家，单门店日均销量超
过200杯，投放自助咖啡机
超30000台，主要分布在北
京、成都、广州等城市。由
心、幸猫、雷力、嗨罐、热茶、
布鲁熊、星茵等咖啡品牌也
均获得风险资本支持。

咖啡市场的强劲增长，也
引起上市公司的高度关注和
积极参与。东风股份专门成
立消费投资基金业务，布局了
三顿半、落饮等主流新消费品
牌。上海艾录为咖啡粉灌装
提供具有氧气阻隔要求的食
品包装袋设计、生产和服务。
日盈电子、莱克电气、祥明智
能等均有电子元器件用于智
能咖啡机生产、组装及测试领
域。佳禾食品发布定增预案，
拟募集不超过7.5亿元，其中
5.5亿元用于扩建咖啡产能，以
弥补精品咖啡产能不足之需。

佳禾食品相关人士表
示：“美国、德国、巴西、法国
等全球主要成熟咖啡市场年
人均咖啡消费杯数为 449
杯，我国年人均咖啡消费杯
数虽仅为9杯，但是增速迅
猛，亦为我们做强做优主业
增添信心。消费者对精品咖
啡豆、精品研磨咖啡粉、精品
冷萃热萃咖啡液、RTD即饮
咖啡、冻干及混合风味咖啡
需求旺盛，公司新增产
能已是箭在弦上。”

（据《证券日报》）

咖啡市场规模
有望突破万亿元

本报讯 投资者对冰淇淋市场看好，一方
面是因为我国已经是冰淇淋全球第一大市
场，市场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另一方面则
是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于中高端
冰淇淋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人均消费正在
逐渐提升，市场前景看涨。还有一点不容忽
视，目前，我国冰淇淋市场品牌分布较散。按
零售额计算的话，超过2%市场份额的单一品
牌只有7个，有入局空间。

虽然市场上的冰淇淋品牌分布较散，但
实际上一家大型乳品企业，往往会有针对不
同市场的多个冰淇淋品牌，如果将品牌按企
业分门归类，会发现看似琳琅满目的冷品
柜，离不开几个大型企业。如果按企业零售
额计算的话，排名前10的企业，总计占据市
场份额三分之二左右，而这些企业往往也有
自己运营已久的市场空间。一般来说，一个
地方的冰淇淋市场，往往是三足鼎立的态
势，跨国企业、本土大型乳品企业和当地知
名乳品企业，分别占领着各自具有竞争优势
的细分市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上的新选手就
没有机会。在线上消费如此流行的当下，冰
淇淋市场依然是沿用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
线下销售占比约占95%左右。这是因为，冰
淇淋作为体积小、易碎易化且单价不高的冷
冻商品，相比于运输成本和实际运输效果而

言，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会选择线下渠道，商家
同理。

在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线下消费，
既有规律性也有随机性，既可能会购买自己
既往消费过的商品，也可能会尝鲜买新商
品。而对于冰淇淋而言，口味差别感是相对
有限的，包括品牌、风味、造型、价格、包装等
其它差别，都会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
响，这就使得消费者在冰淇淋上，品牌忠诚度
有限，尝鲜热情高。更何况，当下消费者购买
冰淇淋，不再仅为了消暑解渴，包括休闲生
活、社会交往、体验文创等，都可能成为消费
原因。

正因如此，在线下实际消费过程中，线下
消费实际场景，对于消费者选择冰淇淋产品会
有很大影响。正因如此，面对着线下消费场
景的不断升级，冰淇淋产业需要融合新消费
场景，不论是产品设计、生产还是实际销售。
新入局的竞争者，可以从新消费场景中寻找
到自身空间，这在过往的不少网红冰淇淋案
例中已有成功先例，而对于传统企业而言，不
论是跨国企业、本土大型企业还是当地知名
企业，也应在新消费场景中不断提升产品，适
应市场变化。毕竟，冰淇淋作为一种季节性较
强、消费频率高的产品，市场格局变化一旦发
生，速度会很快。

（据《工人日报》）

本报讯 近期，京津冀地区持续经历高温
炙烤天气。从北京新发地了解到，这种高温、
低湿的天气不仅没有对蔬菜供应产生影响，反
而有利于蔬菜生长，尤其是茄果类蔬菜的产量
明显增加。本周以来，蔬菜的整体价格一直呈
现缓慢下降的走势。

此外，高温天气西瓜仍然是北京新发地市
场上水果的销售“冠军”，尽管目前部分地区的
西瓜已经开始逐渐退市，近日，北京新发地市
场西瓜的上市量仍然超过了2700吨。另外，
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上黄瓜价格上涨明显，主
要原因是河北廊坊生产的黄瓜鲜嫩度比较高、
口感好，在高温酷暑期间非常适宜生食，需求
增大，拉动价格上涨。

从北京新发地了解到，本周虽然遭遇极端
高温天气，但蔬菜的供应非常充足，整体价格
继续呈现缓慢下降的走势。6月后半月累积
降幅比较明显，使得整体价格由中旬明显高于
去年同期转变为逐渐接近去年同期。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周蔬菜整
体价格连续下降，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
方面，6月前半月部分蔬菜提前退市导致供应
链衔接断口逐渐弥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圆
白菜、芹菜、莴笋、菜花、豆角类、青皮冬瓜等，

都是后续上市的蔬菜逐渐形成批量上市条件
以后，价格出现较明显下降。其中，由于河北
北部冷凉地区的圆白菜开始上市，圆白菜的
价格周环比下降了34.48%；河北北部、辽宁西
部冷凉地区的菜花开始上市，菜花的价格周环
比下降了24.24%。

另一方面，光照充足，有利于茄果类蔬菜
的生长。6月份北方产区天气的最主要特点
是高温、低湿、光照充足，这种气象条件非常
有利于茄果类蔬菜生长，比较有代表性的就
是黄瓜、茄子、西红柿、丝瓜、苦瓜。这部分蔬
菜的价格在本周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
外，由于空气干燥，部分蔬菜特别是叶类菜的
易腐性较低，降低了损耗，避免价格出现明显
涨跌现象。

据介绍，目前仍然有部分蔬菜的供应链
还没有完全实现衔接，这部分蔬菜的价格相
对偏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胡萝卜、白萝卜、
洋葱、土豆、多种南瓜等相对耐储一些的蔬
菜，这部分蔬菜有的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会
逐渐完成衔接过程，有的则需要略长一点的
时间。短时间内，北京蔬菜的整体价格还有
继续下降的空间。

（据《新京报》）

高温、低湿天气利于蔬菜生长
北京新发地蔬菜价格持续走低

冰淇淋市场竞争
需要融合新场景

夏日炎炎，冰淇淋市场迎来了一年之中的重要消费
期，在传统冰淇淋企业推出新产品的同时，也有不少企
业跨界入局冰淇淋产业，甚至还有酒类企业跨界入局。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冰淇淋相关企业4.6万家，
其中去年就新增了4000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