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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悲不喜 来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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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二线城市年人均 喝掉 杯咖啡
广东含“啡”浓度高，咖啡门店数量及销量领跑全国

在Z世代成为消费主体之后，生活就被打上了享乐、休
闲、体验感、潮玩、创新等标签。从“0糖 0卡”到“生椰拿
铁”，联名、跨界、新品成咖啡品牌破圈营销的核心方式，对
于这一届喊着“咖啡哪有上班苦”“有事没事，来杯美式”“人
生无解，喝杯拿铁”的年轻人来说，咖啡已不再只是提神饮
料，去咖啡馆也不仅仅是为了喝那一杯咖啡而已，而是逐步
成为了一种日常，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2023年中国咖啡行业发展
与消费需求大数据监测报告》（下称“《监测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达3817亿元，预计2022年
达4856亿元。随着公众饮食观念的改变，中国咖啡市场正
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新品牌崛起的速度更快，预计
咖啡行业将保持27.2%的增长率上升，2025年中国市场规
模将达10000亿元。快速增长的咖啡消费市场是一块诱人
的大蛋糕，不同领域“跨界”选手纷纷涌入咖啡赛道、咖啡产
品的逐渐丰富、下沉市场的“小镇咖啡梦”崛起，更多“咖
啡+”消费场景正在被构建。

咖啡市场：资本助推，回归风口
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咖啡相关企业近16万

家。近5年，中国每年新增咖啡相关企业2万余家。2021

年，中国新增咖啡相关企业2.59万家，同比增长15.31%。

美团发布的《2022 中国现制咖啡品类发展报告》（下称

“《发展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1日，国内共有咖啡门

店 11.73 万家，在疫情影响下仍保持着较快增速。这其

中，就包括大量“跨界”企业。

咖啡消费市场这一块诱人的大蛋糕，吸引着资本的

入局。据艾媒全球投融资数据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从投

融资数量看，2013年至2021年，咖啡行业共获得融资150

次，其中 2018 年“互联网咖啡”时代的融资数量高达 29

次。从投融资金额看，2021年中国咖啡行业投融资金额

最高，超90亿元人民币，部分热门品牌甚至在2021年上

半年就拿到2轮或3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IDG资本、高

榕资本、黑蚁资本等知名机构都曾多次出手。

据国际咖啡组织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

全球咖啡产量达到 175647 千袋，总体产量保

持上升。从主要的咖啡类别方面观察，罗比

斯塔和阿拉比卡两种最主要的咖啡豆品种，

产量都在波动中上涨，咖啡上游原材料产量

保持稳定。

随着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咖啡企业也开始

研发新的产品。除了现制咖啡（包括连锁咖啡

馆、非连锁咖啡馆、餐饮店和饮品店里的咖啡消

费、便利店咖啡、自助咖啡机等）、速溶咖啡粉、

瓶装咖啡饮料、自购现磨或挂耳咖啡、胶囊咖

啡，还有咖啡液。《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

咖啡液在中国线上市场的销量翻了17倍，销售

咖啡液的商家数量增长 20 倍。在下沉市场更

是获得了350%的销售增长。在线下，已有一批

咖啡、茶饮品牌开始使用咖啡液进行特调制

作。咖啡液的使用降低茶饮店、咖啡店的制作

门槛，帮助企业降低咖啡制作成本，在B端具备

不小的运用市场。又由于其口味创新及便携特

点，在C端给包装类咖啡带来场景创新。

从细分品类看，现制咖啡行业迎来发展热

潮。其行业市场规模、占咖啡行业总规模的比例

都在持续走高。《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

国现制咖啡行业市场规模达89.7亿元，较2020年

增加26.40亿元，增长41.71%，预计2023年中国现

制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57.9亿元。2021年

中国现制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占咖啡行业总规模

的 7.94%，较 2013 年的 3.65%增长了 4.28%，预计

2023年中国现制咖啡行业市场规模将占咖啡行

业总规模的比例达8.74%。

在中商产业研究院《2021 年中国连锁餐饮

行业报告》发布的数据中，2021 年，中国内地年

人均消费现制咖啡1.6杯，一二线城市年人均消

费现制咖啡 3.8 杯。对比日本年人均消费现制

咖啡 176 杯，和美国年人均消费现制咖啡 313

杯，中国现制咖啡行业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尽管

一二线城市的咖啡消费已初具规模，但与发达

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行业具有较大成长空

间。

现制咖啡受到咖啡消费者的青睐，除了“新

鲜”，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享受现制咖啡店

的氛围和服务。这一趋势令近年一些风格迥异、

讲究品质与环境氛围的独立品牌咖啡店，越发受

到年轻人欢迎，催动了行业年轻化趋势。

众多咖啡品牌此起彼伏地涌现，在某种程度

上带动了国内咖啡产业链发展，亦让多个省市弥

漫“咖啡味道”。

《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全国省市中，广东的

含“啡”浓度最高，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广

东现制咖啡到店消费订单量都位列全国第一，

2021年美团线上现制咖啡消费金额、订单量、门

店数排名均靠前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江苏，和

新茶饮的优势市场大体重合。

在国内咖啡赛道火热下，广东本土咖啡品牌

的发展势头也很猛。2019年成立于广州的咖啡

品牌“时萃”，其推出的“小甜圈滤挂咖啡”成为天

猫国产挂耳咖啡类目热销，该品牌目前已获5轮

融资，累计资金达上亿元，线上零售“出身”的时

萃咖啡，这两年开始将触手伸向线下市场，在粤

港澳大湾区共拥有12家门店。同样诞生于2019

年的本土创意咖啡品牌“急急脚”目前在广州已

有5家门店，并已拓展到深圳、佛山，即将在武汉

落地，据该品牌创始人透露，下半年门店数量将

会超过10家。

《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1年，三线城

市的咖啡外卖订单量同比 2020 年增长接近 2

倍，下沉市场的咖啡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更高

达 250%以上。咖啡企业早已洞察咖啡在三线

城市和下沉市场的巨大潜力，尤其是连锁咖啡

品牌如星巴克、瑞幸咖啡等，明显开始下沉三四

线城市，并推出平价咖啡，以吸引更多潜在消费

者。《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一线城市和

新一线城市咖啡门店数量增速分别为15.91%和

17.98%，三线城市咖啡门店数量增速最快，接近

19% ，市 场 发 展 潜 力 较 大 。 下 沉 市 场 增 速

11.51%，颇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如今，三四线城市已经成为咖啡企业竞争

的重要市场，下沉市场让品牌有机会打造全新

的品牌矩阵。为提高咖啡市场份额，咖啡企业

还会为客群定制新品类，建立与下沉市场消费

者的深度链接。拓展新场景，丰富下沉用户的

生活片段。

可见，消费群体已逐步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咖

啡由“赶时髦的饮品”转变为日常饮品。咖啡的

“日常”属性，也让其饮用场景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监测报告》对2022年中国咖啡消费者的饮用场

景进行了调研发现，受访者中，学习或工作时是咖

啡的主要饮用场景，占比高达 70.2%，其次有

51.6%的受访者选在休闲放松时饮用咖啡，其他场

景还有驾车或出行途中、洽谈业务或开会时、熬夜

时。可见，咖啡已经渗透到消费者的多个生活和

工作场景。

于是，到加油站买杯咖啡、在药材店品尝咖

啡、约在邮局喝咖啡……不同领域“跨界”选手纷

纷涌入咖啡赛道。

今年4月，李宁体育有限公司发起“宁咖啡”商

标注册申请。目前，李宁仅在店铺内提供咖啡服

务，希望增加零售终端的消费者购买体验。5月，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名称为“一杯咖啡吸收宇

宙能量”的商标，华为跨界进入咖啡市场。6月，中

国邮政旗下的邮局咖啡首家校园店在东南大学正

式开业，吸引许多师生慕名前来“打卡”。

实际上，巨头跨界入局咖啡赛道并不算新闻，

早在2018年和2019年，中石油和中石化就分别推

出了“好客咖啡”和“易捷咖啡”的自有连锁咖啡品

牌；2021年，同仁堂成立子品牌“知嘛健康”，推出

中药养生咖啡。越来越多的“咖啡+”消费场景被

构建，让行业不断呈现出新的活力。

花式饮啡：产品逐渐丰富

现制咖啡：爱这一口“鲜”更爱氛围感

区域发展：在广东“转角就有啡”

下沉市场：咖啡企业的新战场

随时饮啡：构建更多“咖啡+”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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