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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赛道洗牌加速
行业逐步回归理性

烘焙行业的车
轮翻滚了一圈。就
在不久前，各类高
端烘焙品牌、网红
烘焙品牌，如雨后
春笋般创立，并大
规模开店，受到消
费者的不断追捧。
但如今，烘焙行业
品牌墨茉点心局退
出北京市场、虎头
局关店的消息引发
行业热议。而另一
边，“2元面包”开始
在各地走红，打出
了“将面包价格打
下来！面包价格重
回二元时代！”的口
号。从价格和消费
者喜好来看，整个
行业似乎经历了一
次轮回。从资本层
面来看，由于非刚
需性、不具备“高成
长”“快复制”等特
性，资本对烘焙行
业的态度显然已经
回归理性。

烘焙行业尤其是新中式烘焙，
不管是在市场端还是资本端，都备
受追捧。海通证券曾发布研报认
为，新中式烘焙契合年轻人消费新
需求，以新式茶饮打法，通过健康新
鲜、快速创新、爆品化、零食化方式
提高产品力，通过线上引流、高势能
点位、增强设计感方式提高品牌力。

但近日，墨茉点心局关停了其在
北京的全部门店受到了广泛关注。

行业有声音认为，这是“挤泡沫”
的表现之一。红餐品牌研究院发布
的《新中式烘焙品牌持续增长策略研
究报告》就指出，经历了粗放式的快
速发展期后，近年来，新中式烘焙赛
道进入了“挤泡沫”阶段。一些品牌
或出现拓店速度放缓或关店退守甚
至破产的情况。

实际上，2023年以来，不少烘焙
品牌都出现了闭店的情况。对此，盘
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在烘焙
行业，无论是新晋网红品牌，还是老
网红品牌，其本身的逻辑就是网红制
造热度的逻辑，通过爆品形成自己的
市场优势，通过这些优势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如果能够持续打
造出属于自己的爆品品牌，自然而然
就很容易实现市场的快速增长。

“然而，大多数网红品牌在创立
之初要么仅仅依靠一个好的点子，要
么则是通过借鉴别的企业的成功模
式进行试水，而依靠这些构建起的商
业品牌形象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持续
打造明星品类的能力，无法长期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品牌形象和市
场影响力也会迅速衰减。”江翰表示。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
人文志宏也告诉笔者，烘焙产品是非
刚需性产品，购买频次并不像其他网
红产品那样高。

烘焙行业加速洗牌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烘焙行业在新
消费赛道都是资本的宠儿。中国烘焙食品行
业2021年投融资事件数量和投融资金额均达
到高峰，分别为19件和65.8亿元。

彼时，虎头局、墨茉点心局、泸溪河等中
式品牌，借助资本的力量开始迅速扩张。虎
头局在2021年定下了一线核心区域开出100
家直营门店的目标，而墨茉点心局在2021年
年末进入北京市场之后，同时开店7家。

江翰表示，在烘焙行业，网红品牌的崛起
过度加杠杆几乎已经成为了常态。网红企业
往往会选择大规模资本扩张的玩法，但是一
旦经营管理出现问题，资本扩张速度过快就
会引发反噬。在商业模式已有成效的情况
下，如果企业过度依赖在增长阶段就开始大
规模融资扩张，那么，很容易导致企业内部的
财务、人才、管理等各方面资源分散，资源调
配不当，最终产生竞争力下降和运营困难的
问题。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外部资本还可能带
来较大的风险和压力。在资本大量流入的同
时，资本市场也会对企业股价等方面进行高
额要求，企业必须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以回

报投资人的期待，这种压力使公司创造价值
的能力变得脆弱起来。”江翰认为。

而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经历了前两年的
融资热，今年以来，资本对烘焙赛道的态度已
经走向理性。

《新中式烘焙品牌持续增长策略研究报
告》中提到，在资本方面，从近年来新中式烘
焙品牌融资事件数的变化情况可以明显发
现，资本对其的热情在逐渐下滑。与高峰期
的2021年相比，2023年新中式烘焙的融资事
件数在逐年减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烘焙食
品行业2021年投融资事件数量和投融资金额
均达到高峰，分别为19件和65.8亿元。截至
今年8月16日，2023年中国烘焙食品行业投
融资事件为4件，投融资金额为6.5亿元。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笔者，烘培
融资环境是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有关，
疫情期间烘培产品的需求激增，但疫情防控
措施全面放开后，烘培这样不易复制的消费
模式，无论是成长性、还是收益率都开始表现
出一定的弱势，不如其他消费品类更具有“高
成长、快复制、扩大规模去上市”的套路。

整体来看，烘焙行业拥有着一定的发展
前景，行业规模也在持续扩大。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2022年中国烘焙食品行业市场规模
达2853亿元，同比增长9.7%，预计2025年市
场规模将达3518亿元。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烘焙行业市场格
局相对分散，连锁化程度较低。美团餐饮发
布的《2022烘焙品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近
68%的烘焙品牌仍为单店模式，目前尚未出现
门店量超过千家的品牌。红餐品牌研究院指
出，近70%的品牌的经营范围在三个区域以
内，烘焙企业跨区域发展仍存难点。有赞联
合维益也曾发布报告显示，烘焙行业头部企
业难以形成品牌优势，2021年TOP5企业市
场份额仅占全行业的10.8%。

对此，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
文志宏指出，目前烘焙行业的连锁化程度不
高主要与行业市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关及
企业的能力有关。“首先是烘焙行业的连锁化
起步较晚，晚于餐饮等行业；其次是烘焙消费
属于休闲食品类消费，不算特别刚需；另外是
企业产品力、品牌力、系统化管理的能力还需
提升；最后是资金的支撑。”

而不少网红品牌迅速崛起而后衰退的经
验，也似乎在说明烘焙行业连锁化并不容易
实现。餐饮行业分析师、凌雁管理咨询首席
咨询师林岳认为：“烘焙赛道面临来自不同餐
饮模式的冲击，比如预制菜、方便食品、卤制
品等，这些都是休闲时段可以填饱肚子的。
茶饮咖啡还自带社交属性，烘焙品类本身具
有一定局限性，没有饮品作为搭配，则很难加
入社交属性，就算产品研发和创新特别好，充
其量也就是提升品牌口碑，很难实现大规模
扩张。”

文志宏告诉笔者，从整个烘焙行业来看，
连锁化仍然是一个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
中，品牌的定位很重要。定位要有层次，要么
定位在大众，要么定位在中等，高端定位的话
想要做大规模连锁的挑战性是很大的。然后
就是围绕着定位，去进行相关产品、品牌模
式、管理、供应链等方面，组合成很好的模型，
这是非常关键的。”

“其次是要先在一个区域市场站住脚，然
后再去考虑多区域、全国性发展的问题。根
据上述模型来看，是否能够在全国市场跑
通。”文志宏表示。 （刘旺）

连锁化的行业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