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远举

日前，一封由杭州顶津食品
有限公司发布的告知函在网上
流传。告知函显示，自11月1日
起，康师傅中包装茶/果汁系列
建议零售价从3元/瓶起调整为
不低于3.5元/瓶，1L装茶/果汁
系列建议零售价从4元/瓶起调
整为不低于5元/瓶。

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是
顶新国际集团康师傅控股旗下
最早的饮品公司，负责华东四省
一市饮料的生产及销售。对此
次部分饮品调价，康师傅客服对
媒体表示：因原材料、用工成本
上涨等原因，全国零售价将统一
调整。

饮料涨价已经是这几年的
一个趋势。今年5月，有报道
称，多个终端的可口可乐都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涨价。百事、元气
森林、李子园、均瑶健康等旗下
产品也被传价格上调。除了存
量产品价格上涨外，农夫山泉、
元气森林等品牌的新品定价也
多在5元以上。如今瓶装饮料
的价格集中在3元至7元之间，
其中4元至6元较为常见，3元左
右的仅有少量几款，多为康师
傅、统一旗下的茶和果汁饮料。
如今，随着康师傅的涨价，3元以
下的饮料可能真的要消失了。

涨价并非原材料成本变动
引起的。软饮料行业的成本中，
原材料端的制造与人工、白砂
糖、果汁、其他原材料分别占比
20%、15%、10%、15%。最近，白

糖价格在涨，但饮料包装瓶的主
要原材料PET的价格有所下行，
冲抵了成本压力。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表示：“虽然饮料中
一些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但管
理费、人员费用、渠道费用等逐
年上升。”

所以，饮料涨价，不是因为
制造成本升高，而是因为成本之
外，渠道费用、人力费用、管理费
用在涨，这些费用都是劳动力成
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
收入的升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的工资也要涨，那么，这些费用
必然会涨。

业内人士表示，整个饮料界

都在往高价高质方向走，品牌饮
料会告别3元时代。不少消费
者在哀叹，以后再也没有3元钱
的饮料了。

其实，消费者在网上的抱怨
不足为凭。一个行业的价格是否
合理，舆论中所看到的反馈并不
真实，只有真实的购买行为，才是
消费者意愿的真正表达。甚至，
有些时候，舆论场的声音与真实
的意愿并不相洽，消费者需求的
升级，也是涨价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饮料行业最基础
的解渴需求，有矿泉水承接，价
格敏感性的消费者，买便宜的
纯水、矿泉水就可以。如果对

口味有要求，那么就脱离了解
渴这个基本需求。当消费者有
了“好喝的饮料”这个需求时，
对价格并不敏感，毕竟总价不
高，消费的频度也不算太大。
所以，在具体细分的这一市场，
饮料行业的消费升级趋势是较
为明显的。从3块钱的可乐升
级到十几二十块的奶茶，就是
一种典型的消费升级。

这有点类似于牙膏。很多
人发现，现在超市里便宜的牙膏
越来越少了。以前便宜的几块，
贵的二三十块，现在动辄都是二
三十块。根据权威咨询，在大型
商超售卖的四五十种牙膏中，价

格在10~20元之间的占六成，20
元以上的占比为35%，而10元以
下的只有两三种。

成本不是主要原因。一方
面，牙膏是一个频次更少的消
费，总价也不高，消费者对价格
不敏感。商超把贵的牙膏放到
显眼的地方，便宜的放在货架
最底下，消费者也不会专门去
找。另一方面，消费者需求升
级，对牙膏宣传的新功能也买
账。所以，牙膏厂热衷于创新，
推出新品，顺带涨价。

康师傅涨价了，接下来，真
正标志性的是可乐会不会涨？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核
心竞争优势在于其成熟的供应
链和巨大的销量带来的规模效
应。可乐销量巨大，能够有效地
压低原材料成本，通过在本地建
立工厂，还能够进一步节省运输
费用，并提高生产效率。相比之
下，国内饮料品牌由于销量相对
较小，本地罐装少，运输费用高，
生产成本就比较高。而且，因为
可乐的销售量很高，所有的商超
都要卖，所以其对渠道就有谈判
能力，哪怕赚得少，商超也要卖，
不会下架。

这些优势，为两家可乐的销
售构建了强大的护城河，使其在
饮料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
使得其价格多年不动。在印象
中，20年前，有些小店的可乐是
2.5元，但大多数已经是3元了，
这个价格维持了20多年。如果
可乐涨价，那么，中国市场或许
就真的要告别3元饮料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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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饮料告别三元时代？
消费升级是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