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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抢占方便面市场？
本报记者 蒋政 郑州报道

近年来，兴起的宅经济使得

方便食品赛道获得较快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方便面行业在

2020 年的逆势增长势头并未获

得延续。

近 日 ，最 新 披 露 的 财 报 显

示，行业两大巨头康师傅的方

便面业务和统一的业绩出现了

下滑。

而《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

到，自热食品、螺蛳粉等新型方便

食品都在抢夺原本属于方便面的

市场。

多 位 行 业 人 士 提 到 ，方 便

面巨头也在加大新型速食产品

的研发，同时对现有方便面食

品进行升级。未来方便面仍是

方便食品赛道的主流，但其市

场份额遭到切割亦是不可逆转

的趋势。在此期间，谁能更好

地研究、迎合消费者，谁就能占

得市场先机。

新型方便食品冲击市场

家在郑州的崔永强，因疫情

减少外出频次，选择网购多箱某

品牌米粉作为居家食品。在之

前，他都是通过吃泡面应付了

事。“外卖因疫情受到影响，经常

吃方便面的确有点顶不住。网

上的这些米粉，口味更多，可选

择 性 也 多 一 些 。 吃 起 来 也 方

便。”他告诉记者。

消费者的这种替代性选择，

也反映在了方便面巨头的财务报

表上。

近日，最新披露的财报显示，

康师傅的方便面业务和统一的业

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巨头

的表现只是整个产业的缩影。尼

尔森数据显示，2021 年方便面市

场整体销量同比衰退 4.0%，销售

额同比减少2.7%。

事实上，在方便食品中，方便

面一直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只

是在 2016 年、2017 年达到顶峰之

后，方便面的销售才出现下滑。

其中原因有高铁的普及，旅行

消费方便面的场景大大缩小。而

外卖的盛行，抢占了方便面居家和

办公的消费场景。

此后方便面龙头们进行改革，

优化产品结构，推出中高端产品，

并在产品口味上进行升级。疫情

激发宅经济，这也促使方便面行业

在2020年再次出现增长。

业内普遍认为，当下传统方便

面行业出现下滑，主要是因为新型

方便食品切走很多市场蛋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孙宝国在

2021 年曾公开发表演讲提到，随

着技术与装备的同进步，方便食

品领域的“面强米弱”格局被破

解，体现了行业的健康转型与价

值提升。

朱丹蓬提到，从当下发展来

看，自热锅、新型速食食品甚至预

制菜都在同传统方便面进行竞争。

崔永强告诉记者，他身边很多

朋友的加班餐的确丰富起来了，比

如速食的面皮、热干面、泡馍等，大

家不再拘泥于方便面。

CBNData 统计数据显示，线

上方便食品可以划分为 10 余种

子品类，其中即食火锅和方便面

占比较大，而速食半成品菜、即食

火锅/肠类等品类增速居前。品

类创新、跨品类关联消费偏好以

及凭借独特风味、健康属性等特

征将更好强化消费记忆，从而提

高消费者对于方便食品的长期复

购水平。

同时，多个新型方便食品品牌

获得资本关注。去年，自热食品头

部品牌自嗨锅宣布完成C++轮融

资，融资金额逾亿元。此外，德庄、

小龙坎、海底捞等巨头也选择进入

这一市场。

新型速食食品品牌阿宽食品

已经在谋求 IPO。这家以新型方

便食品为主的企业，产品涵盖方便

面、方便粉丝、方便米线、自热食品

等，在 2020 年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1.1亿元。

阿宽食品相关负责人表示，高

端化、差异化、健康化是新型方便

食品的主要特点。公司聚焦的非

油炸新型方便食品涵盖6大品类、

近200个单品。

迎合年轻消费者

国信证券研报提到，2019 年

国内方便食品行业规模为 4500 亿

元，若按照年均复合增速 6%计算，

预计2025 年可达到 6300 亿元。

朱丹蓬告诉记者，我国消费

者正在经历剧烈变化。消费者的

“喜新厌旧”心理要求企业必须时

刻做出变革。

国信证券在研报中提到，网

红新型方便食品品牌增速超过

200%，新锐品牌整体增长贡献最

明显，年轻女性和 95 后和五六线

城市消费者对网红、新锐品牌具

有更强的尝鲜偏好。其中学生群

体在 95 后消费占比近 30%，尤其

偏好购买即食火锅、方便面、方便

粉丝和速食粥等品类，更愿意尝

试不同口味和品牌。

著名顶层设计专家、清华大

学品牌营销顾问孙巍认为，当下

饮食消费升级的重要表现是生活

方式追求更省心省时，生活品质

追求更鲜、更健康、更美味。方便

食品的三种消费场景是家庭、工

作和旅行。每一个场景中都有层

出不穷的新型方便食品。

他提到，新型方便产品满足了

更多年轻人的诉求。并且，很多新

型方便食品涵盖各种地域特色小

吃，比如酸辣粉、螺蛳粉等，这种体

验感比传统的方便面要强很多。

阿宽食品相关负责人认为，当

下的新型方便速食，不再只是满足

果腹的需求。随着Z世代人群对

口味、健康有了更高的需求，也才

促使了阿宽不断精进创新，与消费

者做好沟通，根据消费者需求来倒

推产品。并且随着露营、春游等新

的场景，新型方便食品的出现也成

为了一个新的风口。

事实上，当下的新型方便食

品在产品口感、品类等方面，都在

尽力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诉求。

阿宽食品相关负责人提到，

公司建立自己的用户社群，并在

用户价值上进行深耕。通过不断

了解消费者需求，倒推公司的每

一款产品。公司还与王者荣耀联

动，希望同年轻人一起去优化品

牌的内核。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方便面

巨头企业也参与到了新型方便食

品的潮流当中。统一旗下的自热

方便食品——开小灶，在 2021 年

增速呈双位数，覆盖自热小火锅、

米饭和馄饨等。只是从具体的营

收数字上来看，巨头们的新型方

便食品尚未能独当一面。

“传统工业性企业，属于大规

模制造的公司，是以成本效率取

胜。中小规模的企业讲究柔性制

造，追求利润，它们在食品品类升

级中处于跟随型。传统工业性企

业进入某一个品类，会进行一个

市场的考量，进而去决定是否做

出战略选择。所以，很多龙头企

业在新型方便食品的介入上比较

谨慎也可以理解。”孙巍说。

相对来讲，传统方便面巨头

更多通过高端化满足当下年轻人

的消费升级诉求。康师傅推出双

享桶、干拌面、汤大师等系列产

品；统一凭借中高价位品牌汤达

人持续受市场肯定，此外接连推

出“香拌一城”和“满汉大餐”等高

价位的方便面新产品；白象与今

麦郎也推出“骨汤煮面”和“一菜

一面”等高端系列产品。

“未来暂无一个品类可以取

代传统方便面，但是新型方便食

品会逐步蚕食它们原有的市场。

传统方便面只有去研究新生代，

迎合年轻的消费者，未来的市场

空间才会更大。”朱丹蓬说。

豆奶产业发展现拐点 市场迎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日前，#建议豆奶纳入国民饮

奶计划#登上热搜，引发全民热

议，豆奶行业再次被聚焦。另外，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以豆奶为代表

的植物蛋白食品受到多位人大代

表的关注，将豆奶纳入到“学生饮

奶均衡计划”也被提到议案中来。

一直以来，豆奶都是我国传

统的饮品，但由于国内缺少对于豆

奶营养知识的普及，国人对豆奶的

热情不高，对豆奶的营养价值认识

不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人

大代表呼吁，提倡动物蛋白+植物

蛋白的“双蛋白”摄入，尤其是鼓励

增加以豆奶为主的大豆蛋白摄入，

发力大豆精深加工产业，助力国民

营养均衡发展。

上海博盖咨询创始合伙人高

剑锋告诉记者，目前豆奶发展的

问题是大众对于其佐餐属性的印

象，只有大企业不断地露出，以多

形态的产品改变豆奶的固有印

象，成为泛全国化的营养饮品，届

时，豆奶的品类开发才将会进入

快车道。

提升豆奶消费再上议案

“目前，我国居民面临着营养

不足与过剩并存、食物选择搭配不

合理、营养相关疾病多发、营养健

康生活方式尚未普及等问题，其

中，营养不均衡成为居民膳食营养

改善中的突出难题。”今年，全国人

大代表、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郑奎城在议案中指出，“建议

持续推进豆奶等大豆蛋白食品消

费，强化优质植物蛋白利用，更好

满足国民营养均衡需求，助力健康

中国的建设。”

《2020年后疫情时代膳食营养

与健康状况调查分析报告》显示，

有一半的中国居民存在高度的膳

食不均衡，存在饮食中蛋白质摄入

“质不优、量不够”。中国居民平衡

膳食宝塔推荐：成人每日蛋白质摄

入1.0g/公斤体重，其中优质蛋白应

占30~50％。老年人优质蛋白摄入

应达总蛋白50%。

其中，欧美国家对于蛋白质的

摄入主要来自于鸡蛋、牛奶、鸡肉

等。根据智研咨询给出的数据来

看，截至到 2019 年，我国人均牛奶

摄入量不足10千克，人均摄入量甚

至远低于印度。

“欧美、印度等国家对于乳制

品的摄入不仅仅局限于液态的牛

奶，还有大量的乳制品等能够满足

日常的需求，但中国消费者对于除

了牛奶之外的乳制品食用和需求

量较小，这使得中国消费者的乳制

品人均消耗量常年低于部分国家，

且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无法改

变。”乳业专家王丁棉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郑奎城提出的

“改善国民营养均衡”的几条建议

为：积极倡导“动物蛋白+植物蛋

白”的“双蛋白”均衡饮食理念，增

强豆奶等优质植物蛋白食品的消

费推广；加快建立双蛋白食品标准

体系，提升豆奶等植物蛋白食品标

准；关注乳糖不耐受的群体，推动

“学生饮奶均衡计划”；加强营养人

才的培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饮食结

构上与我国相似，早在几十年前率

先提出了“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

族”的口号，大力发展奶牛业，增加

牛奶供应量，改善膳食结构。我国

也在2000年推出了“学生饮用奶”计

划。但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差异以

及地理因素，多年来，有多家媒体曾

报道称，部分地区的学生奶出现质

量问题，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含糖量

较高、存在过期的风险等。”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

者，目前学生奶主要由农业部、乳

协等部门统筹推行，各地政府根据

当地情况推行学生奶的计划，在豆

奶或者牛奶的选择上，相关部门是

根据当地情况选择的，但从营养价

值来看，牛奶和豆奶都具备各自优

势，且双方并不能完全互补，因此

不排除未来将豆奶和牛奶同时作

为学生奶计划的推行目标。

此次，郑奎城就明确提出将豆

奶纳入到“学生饮奶均衡计划”计

划之中，将豆奶和牛奶共同作为保

证学生奶计划的保障。

“从产品来说，乳糖不耐受的

群体主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当

中，豆奶相较于牛奶有更好的普遍

性，很多地区对学生奶要求是区别

于消费市场的牛奶，要求价格低且

生产工厂在当地有牧场供应等，但

很多地区受制各类因素无法满足

条件，因此豆奶是较好的替代品，

且很多地区早已将豆奶作为学生

奶的主体。”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

朱丹蓬说。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植物蛋

白饮料豆奶和豆奶饮料》（GB/T

30885-2014）文件，将豆奶分为豆

奶和豆奶饮料。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

尔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郭成宇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指出，

“现行豆奶标准是2014年9月30日

发布的《植物蛋白饮料豆奶和豆奶

饮料》，将豆奶和豆奶饮料标准全

部归置于植物蛋白饮料标准之下，

消费者难以科学区分。建议根据

蛋白含量不同，参照牛奶和含乳饮

料各自制定相应标准的案例，分别

制定豆奶和豆奶饮料标准，不断提

升豆奶品质。”

郭成宇认为，从豆奶行业发展

情况来看，完善豆奶国家标准，科

学引导大豆蛋白食品消费，实现国

人膳食营养均衡，推动完善豆奶行

业标准正当其时。

豆奶产业发展加速中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

示，2014至2018年，中国市场包

装豆奶饮品年复合销量和销售

额增长分别为9.3%和12%，远超

牛奶的 1.1%和 4.6%。到 2020

年，豆奶整体市场规模已稳定在

250亿元，成为我国植物基营养

饮品中最大的细分市场。

目前，头部的豆奶企业包括

了维他奶、达利、维维、北大荒、

植朴磨坊等企业，乳业巨头伊利

在近年来也开始试水豆奶。

高剑锋指出，目前所统计的

豆奶行业规模仅限于包装即饮

产品，但作为佐餐的豆奶实际

上大部分并未被统计在内，豆

奶的佐餐性质同时是阻碍其发

展的问题之一。“与其他植物蛋

白饮料有较大区分，豆奶仍停

留在‘早餐豆浆’的观念，其佐

餐饮品的性质在国人心目中已

根深蒂固，将其独立出来作为饮

料销售，存在消费观念接受程度

的问题。”

根据天眼查公布行业相关

企业的工商信息整理数据，截

至 2021 年，全国共有超 7900 家

经营范围含“植物蛋白饮料”。

从注册资本来看，注册资本小

于100万元的企业数量最多，占

比约 33%，注册资本在 1000 万

元以上的占比超23%。

从成立时间来看，2019 年

新增的植物蛋白饮料企业数量

（全 部 企 业 状 态）最 多 ，超 过

2100 家，增速近 46%，2020 年新

增相关企业数量近 2400 家，但

增速相较2020年有所回落。

从数据中不难发现，中国的

植物蛋白饮料市场仍旧是小微

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这些小微企业主要依赖

于餐饮渠道消费，尤其是早餐

和早茶消费为主，由于国内的

消费习惯，这些即食的产品几

乎不会被头部企业所取代。”高

剑锋说。

对 于 豆 奶 的 品 类 市 场 前

景，朱丹蓬表示，虽然豆奶近年

来逐步受到关注，但对比其他

大单品，豆奶的款式较少，整个

品类的起点较低，导致技术门

槛不高，溢价能力较低，对比同

类产品，如果不形成独有的产

品特性，很难突破品类原有的

局限性。

智研咨询指出，目前豆奶的

销售区域逐步向中原、华北、西

北区域扩展，中国成为全球最大

的豆奶消费市场。

据了解，在很长时间之内，

即饮豆奶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华

南地区，如广东、福建、香港等沿

海地区，但伴随着各大企业将豆

奶区域推向全国，以及后来伊

利、蒙牛的加入，使得豆奶逐步

向全国化市场挺进。

“目前豆奶的发展路径与当

年牛奶相似，均是以各地小企业

为主的市场格局，逐步走向由头

部主导市场发展的方向。”朱丹

蓬说。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为了

改变消费者对于豆奶的认知，

众多品牌均将提升产品的多样

性作为主要发力点，尤其是茶

饮进军豆奶后，进一步刺激了

多样性的发展。

例如，喜茶推出豆豆波波

茶，“豆乳风潮”在茶饮赛道逐

步升温。此后，乐乐茶推出麻

薯豆乳鲜奶茶，奈雪的茶推出

豆奶宝藏茶，茶百道推出“豆乳

玉麒麟”。达利等也陆续推出

了各类豆奶乳茶等饮品，以多

样化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

化需求。

“伴随着大量资本和品牌

的进入，豆奶未来将有可能上升

到与牛奶相近的市场地位，从行

业的角度看，需要更多的大企业

带领豆奶产业发展壮大，从而带

动整个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提

升。”朱丹蓬说。

《2020年后疫情时代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有一半的中国居民存在高度的膳食不均衡，存在饮食中蛋白质摄入“质不

优、量不够”。

目前，头部的豆奶企业包括了维他奶、达利、维维、北大荒、植

朴磨坊等企业，乳业巨头伊利在近年来也开始试水豆奶。

推动完善豆奶行业标准正当其时。 本报资料室/图

超市货架上的方便食品种类逐渐繁多。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