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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新茶饮行业白皮书背景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茶饮行业快速发展，现已进入质价比和规模化的新时期，2010年起，新一代连锁茶饮品牌在产品
质量、产品创新、数字化、消费者体验等方面引领行业标准的建立；近年来，茶饮行业加速迭代，新茶饮凭借着“新食材、新技术、新视
角”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在国内不断创新、迅速发展，同时积极拓展、远航出海。
本白皮书对茶饮企业上市历程进行了整理，总结投资人的关注点，展现新茶饮行业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贡献，并通过翔实的分析对中国
新茶饮行业及上游核心原材料的市场空间提供预测，多维度深入解析了行业最新的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企业提供深刻的洞察力，为资本市
场提供投资参考，助力新茶饮行业持续蓬勃发展。

2010s：新一代茶饮品牌连锁化、品质化 2020s：新茶饮行业进入质价比、规模化时代

新式茶饮：在奶茶、水果茶、奶盖茶等丰富多样的现制茶饮产品品类
基础上创新设置甜度、口感颗粒等选项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普遍使用高端茶叶、新鲜水果、优质奶源等品质化原材料。

多样化场景：连锁茶饮品牌开设了在店面面积、店铺选址、目标人群
等方面进行了差异化设计的多种店型，既可以满足消费者随手一杯的
可得性需求，亦能提供放松休闲的社交空间。

连锁化数字化运营：新一代连锁茶饮品牌在产品质量、门店网络、消
费者体验等方面全面引领行业标准的建立。同时现制茶饮店品牌也逐
渐融入中国餐饮行业的数字化进程之中，对顾客的消费体验进行全面
的数字化升级。

质价比茶饮：高价品牌在高线城市日趋饱和，拓店速度放缓，因而转
变战略主动降价下探大众市场，提供高质价比产品吸引消费者。

规模化运营：各大品牌开始进入规模化运营的阶段，加盟模式由于对
资金占用有限、能够有效动员当地资源，是品牌进行扩张的主要方式
之一。越来越多的品牌开放加盟以开发巨大的市场空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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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饮市场投资热度高涨，截至2025年3月19日收盘，蜜雪冰城总市值超1,700亿港元，较发行价累
计涨幅约130%；古茗总市值超400亿港元，较发行价累计涨幅达80%

蜜雪冰城上市以来港股市值 古茗上市以来港股市值

• 蜜雪冰城发行价为每股202.50港元，3月3日登录港股主板后，开盘价上涨到每
股262港元，较发行价上涨29.38%；当日收盘时股价达到290港元/股，涨幅高
达43.21%，总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

• 截至2025年3月19日收盘，蜜雪冰城股价上涨到每股465.0元，总市值超1,700

亿港元，累计涨幅约130%。

• 古茗发行价为每股9.94港元，2月12日登录港股主板后，股价一度上涨，盘中
最高价达到每股10.4港元。

• 截至2025年3月19日收盘，古茗股价上涨到每股17.94元，总市值超过400亿港
元，累计涨幅约8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灼识咨询

资本市场



成功上市聆讯问询/备案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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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23

正式挂牌上市

2021.2.11

递交A1

2021.6.6

通过聆讯4个月 <1个月

2021.6.30

正式挂牌上市

2023.8.15

首次递交A1

2024.2.23

再次递交A1

2024.3.24

通过聆讯

2024.2.14

首次递交A1

<1个月4个月 1个月

2023.12.21

拿到备案 2个月

2024年共有150家企业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这一数据相
较2023年的79家增长了90%，即使排除2023年备案新规
实际实施时间不足整年的因素，也可以看出2024年的备案
速度有了明显加快。

2024.1.2

首次递交A1

2025.2.12

正式挂牌上市
2024.12.15

再次递交A1

2025.1.9

通过聆讯 1个月12个月 <1个月

2024.12.9

拿到备案 <1个月

2024.1.2

首次递交A1

2025.3.3

正式挂牌上市
2025.1.7

拿到备案
2025.2.13

通过聆讯 <1个月12个月 1个月

2025.1.1

再次递交A1 <1个月

2025.1.10

拿到备案10个月

2024.12.27

再次递交A1 <1个月

近年来新茶饮港股IPO项目备案速度有明显加快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灼识咨询

资本市场



行业未来空间
和驱动因素

• 未来五年行业增长的主要驱
动因素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 终局的行业格局是什么样的？
•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

发达市场目前某市场的人均

消费量和消费结构是什么？
这些市场的历史发展轨迹如
何？我国市场是否会遵循该
发展轨迹？

• 店人密度（每百万人拥有的
门店数）是否可以对标更成
熟的业态？例如日本的便利

店、美国的咖啡馆等？
• 相邻赛道（例如茶饮和咖啡）

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 海外新兴市场未来五年的发

展是否会遵循我国市场过去
五年的发展？

其它问题

公司发展天花
板和竞争格局

• 公司某原材料采购量第一，
该原材料行业的规模是多少？
按渠道是如何拆分的（餐饮
渠道、零售渠道、其他渠
道）？行业内其他公司的采
购量多大？如何采购的？

• 公司的消费者画像是什么样
的？与其他品牌相比有何主
要差异？

• 不同赛道品牌的消费者画像
的重叠和交叉关系？

投资人对于公司所属行
业的终局，包括行业天
花板及市场竞争格局，
以及公司未来的开店空
间有较多提问

投资人关注问题

• 长期来看，公司可以开多少家店、

公司整体可以实现多少销售额和
销量、可以达到的市占率是多少？

• 基于什么能力未来可以达到上述
成绩？

• 成熟市场/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
格局是什么样的？

• 行业五年前和十年前的竞争格局

是什么样的？
• 公司单店UE模型和竞争对手的

差异？

• 公司单店经营利润率高的原因是
什么？更多地由“系统”的利润
率驱动还是由公司和加盟商利润
分成不同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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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饮公司的投资人通常对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和驱动因素、公司发展天花板和竞争格局、上游供应链
和下游消费者画像更为关注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资本市场



2023年8月，由蜜雪冰城、古茗、沪上阿姨、茶百道、书亦烧仙草、喜茶、益禾堂、茶颜悦
色、7分甜9家新茶饮品牌携手设立的“新茶饮公益基金”成立仪式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举行，“新茶饮公益基金”为国内首个新茶饮公益基金，首募规模数千万元，未来将聚焦欠
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产业助农，通过新茶饮产业链反哺上游农业，同时兼顾助学及重大灾
害救助。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灼识咨询

乡村振兴政策

• 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是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计划到2035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

⚫ 2018年

• 农村农业部发布《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明确乡村产业发展目标，
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32万亿元

⚫ 2020年

•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细化

部署重点工作，持续加力强农惠农政策，大力
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

⚫ 2025年

• 10月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 2017年

• 第一步产业法律《乡村振兴促进法》发布，标
志着乡村振兴战略进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 2021年

⚫ 2019年 • 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与脱
贫攻坚的有效衔接，鼓励农村产业融合，推动
电商、农产品品牌化等发展

⚫ 2022年 • 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支持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 2023年 • 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农产品
供应链优化，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农
村创新创业

⚫ 2024年 • 乡村全面振兴深化提升之年，强调乡村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及金融支持重点任务

国家支持新茶饮公司扶持上游供应链发展以响应乡村振兴战略，这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
提高企业品牌形象，同时企业获得高质平价的原料，提升竞争力

新茶饮公司积极投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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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雪冰城先后在四川安岳、重庆潼南建立柠檬种植基地，帮助
果农大幅减少种植、管理环节上的资金投入，并与农业院校合
作，提供良种培育、保鲜等方面的技术支持，“订单式农业” 

为果农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为当地青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蜜雪冰城扶持川渝、云南的原料种植，与果农建立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

蜜雪冰城与云南咖啡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提供种植的技术和
经验支持，助力咖农、农场主实现科学和精品化种植，共同推
动云南咖啡产业向好向深持续发展，与当地咖农签订保底收购
协议，保证咖农收入，并为消费者提供高质平价的云南咖啡

政策支持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现制茶饮扩展 零售茶饮扩展

茶叶2028年约5,500亿

2028年约6,500亿 2028年约5万亿

零食

• 新茶饮门店可以通过扩大门店数量、提高区域覆盖来进一步加深在现制茶饮产品中的渗透率，2028年中国现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
• 除提供现制茶饮产品外，还可以将产品扩展至茶饮相关的零售产品，如茶叶、茶粉、茶包，包装茶饮以及其他茶叶精深加工产品，2028年中国零售茶饮市场规模约

6,500亿元；
• 在此基础上，新茶饮企业可以打造独特的IP形象，强化品牌认知度，从而将其延伸至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如包装零食、包装饮料、日用品、文具、玩具等生活方式消费

品，形成多元化的产品矩阵，实现更长远的商业价值，2028年中国周边及生活零售市场规模约5万亿元。

周边及生活零售扩展

包装茶饮

……其他茶饮制品

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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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饮公司通过在现制茶饮、零售茶饮和周边及生活零售的扩展，可触达超过6万亿元的市场

文创文具

玩具
茶包、茶粉

包装饮料

行业空间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灼识咨询

受需求端和供给端增长协同驱动，中国现制茶饮全品类终端零售额预计在2028年可达5,466亿

9%

35%

5%

41%

9%

2020

19%

25%

12%

37%

8%

2024

24%

17%

14%

39%

7%

2028(预计）

1,448

3,037

5,466

中国现制茶饮全品类市场规模，
以终端零售额计，2020-2028预计

亿元人民币

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带
动现制茶饮饮用人

数上升

现制茶饮产品创新频
繁，推动人均饮用

杯数增长

外卖渠道能够有效扩
大消费者的触达范

围

新茶饮门店数量增长
将进一步提高购买

可得性

连锁化率提升带来标
准化品质化，提高

行业整体日商

现制茶饮品类向多元
化发展，奶茶、柠
檬茶、果茶、纯茶

等均有受众

鲜奶茶

传统奶茶

柠檬茶

其他水果茶

纯茶和其他

供给端驱动因素

需求端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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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中国零售茶饮2024年市场规模近4,913亿，周边及生活零售市场规模约4万亿，预计将在2028年分别
达到6,477亿和约5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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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878 1,146

1,200
1,545

2,032

1,771

2,490

3,299

2020 2024 2028预计

3,758

4,913

6,477

中国周边及生活零售市场规模，
以终端零售额计，2020-2028预计

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零售茶饮市场规模，
以终端零售额计，2020-2028预计

亿元人民币

茶叶、茶包、茶粉

包装茶饮

其他茶零食产品

3.2

4.0

5.0

2020 2024 2028(预计）

行业空间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新茶饮行业发展带动原材料市场规模增长，预计2028年中国现制茶饮的原材料市场规模超1,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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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4 2028预计

449

781

1,336

中国现制茶饮的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水果

糖类

乳品

精制茶

饮品小料

包材

现制茶饮主要原材料

水果（新鲜水果、冻果、果
酱、浓缩果汁等）

糖类（白砂糖、甜味剂、风
味糖浆等）

乳品（牛奶、奶油等）

精制茶（精细加工后的茶汤）

饮品小料（珍珠、芋圆、布
丁、坚果等）

包材（杯子、吸管等）

1

2

3

4

5

6

行业空间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水果成本占整体原材料成本比例高，对原料的类型、新鲜、供应稳定和降低成本的需求使得新茶饮企
业向产业上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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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4 2028预计

中国现制茶饮的水果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1 水果

• 随着新茶饮市场竞争程度更为激烈，为吸引广大的消费者，各大品
牌不断推出新果茶产品，提供不同风味、小众的水果，新茶饮行业
需要更多类型、多样化的水果品类

• 消费者对于水果、果汁的新鲜要求提高，但鲜果具有季节性、难保
存的特点，因此冻果品类得到更多关注

• 由于水果成本占比高，为降低采购成本及保证水果供应，新茶饮企
业有向产业上游延伸的趋势，这也响应了国家乡村振兴的号召

鲜果 冻果 浓缩/NFC果汁 果酱

现制茶饮主要使用的水果类型



• 甜味剂由于其热量低、甜
度高的特点，首先在瓶装
饮料中流行，并逐渐延伸
到茶饮行业，消费者对于
健康减重的需求提升将促
进甜味剂的使用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新茶饮使用的糖类型多样，随着消费者对于健康需求的增加，甜味剂的使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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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制茶饮的糖类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2 糖类

糖类分类

食糖 蔗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乳糖等

天然甜味剂

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甘草酸盐、索马
甜等

糖醇类：赤藓糖醇、麦芽糖醇、木糖醇、
山梨糖醇、甘露糖醇等

糖类：阿洛酮糖、塔格糖、阿拉伯糖、异
麦芽酮糖等

甜味剂/ 代糖

合成甜味剂 糖精、甜蜜素、阿斯巴甜、安赛蜜、三氯
蔗糖等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现制茶饮的乳品主要分为纯牛奶、植脂末和加工奶，乳品的使用有天然和差异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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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制茶饮的乳品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3 乳品

纯牛奶

植脂末

加工奶

天然营养：含钙、蛋
白质、维生素等

口感优势：巴氏杀菌
的鲜牛乳口感更清新，
矿物质保留更完整；
冷藏奶适合制作冰饮

特点 使用场景 未来趋势

低成本与稳定性：以
氢化植物油为主，溶
解性好，可模拟奶香

口感厚重：适合追求
浓郁顺滑的消费者

高浓度与功能性

厚乳：浓缩工艺提升
脂肪和蛋白质
淡奶：蒸馏去水，奶
香浓郁

基础茶饮：鲜奶茶、
港式奶茶

高端产品：提纯牛奶
用于厚乳波波、脏脏
茶等，提升醇厚度

特色产品：地域特色
和高营养价值饮品

平价茶饮：用于常规
奶茶，降低成本。

外卖与便携产品：速
溶奶茶粉、预调饮品
依赖植脂末延长保质
期

特色饮品：冰博克厚
牛乳波波、生椰乳芝
士奶盖
健康化升级：低糖厚

乳搭配水果茶，平衡
甜腻感

高蛋白与纯净化：无
抗无激素认证、A2
牛乳等成为新卖点

区域奶源创新：牦牛
乳、驼奶等小众奶源
融入茶饮，强化差异

逐步替代：头部品牌
转向真奶或植物基替
代

技术改良：部分厂商
研发非氢化植物基植
脂末，降低反式脂肪
酸含量

技术驱动：冷萃、冻
干等工艺提升加工奶
的天然感和营养保留

功能细分：针对健身
人群的脱脂厚乳、控
糖人群的低GI加工奶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随着新茶饮品牌推出更多口味产品，精制茶的种类及香调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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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制茶饮的精制茶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4 精制茶

绿茶 白茶 黄茶 乌龙茶 红茶 黑茶

0% 100%

发酵
程度

• 茶饮按照发酵程度可分为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六
大类，目前绿茶、乌龙茶和红茶是现制茶饮中最常用的品类

• 红茶滋味温和醇厚，焦糖果香气浓郁，适合搭配奶茶类产品，而绿茶
清爽的口感更适合与水果茶搭配。乌龙茶结合了绿茶和红茶的特点，
与水果茶和奶茶均可搭配

• 新茶饮品牌推出更多新口味产品，如芝士水果茶、花茶、牛乳茶等，
在原有的茶叶基底上融入多样化香调，如茉莉、焦糖、奶油、坚果、
蜜桃、桂花、栀子等，精制茶的种类及调配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饮品小料受健康化趋势和技术升级推动，种类形态更加多样化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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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制茶饮的饮品小料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5 饮品小料

1.0时代（1987-2000）珍珠奶茶的诞生

2.0时代（2000-2010）复配小料的黄金期

3.0时代（2010-2018）顶料与场景化创新

4.0时代（2018至今）健康化和功能化

1987年台湾春水堂首创珍珠奶茶，以粉圆（后称珍珠）为
基底，开启茶饮加料时代。珍珠作为唯一小料，口感Q弹，
迅速风靡亚洲市场，成为奶茶的“灵魂伴侣”

椰果、布丁、仙草、芋圆等冻类小料引入，形成“奶茶三
兄弟”等复配组合。小料种类从单一走向复合，提升产品
价值感和消费体验，推动连锁品牌崛起

奶盖茶、芝士茗茶等顶料形式出现，寒天晶球、爆爆珠等
新材质小料引入。分层饮品（如奶盖+茶底）满足视觉与口
感双重需求，茶饮从解渴向休闲社交转型

小料向健康转型，低糖、低脂、植物基小料（如燕麦奶冻、
蒟蒻）普及，植脂末逐步被替代。真空冷冻干燥、数字化
拼配等技术提升小料天然度，如冷萃茶、冻干水果粒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包材主要为杯具、杯盖和吸管，受环保政策的推动逐渐向环保材料转变，并更加注重实用性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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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制茶饮的包材原材料市场规模

亿元人民币

6 包材

杯具材质：注塑杯、纸杯、PET杯、磨砂杯等
杯盖类型：注塑盖、连体盖、旋转盖、分体热饮盖等
吸管：PLA、纸吸管、竹纤维吸管、纸包品牌吸管等

随着环保政策和食品接触安全标准的加强，可降解材料及可回
收材料的应用逐渐增加，如PLA、可降解塑料、竹纤维等

茶饮包装的隔热保温性能逐渐受到重视，采用双层隔热结构或
真空设计；优化杯盖密封性、吸管与杯身的贴合度来加强防漏
性能

茶饮品牌越来越注重包装的独特性，通过定制化设计、创意造
型和功能、环保时尚结合等方式，使得包装成为品牌的载体，
并加深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辨识度

茶饮包材市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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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饮品牌以其创新性产品属性深入消费者生活场景，与
消费者达成同频沟通，引起消费者共鸣

• 高品质的创新性产品为品牌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提供基础
素材，在场景式、话题式营销中提高品牌露出度，刷新
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度与熟悉感

• 顾客健康化、品质化的消费理念驱动茶饮产品更新迭代，
创新的茶饮产品能够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

• 茶饮产品需求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周期差异，如冬季消费
奶茶热饮更多，而夏季则消费水果茶冷饮更多，不断更
新调整的茶饮产品组合使得门店收入更加平稳。此外，
头部品牌也在尝试推出茶饮外的产品以适应需求变化、
拓展消费场景，这也倒逼上游原材料产业的升级

• 茶饮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创新产品易被模仿，高产品研
发迭代能力有助于保持品牌差异化竞争亮点，吸引新消
费者，给门店带来新收入增长点

• 茶饮产品高频推新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复购率
和忠诚度

强化品牌
认知

适应需求
变化

提升品牌
复购

新茶饮行业产品多样化优势新茶饮店品牌积极开展产品升级和创新研发

沪上阿姨推
出具有养生
功能的鲜炖
梨系列

奈雪的茶推
出具有低糖
功效的罗汉
果汁0卡代糖

古茗结合江
南传统点心
软糯青团，
研发龙井香
青团小料

书亦烧仙草
将斑斓汁与
糯米结合，
研发出斑斓
糯米小料

沪上阿姨选取
刺梨作为风味，
推出刺梨鸭屎
香

采用小众水果
• 通过选取小众水果进行研发，

并与其他经典水果搭配，打
造全新的鲜果茶风味

小料风味进化
• 结合地域美食研发全新小料，

同时叠加小料风味，将八宝
粥式多料转变为混搭

功能性细分
• 根据消费者的特定需求，研

发出具有多样化功能的现制
茶饮

茶底萃取技艺创新
• 选取花香风味调香茶和全新

或工艺繁复的原叶茶作为茶
底，形成独特的茶风味

古茗以春茶
龙井作为原
叶茶茶底，
推出西子龙
井春

喜 茶 以 经 典
“四季春”作
为原叶茶茶底，
推出现制轻果
茶系列饮品

奈雪的茶选
取芭乐为风
味，推出霸
气脆芒芭乐

霸王茶姬公
开 6 款产品
产品热量和
营养成分

喜茶邀请顶
流健身博主
帕梅拉联名，
主推11款轻
负担产品

健康可视化

• 聚焦健康升级，使得奶茶产
品健康属性可视化

卷产品：头部品牌凭借市场敏感性和前瞻性，围绕茶底、香味、水果小料、功效等多个维度开展产品
升级和创新研发，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并倒逼上游原材料产业的升级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灼识咨询

供应链：消费者对现制茶饮原材料品质及产品创新的要求逐渐提高，推动头部现制茶饮店品牌对原材
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供应链环节进行升级，保证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

消费者对现制茶饮的关注因素 现制茶饮各供应链环节的变化趋势

优质、新鲜的原材料

• 优质产地直种直采茶叶

• 进口牛乳、奶酪

• NFC鲜榨果汁

• S级新鲜水果

···

产品持续创新

• 每月甚至每周上新

• 不同食材组合出新奇口味

• 健康食材代替传统食材

• 新产品保持品牌调性

···

• 在全国各地甄选7,000亩茶
园，并推出其《甄选茶园
标准》；同时目标在2023

年内实现主要茶叶配方自
主研发，实现茶叶种植、
配方、生产全流程把控。

• 在全国各地共地区建立近
20个仓储基地，基于入仓
原材料的合适温度对其进
行精细化分类储存，严格
把控食材品质；

• 自建+第三方冷链物流，打
通物流配送  “最后一公

里”；同时提升配送频次，
对门店密集区域可做到一
天一配。

原材料供应

生产加工

仓储基地

运输网络

1

2

3

4

• 源头直采或自建基地，并设置原材
料标准化品控，保障原材料供应的
同时严格把控品质。

• 建设生产加工基地或与第三方工厂
紧密合作，用于原材料加工、产品
研发、环保材料研发等方面。

• 在全国各地的多个核心地区建立仓
储及配送中心，缩短食材到门店的
运输半径；

• 对入仓原材料进行精细化储存，最
大程度保证其新鲜程度。

• 自建冷链物流体系，并通过数字化
系统实时监控其温度、配送进程等
数据，提高配送速度、确保食材新
鲜。

• 建设智能生产加工和出口
基地及亚洲总部，集智能
制造、绿色产品加工、进
出口贸易、仓储于一体，
提高品牌对西南地区，以
及东南亚市场的覆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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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灼识咨询注：1. GMV指折扣前、含配送费的销售流水

下沉：二线及以下城市是中国新茶饮行业最大的市场；门店密度提升驱动二线及以下城市成为未来增
长速度最快和增长空间最大的城市线，赢得该市场是全国领先的关键

4个 15个 30个 >300个

0.8亿 2.0亿 2.2亿 9.0亿

~16% ~19% ~19% ~45%

~474家 ~410家 ~425家 ~273家

城市数量

2023年底
常住人口

2023年
现制茶饮店

市场规模占比，
以GMV1计

2023年底
每百万人口
拥有现制茶饮

店数量

• 二线及以下城市市场规模占比超60%，但门店密度和一
线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及
以下城市

• 随着门店密度的提升，二线及以下城市是未来五年增速最快
的城市线，预计净新增近30万家门店

462023年底

0一线城市

1新一线城市

2二线城市

10三线及以下城市

602028年底

2023-2028年现制茶饮店门店数增量和GMV1增速

~15%

GMV复合年均增长率
2023-2028E

年末门店数增量，万家
2023-2028E

~16%

~19%

~23%

~8% ~18% ~21% ~53%

2023年末
现制茶饮店
门店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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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灼识咨询注：1. 表中列示数据为非极端情况下的行业均值；2. 例如火锅、川菜等；3. 例如西式快餐、中式快餐等；
4. 初始投入主要包括品牌方收取的一次性加盟费及管理费、培训费/设备费/装修费/首批物料/保证金等，
不包含初始房租投入与店铺转让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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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的加盟管理体系：加盟店依托品牌充分赋能从而获得长期、稳定的利润回报，而加盟商的良
好盈利是品牌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新茶饮加盟店较其他餐饮业态加盟店具有更低的初始投资与更快的回本周期1

场景

品类

主流客单价

门店面积

同时在岗员工数

单店月均
坪效

投资回报期

门店
EBITDA

标准化程度

单店初始
投入4

快餐3

堂食、外卖皆有，收入
核心是产品+环境体验

运营难度较大、配有专业服
务人员、标准化程度中等

休闲餐饮、单品
类特色餐厅

50-100元

200-300平方米

15-30

>2年

新茶饮

以带走、外卖为主，
收入核心是销售产品

原材料及产品制作过
程标准化程度高

现制茶饮产品

30元以下

标准店20-60平方米

非高峰时段同时在职店员<5

人，高峰时段可达5-10人

1-2年

正餐2

堂食为主，收入核心是
产品+环境+服务

运营难度大、标准化
程度低

正餐（地方菜、
异国料理等）

100元以上

300平方米以上

60

5-15% 10-20%5-15%

150-300万元 20-40万元300万元以上

>2年

1,000-2,000

元/平方米
2,000-3,000

元/平方米
1,000-2,000

元/平方米

✓ 品牌加盟门店依托更有效的新品研发，更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更强的门店标准化、
数字化能力，实现了更好的单店营收与盈利水平。

✓ 长远来看，加盟商良好的盈利情况有助于加强加盟商的品牌认同感，并吸引更多的优质
加盟商，实现品牌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增长以及跨越式发展。

新品研发

供应链

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对新品
进行研发，推新速度快  

依托统一的供应链，拥有
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原
材料新鲜度较高 

标准化
有完善的SOP，门店运营
及产品制作流程较为规范

数字化
数字化程度高，依托自有
小程序可面向消费者进行
针对性营销和会员运营

品牌方赋能加盟商

本地资源

抗风险

调动本地资源实现更高效
的选址及运营，有助于品
牌在下沉市场进行渗透

需要品牌方较少的资金投
入，降低了资金压力与经
营风险，实现轻资产扩张

积极性
加盟商有更强的客情维护、
控制门店租金、人工、原
材料等成本的意愿

可把控
在标准化和强管控政策下，
加盟商门店与直营店在餐
品和服务上的高度一致

加盟商助力品牌方

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新茶饮行业门店运营标准化举措

原材料处理不当

口味经常发生变化

产品制作时间长

店员操作混乱

门店卫生状况差

新茶饮行业
门店运营面临的挑战

• 自研自动去皮机、自动去核机、
智能称、智能锤柠檬机、智能
出茶机等设备，有效简化门店
操作环节，提升整体效率。

• 建立内部培训机构“蜜雪商
学”，为公司管理团队、基层
员工、加盟商提供办公技能、
企业价值观、标准化运营等方
面系统性的培训；加盟商需统
一参与培训并通过考核才可运
营门店或续签。

门
店
标
准
化

简化产品制
作流程

自动化制作
流程

建立培训
体系

加强督导和
监管

• 将茶饮制作流程模块化，并使用对应的
自动化生产设备，提高制作效率的同时
减少制作流程中人工操作的占比，进而
降低人工参与带来的不规范性。

• 设立中央厨房或与第三方供应商合作，
生产出预制的半成品，门店只需对半成
品进行简单加工即可完成制作。

• 对门店进行定期、严格的监管和巡查，
及时发现店员操作中的不当之处，进而
对其修正；同时设置惩罚机制提高门店
对规范操作的重视程度。

• 设立品牌专门的培训体系或机构，为员
工传授企业文化、食品安全、门店运营
等方面的知识，树立员工的规范性意识
并提高其工作能力。

• 联合工厂研发茶饮原料，将所
需的茶叶、奶精、糖浆等原材
料进行调配，减少门店现场调
配时间，同时让品质更稳定。

• 自研自动奶茶机、自动拉花机
器人、自动奶盖机、自动茶汤
匀质器等设备，逐步做到制茶
流程全自动化。

20

门店的标准化：品牌快速扩张和产品多样化为门店运营带来诸多挑战，头部品牌通过简化并自动化制
作流程、加强培训及监管推动加盟商管理及门店标准化，保障产品和服务的稳定性

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数字化：数字化赋能原料供应和门店运营可实现降本增效，同时有助于新茶饮品牌基于消费者反馈优
化自身服务，实现营销复购的闭环生态

后台 ——原料供应 中台 ——门店运营 前台 ——终端消费

原材料
采购

• 整合供应商在运输能力、
产能、客户概况等方面
的数据，帮助新茶饮企
业更好地进行原材料采
购的决策；

• 大数据统计消费者喜好，
向供应商反推茶叶选择。

智能仓
储配送

• 根据门店库存、销售表
现，计算出需求量，并
及时准确地出具门店配
送方案；

• 实时监控运输车辆位置、
温度等信息，并就异常
情况发出警告。 数字化门店

管理系统

远程管控
门店

大数据支持
新品研发

• 采用智能设备对门店进行监
控，使用数字化系统分析统
计报表，高效对门店运营进
行稽核及修正。

• 通过数字化管理工具向员工
推送工作流程，优化门店运
营流程；

• 整合库存、销量等数据，为
员工提供实时数据推送和预
警，提高门店库存管理能力。

• 收集分析顾客的消费信息和
反馈，记录研发方案和测试
结果，帮助研发爆款产品，
提升消费体验，进而增加复
购。

个性化
营销

• 基于消费者的消费信
息和反馈，利用深度
学习神经网络模型对
消费者偏好进行预测，
从而针对不同消费者
群体进行营销。

数字化供应链 数字化运营 数字化营销

用户反馈

服务优化

精
准
供
应

消费者
洞察

• 消费者在线上渠道消费
后即可获取其消费信息
和反馈，帮助挖掘消费
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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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农业部，灼识咨询

出海：全球现制饮品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和东南亚是最大的增长引擎，茶饮企业纷纷出海寻找第二增
长曲线

✓ 以中国和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是全球现制饮品行业加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在2023年至2028年间，中国和
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7.6%和19.8%，合计贡献同期全球现制饮品市场规
模增量的近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现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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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制饮品市场以终端零售额计的复合年增长率
2023年至2028年（估计）

全球现制饮品市场以终端零售额计的增量，按地区划分，
2023年至2028年（估计）

亿美元

发展趋势

东南亚 中国 其他地区 欧洲 日本 美国

全球平均
7.2%

19.8%

17.6%

9.8%

4.8% 4.5% 4.4%

91.7

85.7

53.8
29.4 10.6

53.6

2023 中国 欧洲 美国 东南亚 日本 其他地区 2028E

779.1

1,103.9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01 产品为王：多维度创新提高消费者复购，并倒逼上游原材料产业升级

02 供应链升级：直采+高效履约打造极致性价比

03 拓市场空间：下沉和出海创造增长曲线

05 标准化运营：提升产品和服务稳定性提升

06 数字化赋能：精细化运营与营销升级

新茶饮行业如何破局？   展望小结

04 加盟强强联合：品牌商与加盟商互利共赢加速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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