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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指明者外，否則本節所載資料來自不同官方政府刊物、其他出版物及我們

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我們相信有關資料乃來自適當來源，且我們

在摘錄及轉載
▲
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的態度。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於任何重大方

面存在錯誤或具誤導性，或已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有關資料於任何重大方面存在錯誤或

具誤導性。我們、聯席保薦人或任何我們或彼等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代表或參與[編

纂]的任何其他人士概無獨立核實有關資料，亦無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聲明。本

節所載資料及統計資料未必與中國境內外編製的其他資料及統計資料一致。

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報告

我們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就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期間中

國的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進行分析並就此編製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為我們編製的

報告在本文件內指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同意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總費用人民幣1.15

百萬元，我們相信此費用反映了此類報告的市場價格。弗若斯特沙利文於一九六一年成

立，在全球擁有40間辦事處以及逾2,000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師、技術分析師及經濟

學者。弗若斯特沙利文對其他服務進行行業研究。弗若斯特沙利文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

來在中國設立了多間辦事處，不斷覆蓋中國市場，其在中國的行業覆蓋包括材料及食品、

消費品以及其他。

我們已將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若干資料載入本文件，因為我們認為此等資料有助有

意[編纂]了解中國的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載有本文件所引述

▲
關

於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的資料以及其他經濟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獨立研究

包括自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行業的多個來源取得的初步及次級研究。初步研究

涉及與領先行業參與者及行業專家進行深入訪談。次級研究涉及基於弗若斯特沙利文本身

的研究數據庫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數據。預測數據乃取自過往針對宏觀經濟數

據進行的數據研究並參考具體的行業相關因素。就此而言，董事信納，於本節內披露未來

預測資料及行業數據並無偏差或具誤導性。我們相信，此等資料的來源乃此等資料的適當

來源，且我們在摘錄及轉載此等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的態度。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此等資

料於任何重大方面存在錯誤或具誤導性，或已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有關資料於任何重大方

面存在錯誤或具誤導性。

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節所載的全部數據及預測
▲
乃源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多份官方

政府刊物及其他出版物。

於編撰及編製研究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假設中國的經濟於未來十年內很可能維持穩定

增長；相關市場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預測期內很可能維持穩定，以及市場推動力（如

消費者日益提高的購買力、消費者不斷提高的健康意識、消費者不斷提升的消費水平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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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推動力）於預測期內很可能帶動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的增長。此外，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預測複合年增長率以及本節所載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

各分部的趨勢的基準及假設主要包括以下：

一般基準及假設

‧ 各分部的預測市場規模是以過往數據分析對比宏觀經濟數據以及特定行業相關因

素而得出。

‧ 各個市場分部的預測是基於以下中國宏觀經濟前景的一般假設：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的資料，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將由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63.65萬億元

增加至二零一九年的人民幣93.32萬億元，預測期內的複合年增長率為8.0%。

糕點類市場

‧ 包裝糕點類產品因其多元化的發展而使目標群不斷擴張，糕點類產品不再只是一

種休閒食品，亦成為正餐的替代品，可於多種不同場合食用。

‧ 生產商持續創新及擴大產品組合，進一步催化市場形勢的轉變。

‧ 生產過程的技術創新及升級令包裝糕點類產品的營養價值
▲
提升，吸引更多注重健

康的消費者。

餅乾市場

‧ 餅乾是中國市場的傳統休閒食品類別，消費者群龐大及相對穩定，多個分部如單

片餅乾、夾心餅乾等增長穩定。

‧ 小食餅乾在形狀及口味上都具多種變化，預期該分部增長可觀。

‧ 主要業界營運商的產品創新及產品組合升級，使更多備受中國消費者接受的新興

及具潛力產品將可能推出市場。

薯類膨化食品市場

‧ 更多的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者可能在日後養成食用薯類膨化食品的習慣。此外，一

二線城市的消費者願意以較高價購買品牌生產商製造的優質薯類膨化食品的比例

增加。

‧ 許多領先的薯類膨化食品生產商不斷推出不同口味的新產品。與此同時，生產商

致力於根據其各自的銷售渠道及消費者的喜好為不同消費者開發多種薯類膨化食

品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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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分部相比，薯類膨化食品市場較為集中。具規模的生產商能引領市場增

長。因此，預期各領先薯類膨化食品生產商之間的良性競爭，
▲
不同的市場策略、

銷售渠道及生產線，將推動薯類膨化食品市場進一步發展。

植物蛋白飲料市場

‧ 中國消費者對低熱量、無人工添加成分及富含蛋白的產品的需求增加，可能持續

推動市場增長。植物蛋白飲料提供植物蛋白或混合蛋白（動物及植物蛋白），滿足

人們對健康生活方式的上升需求。

‧ 持續創新產品，利用新品種的植物是植物蛋白飲料市場的重要特色。

‧ 受到此市場的增長潛力所吸引，更多的領先食品飲料公司可能進入此市場。

涼茶飲料市場

‧ 大量涼茶乃透過餐飲渠道消費。預期中國的餐飲市場受城鎮化及生活水平改善所

推動而增長穩定。因此，該渠道的涼茶消費亦很大可能會獲得強勁增長，帶動整

體涼茶市場的發展。

‧ 由於中國消費者對健康生活方式的日益關注提升，故很有可能會選擇一些對身體

有益的健康產品。因此，涼茶
▲
作為由傳統天然健康的植物（如金銀花、仙草）製造

的典型飲料，預期會廣受歡迎。

‧ 近年，市場引入新型包裝如大罐裝及PET瓶裝產品，預期可持續推動市場增長。

功能飲料市場

‧ 隨著城鎮化率上升，人們的生活節奏加速。人們更多時需超時工作及面對更大的

生活壓力。因此，預期更多人會選擇以功能飲品作為飲料，有助舒緩身體疲勞。

‧ 迅速急增的新興新產品渠道如KTV、俱樂部以及交通網絡的擴充，很可能會推動

功能飲品分部的增長。

‧ PET瓶裝產品的包裝革新有助生產商減低生產成本，亦令產品更易於攜帶，因而受

消費者青睞。

中國包裝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行業概覽

中國包裝食品及休閒食品市場概覽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包裝食品市場之一。中國包裝食品行業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
▲
經濟增長強勁、城鎮化持續進行及可支配收入不斷提高所推動。此外，包裝食品更加容

易購買及種類日益增加也刺激了中國消費者對包裝食品的需求。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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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間，中國包裝食品的零售總額按11.4%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四年達到人民幣
15,544億元，且預期於二零一九年將達到人民幣24,175億元，相當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九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9.2%。

包裝食品市場可大體分為休閒食品、乳製品、方便食品、調味及發酵製品、罐頭食品
及其他包裝食品。休閒食品指通常在餐間消費和食用的包裝食品，如糖果及蜜餞、糕點
類、餅乾、脆米餅及其他、薯類膨化食品、炒貨及堅果以及其他。

截至二零一四年，中國休閒食品市場是中國包裝食品市場的最大子類別，於二零零九
年至二零一四年在所有子類別中實現了最高增長率。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休
閒食品市場的規模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1,917億元增長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3,481億元，
同期複合年增長率為12.7%，且預計於二零一九年將達到人民幣5,986億元，相當於二零一
四年至二零一九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1.5%。中國休閒食品市場仍處於快速增長階段，乃受
到不斷增長的收入、產品創新及產品升級以及休閒食品對全國的滲透更深入所推動。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中國休閒食品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至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糖果及蜜餞 ........................................... 66.2 119.4 196.6 12.5% 10.5%

糕點類 .................................................... 29.1 55.2 102.4 13.6% 13.1%

餅乾 ........................................................ 30.4 53.1 87.7 11.8% 10.5%

脆米餅及其他 ....................................... 19.2 36.5 64.5 13.7% 12.0%

薯類膨化食品 ....................................... 9.7 20.2 42.0 15.9% 15.7%

炒貨及堅果 ........................................... 15.0 25.5 40.8 11.2% 9.9%

其他 ........................................................ 22.1 38.2 64.6 11.4% 11.1%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非酒精飲料市場概覽

非酒精飲料的主要類別包括果蔬飲料、瓶裝水、乳飲料、碳酸飲料、植物蛋白飲料、
固體飲料、涼茶、即飲茶、功能飲料、運動飲料及其他飲料。中國非酒精飲料市場的零售
額近年來增長迅速，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以16.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四年
達到人民幣9,626億元。在所有子類中，新興潮流產品（包括功能飲料、植物蛋白飲料及涼
茶）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的年增長率最高，分別為31.6%、23.8%及22.7%，主要是受
中國人生活方式不斷轉變和健康意識日益提高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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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中國非酒精飲料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至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果蔬飲料 ............................................... 97.1 200.4 359.9 15.6% 12.4%

瓶裝水 .................................................... 76.5 182.6 346.2 19.0% 13.7%

乳飲料 .................................................... 38.8 103.8 190.6 21.8% 12.9%

碳酸飲料 ............................................... 98.8 139.4 169.0 7.1% 3.9%

植物蛋白飲料 ....................................... 24.0 69.6 160.8 23.8% 18.2%

固體飲料 ............................................... 33.5 78.2 125.0 18.5% 9.8%

涼茶 ........................................................ 18.3 50.9 104.3 22.7% 15.4%

即飲茶 .................................................... 39.0 77.6 104.0 14.7% 6.0%

功能飲料 ............................................... 9.6 37.8 101.3 31.6% 21.8%

運動飲料 ............................................... 7.0 16.1 31.4 18.3% 14.2%

其他飲料 ............................................... 2.7 6.2 9.5 18.1% 8.9%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行業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

購買力及品牌忠誠度不斷提高

根據
▲
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17,175

元增長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28,844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0.9%，而中國的農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則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5,153元增長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9,892元，複合年增長
率為13.9%。城鎮及農村居民不斷增長的個人收入推動了中國休閒食品及飲料消費及零售額
的增長。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休閒食品的人均支出由人民幣143.7元增至人民幣254.5

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2.1%。同期，非酒精飲料的人均支出由人民幣333.6元增至人民幣
703.7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6.1%。

因此，
▲
中國消費者越來越追求高品質食品及飲料產品並傾向於選擇他們認為具有更高

產品品質的知名品牌。因此，領先的休閒食品及飲料公司
▲
繼續致力於品牌建設及滿足特定

客戶需求，以贏得消費者信任並創造價值。

日益關注健康和保健以及便利

受消費者
▲
的健康飲食意識不斷提高及對健康及營養的需求日益增加所帶動，高纖和堅

果餅乾、低熱量、低脂肪或高天然成分的休閒食品、植物蛋白飲料、涼茶、功能飲料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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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飲料等健康保健食品和飲料在中國越來越受
▲
歡迎。隨著可支配收入

▲
不斷提高及市場上可

供選擇的產品更多，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開始關注他們所消費食品及飲料產品的營養成
分。此外，消費者愈發注重飲料產品的健康裨益及功能。被認為有助消化及人體降火的涼
茶在中國得到廣泛認可。花生牛奶及核桃牛奶等植物蛋白飲料的銷售額在過往幾年亦實現
快速增長，此乃由於消費者日益注重富含健康、天然成分的產品。

此外，由於中國消費者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城市化及節奏快，方便食用的包裝休閒

食品及非酒精飲料也愈發受
▲
歡迎。除充饑外，消費者現在也不時購買餅乾及烘焙食品等產

品作為代餐，並享用有助於改善他們的情緒、緩解壓力及滿足渴求的產品。

持續的產品革新

為滿足快速變化的消費者偏好和口味，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公司專注於推出新產品

種類或以新產品、新口味或包裝擴大現有品牌組合。中國品牌主動將功能飲料、運動飲料

及植物蛋白飲料等潮流產品因地制宜地引入中國。領先品牌也以獨具特色的包裝推出產

品，如PET瓶的涼茶和功能飲料，以適應消費者偏好（包括對便利性的需求）和增強品牌吸引

力。這些新的產品革新有助於建立品牌忠誠度、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及因此帶動銷售額

增長。

食品安全意識日益提高

對食品安全的關注日益提高已促使消費者在選擇食品和飲料產品時，除了考慮單價

▲
外，同時亦注重成分、產品品質及品牌聲譽。中國政府也在全國範圍加強食品安全控制，

實施更加嚴格的食品安全法律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習慣上，中國消費者認為外國品牌比國

內品牌安全，但近年來一連串涉及外國品牌的食品安全醜聞已使消費者產生了懷疑。因

此，領先的中國品牌抓住這一機遇，越來越多地在產品生產流程、原產地及成分方面提供

更大透明度，以贏得消費者的信任及提高市場份額。

傳統渠道仍佔主導的同時，經銷渠道亦不斷發展演變

中國現代連鎖店的快速發展及不斷滲透讓休閒食品及飲料產品更容易進入大眾市場。

特別是，現代連鎖店的持續滲透（尤其是在城鎮地區）讓食品及飲料消費更加便利及便宜，

而且是一二線城市未來行業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傳統渠道將仍是中國休閒食品及飲料

行業的主要渠道，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受龐大的互聯網及移動用戶群所帶

動，過去五年，休閒食品及飲料的電商渠道銷售額巨幅增長。此外，中國物流網絡的改善

及簡單便利的網上購物體驗進一步推動了電商渠道的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

預計二零一九年中國的電商渠道將貢獻的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零售額分別為6.3%及

5.8%。隨著生活節奏
▲
加快及購買力

▲
增強，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外出用餐及消費飲料產品。

因此，在中國，餐飲渠道對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生產商日顯重要。



行 業 概 覽

– 74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本文件所載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警

告」一節一併閱讀。

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行業的經銷渠道

中國的休閒食品生產商一般透過四個渠道銷售產品，即傳統渠道、現代零售渠道、電

商渠道及特通渠道。中國的非酒精飲料生產商也透過餐飲渠道經銷產品。

基於中國市場的規模之大，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生產商主要依賴傳統渠道及經銷商

接觸廣闊的消費客群。於二零一四年，傳統渠道佔中國休閒食品市場零售總額的60.1%及非

酒精飲料市場零售總額的46.5%。此外，傳統渠道在中國的三四線城市及農村地區是佔主導

地位的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經銷渠道，二零一四年分別佔三四線城市及農村地區的

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零售總額的68.2%及52.0%。國內品牌在中國的傳統渠道中佔
▲
主

導地位，相對於國外品牌，在接觸更廣闊的消費客群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按渠道分類的休閒食品市場明細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按渠道分類的非酒精飲料市場明細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傳統渠道的進入壁壘高乃主要由於以下方面：(1)難以

識別並與大量優質經銷商建立合作關係，尤其是在縣級及以下城市；(2)缺乏強大的本地化

銷售團隊來保持對經銷商的控制以及提供及時支援；(3)缺乏全國性的生產網絡來以具競爭

力的成本迅速進行補貨。

相比之下，國外品牌在現代零售渠道中更強，尤其對於那些知名度高、產品組合多樣

的國外品牌而言，可能會更容易滲透到現代零售渠道。現代零售渠道是一二線城市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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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經銷渠道，預期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九年將分別按11.8%（就休閒食品市場而言）及

13.1%（就非酒精飲料市場而言）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且在中國市場一直從傳統渠道取

得份額。這對於在更複雜消費者需求的背景下打造高端品牌的影響力以及收集關於產品接

受度的第一手反饋亦至關重要。

在非酒精飲料領域，餐飲渠道因外出用餐越來越流行及中國消費者的生活節奏快速而成

為主要渠道，而產品組合多樣化且有特色的飲料領導品牌已做好充分的準備與餐飲企業合作

以滲入此渠道。由於品牌生產商專注於推廣產品以接觸更廣闊的客戶群及更好地的滿足客戶

需求，故特通渠道亦成為日益重要的渠道，尤其是對於功能飲料等產品而言。此外，由於越

來越流行網上購買所有類別的產品，透過電商渠道產生的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零售額預期

將由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567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九年的人民幣1,36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9.1%。

競爭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的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市場分散並擁有眾多的國

際及本土生產商。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市場的集中度相

對較低。於二零一四年，十大休閒食品公司的市場份額約為30%，而於美國及英國的相應

份額均高於60%。同時，美國及英國的十大非酒精飲料產品公司的集中程度均超過55%，中

國的這方面的數據約為45%。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達利是中國第六大休閒食品

及非酒精飲料產品生產商，在國內生產商中排名第二，零售額份額達2.4%。按二零一四年

的零售額計，達利亦為中國
▲
休閒食品市場第二大生產商，佔5.1%的市場份額。

在中國領先的休閒食品及飲料公司中，大多數企業僅專注於少數主要產品。根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的報告，達利是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之一，二零一四年旗下六個或以上產品

類別的零售額均超過人民幣15億元。

下表載列中國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的競爭格局。

休閒食品及非酒精飲料產品市場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7.5%

2 B 6.8%

3 C 5.3%

4 D 3.2%

5 E 2.7%

6 達利 2.4%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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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中國休閒食品的競爭格局。

休閒食品市場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5.2%

2 達利 5.1%

3 B 3.8%

4 C 3.4%

5 D 3.1%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休閒食品市場

糕點類

休閒食品市場下的糕點類分部產品包括眾多的產品類別，包括預先包裝的派、小麵
包、蛋糕、瑞士卷、餡餅、牛角包及其他。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包裝糕點類分部
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3.6%，於二零一四年達到人民幣552億元，預期將按13.1%的複合年增長
率繼續增長，於二零一九年將達到人民幣1,024億元。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二
零一四的年糕點類人均消費為7美元，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分別為61美元、82美元、97
美元及32美元。這說明中國市場有巨大增長潛力。儘管價格仍然是該類別消費者增加購買
的重要動力，但糕點類分部的領先生產商（包括達利）主要透過口感、風味及營養創新來達
到淨價格實現並拉動整體銷量的增長。分部增長

▲
主要受不斷推出新產品、產品改良以及消

費者將該等產品用作代餐及在更多場合消費的推動。下表載列中國整體包裝糕點類市場及
其子類的市場規模及增長率。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零九年 至

二零一九年 至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糕點類 .................................................... 29.1 55.2 102.4 13.6% 13.1%
　派 ........................................................ 7.5 13.4 21.6 12.3% 10.1%
　小麵包 ............................................... 6.3 11.9 21.3 13.4% 12.4%
　蛋糕 .................................................... 4.4 8.4 15.3 13.7% 12.7%
　瑞士卷 ............................................... 4.1 7.3 12.6 12.3% 11.5%
　餡餅 .................................................... 0.5 2.8 10.0 40.5% 28.8%
　牛角包 ............................................... 0.4 1.3 4.0 24.6% 25.8%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派及小麵包是包裝糕點類的兩種主要產品類別，於二零一四年的合併零售額為人民幣
253億元。由於領先企業不斷推出創新及改良產品以迎合消費者不斷變化的口味並推廣以該
等產品作為代餐，預期上述兩種類別將在未來五年維持強勁增長。在持續推出新產品的推
動下，蛋糕及瑞士卷市場亦預期保持快速增長。餡餅因一家國內生產商於二零一三年推出
的肉鬆餅的推動而成為增長最快的類別，該生產商是首家在中國從事該產品的工業化生產
並通過電商渠道大力推廣產品的公司。由於中國消費者更加渴求優質的西式產品，牛角包
正日益受中國消費者青睞，預期二零一九年的零售額

▲
將達到人民幣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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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達利是中國最大的糕點類生產商。其於二零一四年按零

售額計的市場份額為21.9%，超出第二大企業市場份額的三倍。達利亦是中國五個子類（包

括派、小麵包、蛋糕、瑞士卷及牛角包）的最大生產商。下表載列中國糕點類市場的競爭格

局：
糕點類

排名 公司名稱 二零一四年的市場份額（按零售額計）

1 達利（達利園） 21.9%

2 A 6.3%

3 B 5.0%

4 C 4.9%

5 D 3.7%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薯類膨化食品

薯類膨化食品以馬鈴薯及馬鈴薯全粉製成，經油炸或烘焙達到香脆口感。與休閒食品的

其他分部比較，薯類膨化食品的人均消費相對較低，亦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報告，二零一四年中國的人均薯類膨化食品消費額為2美元，而美國、英國、德國及

日本則分別為29美元、28美元、20美元及25美元，表示中國市場仍有巨大增長潛力。隨著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及購買力提高，中國消費者越來越重視品牌產品。此外，持續消費升級、

消費者習慣變化導致的產品多樣化及對休閒食品的消費增加，亦為帶動市場增長的主要因

素。

薯類膨化食品包括薯片、薯條及其他薯類膨化食品產品。整個薯類膨化食品市場的零

售額按15.9%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97億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

幣202億元，並預期按15.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九年達到人民幣420億元。與糕

點類分部類似，
▲
中國消費者很樂意接受創新的薯類膨化食品

▲
。薯類膨化食品分部的增長乃

主要由於口味及包裝不斷延伸以及人們消費該產品的場合相對其他類別休閒食品而言更廣

泛。領先品牌生產商亦涉足薯條及其他，進一步豐富產品組合及供應更多差異化產品。越

來越多的三四線城市及農村地區的消費者正逐漸養成食用薯類膨化食品的習慣，而在一二

線城市的消費者也樂於食用改良的薯類膨化食品。下表載列中國薯類膨化食品的市場規模

及增長率，包括薯片、薯條及其他等子類：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至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薯類膨化食品 .............................................. 9.7 20.2 42.0 15.9% 15.7%

　薯片 .......................................................... 8.1 16.9 34.5 15.8% 15.4%

　薯條及其他 .............................................. 1.6 3.4 7.5 16.3% 17.2%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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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薯類膨化食品市場相對集中。按二零一四年零售額計，五大生產商佔市場份額的
72.1%。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按二零一四年零售額計，達利是中國第三大薯類膨化
食品生產商。達利亦是最大的國內經營者，按零售額計，在該市場所佔市場份額為15.1%。
下表載列中國薯類膨化食品市場的競爭格局。

薯類膨化食品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25.8%

2 B 17.7%

3 達利（可比克） 15.1%

4 C 8.5%

5 D 5.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餅乾

中國餅乾市場包括單片餅乾、夾心餅乾、小食餅乾、曲奇、威化餅及蘇打餅。

按零售額計，中國餅乾市場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304億元增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
53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達11.8%，且預期將按10.5%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二零一九年將達
到人民幣877億元。中國人均餅乾消費額遠低於發達國家。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

▲
二

零一四年中國的人均餅乾消費額為6美元，而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則分別為22美元、39
美元、35美元及16美元。因此，中國的餅乾市場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下表載列中國餅乾
市場及主要子類的市場規模及增長率。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零九年 至

二零一九年 至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餅乾 ........................................................ 30.4 53.1 87.7 11.8% 10.5%
　單片餅乾 ........................................... 11.1 16.9 25.2 8.9% 8.4%
　小食餅乾 ........................................... 5.4 11.2 21.1 15.8% 13.6%
　夾心餅乾 ........................................... 6.9 11.8 17.5 11.3% 8.3%
　曲奇 .................................................... 2.5 6.1 13.1 19.5% 16.6%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單片餅乾分部構成中國餅乾市場的最大類別，於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為人民幣169億
元，且預期將按8.4%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九年將達到人民幣252億元。單片餅乾
增長主要受

▲
健康及保健意識不斷提高以及新產品、口味及包裝的推出所推動。中國曲奇分

部於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為人民幣61億元，且由於優質西式產品日益暢銷，預期將按16.6%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九年將達到人民幣131億元。小食餅乾是指具有特殊形狀的
餅乾，大部分用小的紙質盒子進行包裝。小食餅乾市場於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為人民幣112
億元，且預期將按13.6%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九年將達到人民幣211億元，這主
要是由於人們於休閒時間及兩餐之間對休閒食品消費的需求的不斷增長所推動，尤其是兒
童及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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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餅乾市場相當分散，五大生產商的合併市場份額為30%，

表明存在巨大的整合潛力。達利是中國第二大餅乾生產商，按零售額計，於二零一四年的

市場份額為4.9%，為國內最大的餅乾品牌。達利亦為二零一四年單片餅乾市場最大的餅乾

生產商。下表載列中國餅乾市場的競爭格局。

餅乾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12.6%

2 達利（好吃點） 4.9%

3 B 4.9%

4 C 4.0%

5 D 3.6%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中國非酒精飲料市場

涼茶

涼茶在中國擁有悠久歷史，被認為是健康飲料而深受許多中國消費者喜愛。消費者十

分認同涼茶的主要配料傳統中藥的實際功效，認為其有助於「降火」。主要品牌亦
▲
宣傳消費

者可在多種場合飲用有關產品，如熬夜、加班、吃火鍋等。因此，中國涼茶市場的零售額

按複合年增長率22.7%增長，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183億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509

億元，並預期按複合年增長率15.4%增長，於二零一九年達到人民幣1,043億元。特別是，

預期於未來五年餐飲渠道仍將為最重要的經銷渠道且增速快於整體涼茶市場的增長。下表

載列中國涼茶市場的市場規模及增長率，包括罐裝、無菌包及PET瓶裝涼茶等子類。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至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涼茶 ........................................................ 18.3 50.9 104.3 22.7% 15.4%

　罐裝及無菌包 .................................. 15.5 43.6 88.1 22.9% 15.1%

　PET瓶裝 ............................................ 2.8 7.3 16.2 21.4% 17.1%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罐裝及無菌包涼茶產品為涼茶市場的主要類別，
▲
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為人民幣436億

元，佔中國零售總額的85.6%。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九年，罐裝及無菌包涼茶類別預期按複

合年增長率15.1%增長。PET瓶裝涼茶便於墪帶，契合了消費者不斷轉變的生活習慣，因而

受到歡迎。中國PET瓶裝涼茶的零售額於二零一四年達到人民幣73億元，並預期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九年按複合年增長率17.1%增長，表現超過整體市場。

達利於二零零七年推出和其正涼茶，當時存在市場壟斷情況。之後，達利的品牌受歡

迎程度不斷上升，並超過其他新同行成為中國第三大品牌，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所

佔市場份額為9.9%。在罐裝涼茶分部，本公司為唯一推出480毫升大罐裝產品的
▲
經營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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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定位較310毫升的市場標準罐裝產品更具吸引力。達利為PET瓶裝涼茶分部的先驅，於

二零一四年佔據大部分市場份額，零售額高於後兩名競爭對手的總額。

下表載列中國涼茶市場的競爭格局。

涼茶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53.1%

2 B 28.0%

3 達利（和其正） 9.9%

4 C 0.7%

5 D 0.5%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植物蛋白飲料

植物蛋白飲料包括兩個主要類別，即純植物蛋白飲料及複合蛋白飲料。純植物蛋白飲

料指由有一定蛋白質含量的植物果實、種子、果仁等加工而成的飲料，一般包括了椰汁飲

料、核桃乳飲料、豆乳飲料等產品。複合蛋白飲料是指以奶或奶製品與植物蛋白源，例如

花生或者椰子等混合加工而成的飲料，一般包括了花生牛奶、核桃牛奶等產品。隨著中國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消費者對健康及天然飲料產品的相關喜好，人們對低熱量、無人工

添加成分及富含蛋白的產品的需求增加，這促使植物蛋白飲料在過往年度持續錄得增長。

按零售額計，植物蛋白飲料市場按複合年增長率23.8%增長，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239

億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696億元，並預期按複合年增長率18.2%增長，於二零一九年

達到人民幣1,608億元。中國植物蛋白飲料市場的增長速度高於中國整體非酒精飲料市場，主

要由於購買力提高及健康及保健意識增強。此外，該營養型飲料為搶佔碳酸飲料大部分市場

份額的類別之一，由於人們對肥胖及潛在健康相關風險的關注加強，碳酸飲料佔整體非酒精

飲料市場的份額由二零零九年的22.2%下降至二零一四年的14.5%。下表載列中國植物蛋白飲

料市場的市場規模及增長率，包括純植物蛋白飲料及複合蛋白飲料等子類。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至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植物蛋白飲料 ....................................... 23.9 69.6 160.8 23.8% 18.2%

　純植物蛋白飲料 .............................. 16.4 49.6 114.9 24.7% 18.3%

　複合蛋白飲料 .................................. 7.5 20.0 45.9 21.6% 18.1%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純植物蛋白飲料為植物蛋白飲料市場的主要類別，
▲
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為人民幣496億

元，佔中國植物蛋白飲料零售總額的71.3%。複合蛋白飲料以花生牛奶及核桃牛奶為代表，

近年來亦發展迅速，乃由於增加推廣該產品類別的品牌營銷以應對消費者對健康產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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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多家生產商相繼推出新產品以迎合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喜好。複合蛋白飲料於二零一

四年的零售額為人民幣200億元，佔中國植物蛋白飲料零售總額的28.7%，並預期由二零一

四年至二零一九年按複合年增長率18.1%增長。

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中國五大植物蛋白飲料生產商佔56.3%市場份額。根據弗若

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達利為中國第五大植物蛋白飲料生產商，

市場份額為4.7%。下表載列中國植物蛋白飲料市場的競爭格局。

植物蛋白飲料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23.0%

2 B 11.0%

3 C 10.4%

4 D 7.2%

5 達利（達利園花生牛奶） 4.7%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達利是中國第二大複合蛋白

飲料生產商。達利亦將其市場份額由二零一二年的13.3%提高至二零一四年的16.3%，乃由

於得益於對經銷渠道的持續滲透，其於二零一二年成功推出無菌包花生牛奶。下表載列中

國複合蛋白飲料市場的競爭格局。

複合蛋白飲料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36.2%

2 達利（達利園花生牛奶） 16.3%

3 B 3.3%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功能飲料

功能飲料一般指含有咖啡因及其他物質，能夠給消費者帶來提神及抗疲勞功效的不含

洒精飲料。功能飲料的需求增長主要得益於以更年輕的功能飲料消費群體為主的有利消費

市場（相比整體飲料市場），且年輕客戶對功能飲料的黏性很強。此外，由於功能飲料通過

進一步創新及品牌建立不斷發展，產品現時被消費者接受在更多的場合下飲用，包括工

作、駕駛、運動、學習及娛樂等。

中國的功能飲料市場目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二零一四年中國人均
▲
功能飲料消費額為

5美元，而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則分別為29美元、19美元、13美元及19美元。美國功能

飲料市場於二零零四年的零售額約為16億美元，於二零一四年達到91億美元，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一四年約增長五倍。二零一四年，中國的人均功能飲料消費額已接近美國於二零零

四年的水平，顯示出巨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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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消費者亦不斷尋求不同口味及品牌形象的新產品，這為後來者在這曾一度被壟

斷的市場生存及發展提供了機遇。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紅牛於二零零二年在美國

功能飲料市場佔有近70%的市場份額，而Monster於同年佔有不多於5%的市場份額。然而，

儘管Monster並不是先驅者，但Monster於二零一四年的市場份額逐漸增長至39%，而紅牛的

市場份額則於同年減少至43%。

中國功能飲料市場是非酒精飲料領域內增長最快的類別。零售額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

幣96億元增至二零一二年（達利推出樂虎產品的前一年）的人民幣239億元。二零一四年至二

零一九年，市場規模預期將按21.8%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一九年達到人民幣1,013

億元。下表載列中國功能飲料市場的市場規模及增長率，包括罐裝及PET瓶裝功能飲料等子

類。
市場規模（按零售額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四年 （估計） 至二零一四年 （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功能飲料 ............................................... 9.6 37.8 101.3 31.6% 21.8%
　罐裝 .................................................... 9.1 33.9 87.5 30.2% 20.9%
　PET瓶裝 ............................................ 0.5 3.9 13.8 48.9% 28.8%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罐裝產品為功能飲料市場的主要分部，佔二零一四年零售總額的89.7%。然而，二零零

九年至二零一四年PET瓶裝產品按48.9%的複合年增長率快速增長，東鵬及達利為該分部的

先行企業，預期該分部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九年按28.8%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該強勁增長

前景受便利型瓶裝產品的需求增加以及具吸引力的定價（其每毫升價格一般較罐裝產品
▲
低）

所驅動。特別是，特通渠道（包括加油站的便利店）乃為一個重要的經銷渠道且預期將按高

於整體功能飲料市場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中國功能飲料市場高度集中，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五大功能飲料生產商佔據

90.8%市場份額。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達利為中國第三

大功能飲料生產商，市場份額為5.3%。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的消費者調查，以第一提

及品牌知名度及有提示品牌知名度計，達利在所有中國功能飲料品牌當中
▲
排名第二。

中國功能飲料品牌的有提示品牌知名度調查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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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中國功能飲料市場的競爭格局。

功能飲料

排名 公司名稱 市場份額（按二零一四年的零售額計）

1 A 76.4%

2 B 5.7%

3 達利（樂虎） 5.3%

4 C 2.6%

5 D 0.8%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原材料價格

主要原材料

就中國休閒食品及飲料生產商而言，主要原材料為麵粉、棕櫚油及糖。下圖載列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主要原材料的價格走勢。

麵粉價格

棕櫚油價格

糖價格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五年，麵粉價格輕微上漲。與此相
反，棕櫚油的價格自二零一二年起呈下滑趨勢，乃受到上游材料價格不斷下降以及主要替
代產品（如豆油）價格下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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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糖價呈下跌趨勢，是由於中國糖業進行規模升級、政府增

加國家儲備糖數量及增加進口量。二零一四年十月，價格開始回升，乃由於國內糖產量不

足及糖進口配額限制導致供應缺口不斷擴大所致。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麵粉、糖及棕櫚油的平均價格分別

為人民幣3,680元／噸、人民幣5,288元／噸及人民幣5,120元／噸。

主要包裝材料

PET為飲料產品的主要包裝材料。下圖載列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PET價格。

聚酯切片價格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PET價格主要在油價的影響下通常存在波動性，油價決定PET的主要原材料（乙二醇及

精對苯二甲酸）的價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五年，價格整體下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達到

人民幣6,888元／噸。

消費者行為及品牌知名度

我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五日在中國12個城市圍繞功能

飲料這一主題對1,200名受訪者進行街頭訪談及書面採訪（統稱「採訪」）。從選擇功能飲料的

主要標準來看，客戶十分注重功效、口味及品牌。在第一提及品牌知名度、未提示品牌知

名度及有提示品牌知名度方面，樂虎排名第二，僅次於紅牛，但遠超其他競爭對手。從渠

道來看，超市、連鎖便利店仍為人們在城市內購買功能飲料的首選地點。三四線城市的小

賣店亦是值得一提的重要渠道。對於景區、校園、酒吧、車站及機場等部分特通渠道，雖

然其得票率不高，但仍為具備良好潛力的新興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