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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去年超过九成的中国消费

者有喝茶的经历，保持每天喝茶习惯的消

费者占47.5%，一周喝茶两三次的消费者占

43.8%，随着健康养生观念的加深，63.3%受

访消费者表示会选择喝茶来达到保健的目

的，61.3%的消费者表示喝茶已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而出于休闲放松和提神而喝茶的

消费者分别占比59.0%和31.6%。

可以说，茶叶是人们生活中的刚需。

喝茶已经逐渐成为不少现代人生活中的一

部分，除了用一种茶叶冲泡而成的传统茶

饮之外，现在也流行着由茶叶混合其他原

料制成的风味茶饮，不同原料发挥着不同

的功效，受到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的

广泛欢迎。

“国潮”文化流行，延承传统茶饮文化、

注重场景体验与氛围营造的“新中式茶馆”

成长起来，围炉品茶、宋代点茶等品茶方式

兴起，在文化影视产品的推动下，多次在各

个社交平台冲上热搜，成为刷屏话题。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

茶室数量超过30000家，全国茶室订单量同

比增长 115%，茶室消费人群中，35 岁及以

下的消费者占比过半。截至目前，喜茶在

全国门店总数已突破 2000 家，进入超 240

个城市。以喜茶、茶百道、古茗等品牌为代

表的新中式茶饮，以健康、时尚、创新的多

种形态融入大众生活，成为市场新宠。

年轻态消费群体已逐渐成为市场主

力。随着年龄、消费习惯、社会环境的变

化，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对茶的接受度持

续走高。在接纳茶叶的同时，年轻一代通

过加入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也在改变着茶

产品与茶消费，形成完美“和解”，年轻一代

消费者对个性化、多样化、健康化的茶及其

相关制品的消费需求涌现。一批新袋泡茶

企以及无糖包装饮料应运而生，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无糖茶饮市场规模将突破百

亿元。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对于茶的利用方

式，多以沸水冲泡饮用为主。然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受众群体年轻化、个性化，传统饮

茶方式无法满足新的需要，消费者开始追求

更加简便、快捷、多元化的茶叶消费方式。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企

业通过运用现代深加工技术，把茶叶加工

成各种茶饮、便捷的“速食”茶饮品或茶食

品，可更加充分地提取茶叶的功能性营养

成分。在此类新消费观念的指引下，各类

茶叶深加工产品不断涌现，消费方式向多

元化发展。

按种类来看，最受国内消费者欢迎的还是

绿茶，内销量130.92万吨，占总销量过半，其次

是红茶，也有一半的占比，紧跟着是普洱茶。自

饮和送礼选择的茶叶种类存在区别，在茶叶礼

盒中，普洱茶的占比最高，其次是红茶。

分析师认为，绿茶的产地极为广泛，价格较

低，且业界有常饮绿茶能防癌、降脂和减肥的说

法，故受到消费者偏爱。而普洱茶的品饮门槛

相对较高，极具收藏和饮用价值，满足一定条件

下能耐久存，是送礼时的更优之选。

另外，消费者在自饮时最注重茶叶的气味，

送礼时则最看重产地，无论是何种用途，茶叶的

包装是最不受重视的选项。因此，在外包装上

“内卷”的企业，估计需要改变策略，把成本花

在消费者真正在意的刀刃上。

拥有超丰富人文历史和超高的市场认同

度，茶叶却没有能够在资本市场讲出好故事。

目前除了天福茗茶在港交所上市以外，行业并

没有产生其他的上市公司。分析认为，虽然是

传统行业，但国内茶企数量多而分散，头部企

业的市场份额也不高，达到一定规模并拥有种

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的品牌企业则更少。

随着国内消费水平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品质日

益重视，众多消费者已经由购买非品牌茶叶逐

步转向购买品牌茶叶。

根据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欧睿国际）

的数据，近十年来品牌茶叶的平均消费增速领

先于非品牌茶叶，品牌茶叶的市场份额不断攀

升。相对于海外许多茶叶品牌已经打响了知名

度，国内茶行业的集中度还相对较低。

从外销市场的数据看，受汇率波动及疫情反

复的影响，去年中国茶叶出口呈现出“量增价跌总

额减”的态势。据海关统计，2022年1-12月，中国

茶叶出口总量37.52万吨，同比增长1.6%，再创历

史新高；出口额20.82亿美元，同比减少9.42%；均

价5.55美元/千克，同比减少10.77%。

整体来看，绿茶仍是我国茶叶出口优势品

类，出口量额均占较大比重，分别为 83.65%与

66.93%。在出口量方面，除普洱茶持续下降（降

幅11.94%）外，其余品类茶叶出口量均有不同程

度增长；其中，增幅最高的是红茶，达到了

12.33%。在出口额方面，所有品类均有下降；其

中，黑茶与普洱茶降幅最为明显，分别为43.96%

与42.54%。出口均价方面，普洱茶单价最高，为

15.9美元/千克；但各茶类均价全部下调；其中，

黑茶降幅最大，达44.99%。

总体来看，量增额减的主要原因：一是海运

费用大幅下降；二是附加值低的大包装原料茶出

口量上升，小包装茶减少；三是向欠发达国家及

地区出口的茶叶量增加，拉低了平均单价；四是

东南亚和中国香港地区出口的高价茶大幅下降。

业内人士表示，茶叶行业应继续与时俱进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

增强供需适配性，解决好茶叶供需失衡、质量效益

不高等问题，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国际

化，才能使行业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

受众群体年轻化，多元化茶产品应运而生

缺乏规模化头部品牌，外销“量增价跌总额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