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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 Life

扫一扫获取
更多快消资讯

围炉煮茶的生意有多好做？某

视频主播采访了成都的一家茶馆，

占地700平方米的店铺投入100万元

左右，要排队两三个小时依然吸引

不少人前去打卡。按照目前的流

量，一个季度可以回本。但博主同

时吐槽，228元的套餐可能就50元左

右的成本。新快报记者查询居住地

附近的茶馆，一家评价尚算高的茶

馆里，一份包括板栗、红薯、柑橘、红

枣、花生、龙眼、烤棉花糖以及一份

陈年白茶的套餐标价380元，令人望

而却步。

大众点评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以来，以“围炉煮茶”为关键词的

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 11.7倍。在淘

宝平台上，炉具销量在2000+以上的

不在少数，热度居高不下。

中 研 普 华 产 业 院 研 究 报 告

《2022-2027年茶艺会馆产业深度调

研及未来发展现状趋势预测报告》

分析，围炉煮茶“出圈”背后，是“茶

文化”逐渐被年轻人认同、喜爱。

食品产业分析师、广东省食品

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认

为，围炉煮茶其实只是进行了场景

创新，使得这种饮茶的形式更具有

话题感和社交属性，迎合和匹配了

新生代消费群体的核心需求，这正

是围炉煮茶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此前新浪科技的一项由

284 人参与的投票显示，31%和 39%
的人对围炉煮茶的态度为“没听过，

也不感兴趣”和“是商家的新花样”，

15%的人表示想尝试围炉煮茶、11%
的人很享受围炉煮茶的氛围，称会

成为常客。

其次，围炉煮茶的季节性很明

显，秋冬是旺季，其他时间没有流量

优势。而且对于户外的围炉煮茶而

言，天气也是消费的障碍。“围炉煮

茶黏性度不高，这个小分支很难拉

动茶企的需求。”孔文分析。

“围炉煮茶有强烈的网红属性，

它目前是尝鲜大于复购的状态，就

如露营，明年能否持续这个热度是

未知数。”餐饮品牌战略顾问林先生

说，围炉煮茶的火是在网络上，线下

店的生意并没有那么好。但他同时

表示，从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对新中

式生活的热爱，这是新中式的爆品

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茶叶市场

规模超过 4000亿元。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发布的《中国茶叶企业发展报

告》显示，2017 年，我国茶叶企业总

数6万余家，只有87家企业总资产超

过 1亿元，仅 6家企业总资产超过 10
亿元。虽然十大名茶如雷贯耳，但

叫得上名字的茶叶品牌却屈指可

数，目前仍然保持着“A股无茶企”的

记录。

“围炉煮茶”春节火出圈
猎奇消费恐难以为继

“围炉煮茶”是一种休闲方式，从去年秋

天起，这种源自云南的“火塘烤茶”在全国多

地掀起了一股风潮，成为今年春节的网红项

目。抖音上，相关话题的视频播放量超过40
亿次；微博相关的话题阅读量超 1.2亿，小

红书上话题浏览量也有1000多万，茶叶的

选择、炭炉还是电炉等都成了热门话题。同

时，因围炉煮茶而频频爆出的安全问题也引

人关注。“围炉煮茶借生活之名，却并没有体

现它特有的内涵。”一家知名茶企负责人认

为，其内涵是三五好友谈天品茶，如今消费者

多是猎奇心理，而一些商家用劣质茶叶只会

损害其发展。新浪科技关于“围炉煮茶”的满

意度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仅有11％的顾

客愿意成为“围炉煮茶”的回头客。

■新快报记者 陈福香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在北方生活的小雪每到

寒冬，看着飘零的雪花，总会想象古人围炉

煮茶的场景。不曾想，这一方式现在也能

轻松实现。她怀着激动又好奇的心情打卡

了一家又一家店，通过各大平台的直播种

草，琢磨出了好几套器具，终于实现了在家

围炉煮茶的美好愿望。

从秋天到冬天，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围

炉煮茶火遍全国。“如果没有在朋友圈打

卡，都让人感觉跟不上潮流。”读大四的小

瑶告诉记者，围炉煮茶是去年冬天同学朋

友间最大的谈资之一，大家会分享围炉煮

茶的网红店铺、穿搭和拍照姿势等等。

围炉煮茶的爆火从各大网络平台的数

据可以看出：在新浪微博，“围炉煮茶”的

话题阅读量超过 1.2亿；在小红书，这一话

题的浏览量达 1158.8 万；在抖音，这一话

题的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了 46.5亿次，其

中最热门的一条视频点赞量超百万，“围炉

煮茶烤红薯”的相关视频播放量也达到2.1
亿次……

就连知名茶饮品牌奈雪的茶等新消费

茶饮品牌也蹭起了“围炉煮茶”的热度。深

圳的一家奈雪生活店就推出了88元的“围

炉煮茶套餐”，两种茶叶可选，配上花生、板

栗、红枣橘子等小食。对比起单杯奶茶售

价可达28元的奈雪来说，88元的围炉煮茶

套餐被评价为“还算良心”。

精致的围炉，温暖的炭火，清香的茶

水，再配上各种烤制的零嘴，人间烟火、岁

月静好，新中式下午茶的这些充满氛围感

的标签俘虏了年轻人的心。“我打卡的店都

是小红书博主体验过的，确实有很强的仪

式感。”小瑶说。

有人说，这是精神治愈的良药，有人

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有网友质

疑：“这个所谓的围炉煮茶，是云贵川冬天

的常态。西南湿冷，当地的居民烤火取暖

聊天罢了。”

围炉煮茶是“慢生活”还是“智

商税”？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但围炉

煮茶引起的一系列翻车事件也表

明，围炉煮茶的真正内涵并没有挖

掘出来，很多店铺难以为继。

经营云南茶的孔文告诉新快报

记者，随着围炉煮茶的兴起，带旺了

茶叶和茶具的销量，但可惜的是，绝

大部分店铺使用的都是比较低档次

的茶叶，这对茶行业的发展并不

利。“专业的茶馆对茶的要求比较

高，外面很多所谓的网红店使用的

茶质量极差，消费者也不了解。”在

孔文看来，围炉煮茶不仅仅是形式

感和氛围感，其内涵是三五知己围

炉谈心，喝上一壶好茶，如果仅仅追

求形式而不重茶品质量，这种风潮

只会昙花一现。

在网友的体验中，翻车的事件

也不少，比如劣质的茶叶、烤焦的

栗子、烤不熟的红薯，甚至腐烂的

水果……更严重的，还有烧坏的桌

子 、灼 伤 的 手 臂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在 上 海 、广

州、成都等地都曾发生因围炉煮

茶而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多达十余起，当事人轻则呕吐无

力，重则昏迷抽搐，不少人险些丧

命。资料显示，江苏消防员曾做

过一场模拟实验，在 10 平方米的

密闭房间里点燃煮茶炭火，仅 5 分

钟，检测仪就发布报警，提示一氧

化碳浓度过高。

据了解，围炉煮茶逐渐杀入下

沉市场，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围炉

煮茶虽说是传统茶文化的有益延

伸，在一二线城市也有大把人愿意

买单，但作为网红项目想开拓下沉

市场很难。”有业内人士认为。

黏度不高，“热销”难变“长销”

食物良莠不齐，还有人身伤害
网络平台是最大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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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木兴/图

火了 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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