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奶茶行业背景

近年来，奶茶摇身一变成为现代餐饮的“流量担当”，年轻一族的“精

神鸦片”。线上线下随时随地顺手买一杯奶茶捧在手心，已经成为大

部分人的生活习惯。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餐饮行业收入持续增长，2018 年

全国餐饮业营业额已达 5622.9 亿元，近 10 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

12.18%，且有逐年攀升的趋势，餐饮市场的持续繁荣带动了现制奶茶

行业的发展。



据相关调查显示：约 76.1%的消费者每月会在现制奶茶上进行 1-5 次

消费，14.2%的消费者会进行 6-10 次消费，还有 9.7%的消费者会进

行 10次以上的消费，消费者的月平均消费奶茶达到 4.1 杯。

从性别结构上看，我国目前现制奶茶消费者的女性占比明显高于男

性。女性消费者占比高达 70%，不难看出，目前各大茶饮品牌的产品

策略和营销策略也明显向女性倾斜，奶茶的包装也更加偏向女性喜爱

的色彩搭配和风格设计。



而我国现制奶茶消费者中，约有 43.4%的人群月收入处于 2000 元以

下，这部分多为在校学生等无收入或低收入人群，仅有 14.4%的消费

者月收入超过 5000，均价 15 元/杯的现制奶茶对它的消费者来说可

谓“轻奢”。

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面对任何一类零食时，可做选择的品牌越来越多，

除了一系列经典主流品牌之外，同时不断有新的“网红品牌”涌现。

消费者为了尝试新的口味，“网红奶茶”逐渐成为“吃货”的打卡项

目。

2020 年 5 月，町芒研究院针对消费者“奶茶选购动机”以及“购买

偏好”，进行了专项在线问卷调查。



町芒研究院调研结果显示，因为“喜欢喝，没事来一杯”而购买现制

奶茶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 54%，约有 14%的消费者购买现制奶茶

是为了“和同事拼单”，而 20%的消费者是为了“网红店打卡，或者

是新口味尝鲜”，还有 8%的消费者喝奶茶是为了“提神醒脑”，同

时还有一部分人，点一杯奶茶仅仅只是为了“晒”朋友圈。

由此可见，现制奶茶已不仅仅只是一种饮品，同时还具备功能属性和

社交属性。

町芒研究院调研结果显示，仅有 26%的消费者会选择“标准糖”，而

74%的消费者会选择“半糖/少糖/无糖”。

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奶茶存在的高糖高热量问

题，同时对于现制奶茶低糖需求也日益突出，现制奶茶亟需向日常化、

健康化的方向发展。

在调研过程中町芒研究院还发现，消费者在选购奶茶时，由于缺乏核



心判断力，对奶茶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在选择奶茶时，也只是盲目

跟风打卡或者仅仅只是“喜欢某一款的口味”。

2 町芒研究院奶茶评测

为了解决消费者的选择困难，帮助消费者选择安全营养的高品质产

品，町芒研究院连续两年(2019-2020年)对市售奶茶进行了严格评测。

每一个评测产品至少筛选、对比上百种同类型产品进行全方位解读，

检测样品送往独立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由第三方检测实验室为町芒研

究院评测产品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最后结合检测报告，町

芒研究院营养学专家、感官评测专家、町芒研究院线上线下体验官从

执行标准（Standard）+品质标准（Quality）+感官标准（Sensory）

三个维度综合评测产品，得出该款产品的最终指数，即町芒优选指数

(DCI)，DCI 数值越高代表综合品质越好（不符合町芒执行标准的产

品，将不参与町芒研究院优选）。

本次现制奶茶评测样本，均为线下市售销量较好线上呼声较高的奶茶

品牌，其中包括近两年排队都要喝的网红产品喜茶、一点点、奈雪の

茶，以及广式奶茶米芝莲和广芳园，还有学生党最爱的蜜雪冰城，COCO

等共计 14 个品牌，分别选择当季热销款的无糖/不另外添加糖及标准

糖产品，检测评测样品量 170 余杯。

町芒研究院对以上奶茶样本进行深度综合评测，最终得出所评测产品



的町芒优选指数（DCI），消费者可根据所需产品的榜单排名情况进

行选择。

3 町芒优选指数（DCI）分析

与市售瓶装奶茶相比，现制奶茶外包装普遍未对产品配料信息、食品

营养标签信息做相关标识，其营养信息不透明的情况相当严重，消费

者难以得知一杯现制奶茶的具体成分，某些品牌的产品宣传标语甚至

还会出现误导消费者的情况。

经町芒研究院检测后，28款现制奶茶最终评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注 ： 1-28 代 表 评 测 奶 茶 品 牌

6.00-9.00 代 表 品 质 评 分

28 款现制奶茶 DCI 指数整体水平较低，仅有 3款产品达到卓越等级，

占比 10%。其中 DCI 最低为 7.1 分，DCI 最高为 8.44 分，平均 DCI 为

7.99 分。而影响奶茶 DCI 整体品质的主要因素为品质评测及感官评

测。



在品质评测环节，市售现制奶茶在营养健康方面普遍存在以下 4种情

况：

(1) 糖含量普遍过高，标称“无糖”、“不另外加糖”奶茶也不例外；

(2) 咖啡因含量过高且未做标识；

(3) 脂肪含量高；

(4) 蛋白质含量低；

3.1 现制奶茶品质评测分析

町芒研究院针对市售奶茶进行评测，其中品质评测环节主要评测维度

为糖、咖啡因、蛋白质和脂肪。而从所有参与评测产品的品质星级来

看，现制奶茶品质星级并不理想，平均星级为 3.5 星（最高星级为 5

星）。

而导致现制奶茶品质星级较低的主要因素就是含糖量普遍较高，咖啡

因含量较高，脂肪含量较高，蛋白质含量较低。

3.1.1 糖含量普遍过高

2019-2020 年町芒研究院所检测的 14个奶茶品牌，以经典款、网红

款、热销款为主，包括“常规糖”、“无糖”、“不另外加糖”三种

加糖方式，对奶茶进行总糖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町芒研究院将所有奶茶统一按照 500g 来换算，同时

以太古方糖（4.5g/块，按含糖量 100%计算）作对比，可以更直观的

看到市售现制奶茶的含糖量情况。

备 注 ： 奶 茶 总 糖 含 量 以 还 原 糖 、 蔗 糖 两 项 检 测 结 果 为 计 。

2019 年町芒研究院所评测现制奶茶，所送检的 9个品牌 50 余杯现制

奶茶产品中，最低含糖量为 8.5g/杯（相当于 1.9 块方糖），最高含

糖量为 58g/杯（相当于 12.9 块方糖），平均每杯奶茶含糖量为 17g/

杯（相当于 3.8 块方糖）。

备 注 ： 奶 茶 总 糖 含 量 以 还 原 糖 、 蔗 糖 两 项 检 测 结 果 为 计 。



2020 年町芒研究院所评测的 14个品牌 70 余杯现制奶茶产品中，最

低含糖量为 2.2g/杯（相当于 0.5 块方糖），最高含糖量为 48g/杯（相

当于 10.7 块方糖），平均每杯奶茶含糖量为 23g/杯（相当于 5.2 块

方糖）。

对于大多数人都愿意喝的“标准糖”“常规糖”来讲，最低含糖量为

9.5g/杯，最高含糖量为 58g/杯，平均每杯含糖量为 33.6g/杯，相当

于 7.5 块太古方糖。



另外町芒研究院针对每款品牌标称“无糖”或“不另外添加糖”现制

奶茶进行检测，该部分产品最低含糖量为 2.2g/杯，最高含糖量为

45.5g/杯，平均每杯含糖量为 13.41g/杯，相当于 3块太古方糖。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现制饮品的无糖标准，我们按照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中，对无糖食品的规定为碳水化合物（糖）不得超过

0.5g/100mL，将 46 款奶茶统一按密度约为 1 进行折算，并忽略各款

奶茶密度不一情况，进行对比后发现：

16款标识为“无糖”“不另外添加糖”的现制奶茶，仅有 1款满足

相关无糖标准要求；

市售现制奶茶品牌中 24%的产品所标称的“无糖”，其实在含糖量上

与正常加糖并无区别。

(图 片 来 源 《 GB 28050-2011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预 包 装 食 品 营

养 标 签 通 则 》 截 图 )



目前大部分现制奶茶品牌并不会在产品外包装上标明实际含糖量，这

就容易导致糖尿病人等特殊人群误购误饮。而这种无糖奶茶都含糖的

现象非常普遍，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仅有预包装食品的无糖标准，而

没有现制饮品的无糖标准。至于现制奶茶是否属于预包装食品，目前

并没有相关的标准规定。

此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控制添加糖的摄入

量，每天摄入不超过 50g，最好控制在 25g 以下”，糖类食物摄入过

多，容易引起身体肥胖，皮肤衰老，增加心脏负担，还会使胰脏超负

荷工作，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胰岛功能衰竭引起糖尿病；如果是孕妇，

糖摄入过多可能引起胎儿过度发育、胎儿畸形等不良后果。

3.1.2 咖啡因含量过高且未做标识

町芒研究院将所有奶茶统一按照 500g 来换算，根据 2019-2020 年检

测的咖啡因实测值发现，46款样品中咖啡因含量平均为 125mg/杯，

超过 200mg/杯的样品有 13款，占比高达 28.26%，其中，咖啡因含量

最高为 311mg/杯，超过单日推荐摄入量的 50%以上。



通过对比咖啡因检测结果后发现，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市面上销

量最好的现制市售奶茶，咖啡因含量普遍升高。

注 ： 按 照 一 杯 奶 茶 500g， 一 罐 红 牛 含 咖 啡 因 50mg 做 对 比 ， 商 家

建 议 每 日 红 牛 的 使 用 量 为 2 罐 。

2019 年 18 款奶茶中咖啡因含量最低的是 7.3mg/杯，相当于 0.1 杯红

牛；含量最高的是 242mg/杯，相当于 4.8 杯红牛；咖啡因含量平均

是 93.1mg/杯，相当于 1.9 杯红牛。

2020 年 28 款奶茶中含量最低的是 14.1mg/杯，相当于 0.3 杯红牛；



含量最高的是 311mg/杯，相当于 6.3 杯红牛；咖啡因含量平均是

141.5mg/杯，相当于 2.8 杯红牛。

按照一杯 500g 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来看，2019 年 22%的产品单杯

中的咖啡因含量，都超过了欧盟给出的健康成人单次不超过 200mg 摄

入量的参考限值；2020 年 60%的产品单杯中的咖啡因含量超过了该参

考限值。

2015 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食品中咖啡因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并给

出了不同人群咖啡因摄入量参考标准，这也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认可

的咖啡因摄入量标准。其中对健康成人建议摄入量为单次摄入 200mg

以下。

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引发心律加快，高血压及焦虑等症状，现制奶茶

中高咖啡因含量对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具有潜在危险，而市售现

制奶茶并未对这一现象进行明显标识，町芒研究院建议摄入量每公斤

体重最好不超过 3mg。



另外，奶茶受原料种类和现制工艺的影响，咖啡因含量可能会很高，

儿童、孕妇、高血压或者心脏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尤其应避免过量饮用。

3.1.3 蛋白质含量低

蛋白质作为反映奶源品质的指标，在国标 GB/T21733-2008《茶饮料》

中，对预包装食品调味茶饮料中的奶茶饮料这一类型，规定其蛋白质

含量应≥0.5%。

而町芒研究院所检测的现制奶茶中，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低于 0.5%的

有 25 款，这一比例高达 54%。



町芒研究院做检测的 46款现制奶茶的平均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为

0.77g/100g，其中最低的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为 0.22g/100g，最高的

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也仅为 2g/100g。

检测的 46 款奶茶中，63%的奶茶蛋白质含量实测值低于 0.7g/100g，

甚至达不到乳酸菌饮料对蛋白质的含量要求。

（ 图 片 来 源 《 GB/T 21732-2008 含 乳 饮 料 》 标 准 截 图 ）



而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标称为广芳园无糖奶茶，蛋白质实测仅为 2.0

g/100g，远低于鲜牛奶/纯牛奶国标要求。

（ 图 片 来 源 《 GB 25190-2010》 标 准 截 图 ）

总之，街头现制现售奶茶蛋白质含量较低，奶茶≠奶+茶，如果想喝

健康饮品，町芒研究院建议自制奶茶，即红茶+奶，不加糖或少加糖。

3.1.4 脂肪含量过高

现制奶茶低蛋白质含量的背后，是“奶精”的滥用。奶精学名“植脂

末”，是以精制植物油或氢化植物油、酪蛋白等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

速溶性好，可以通过香精调味而形成近似牛奶的风味，因为大量应用

于现制奶茶行业当中。

然而受原料限制，植脂末中的脂肪含量一直居高不下，经检测 46件



样品中平均脂肪含量为 2.6g/100g，其中含量最高的高达

8.07g/100g，按每杯奶茶 500g 计，单杯脂肪含量最高可达 40.3g/杯。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人体每天正常的脂肪摄入

量不超过 60g，一杯奶茶就占去了一半，这在饮食结构中是非常不合

理的，过多的脂肪摄入不仅会导致肥胖，并且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严

重的损害，过多的脂肪将沉积在血管壁上，久而久之使血管弹性减弱、

血管变窄、甚至阻塞，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甚至梗死等症状。

3.2 现制奶茶感官评测分析

町芒研究院从专业角度及消费者角度两方面，对现制奶茶的感官品质

进行全方位解读，聘请了数十位专业感官评测师、二十位优秀感官评

测师及上百位线下体验官，对町芒研究院评测的奶茶进行感官评测。

町芒研究院从产品色泽、质地、香气、滋味及口感等多维度对现制奶



茶进行解读。感官评分大于等于 3 星以上的现制奶茶占 35.7%，低于

3星的产品占 64.3%。

根据感官评测结果分析，感官评分较高的现制奶茶含糖量平均约为 6

块方糖，而含糖量较高（高达 10块+方糖）的奶茶和含糖量较低（低

于 3块方糖）的奶茶，在感官评测环节分值并不理想。同时感官分值

较高的奶茶有一共性，就是包装更精致，茶味相对浓郁，奶味相对醇

正，回味会有余香，不苦不涩且甜度适口。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者对于现制饮品口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挑剔，过甜的饮品并不会讨好消费者，而真正做到无糖没有任

何甜味的奶茶，消费者也并不能完全接受。同时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

一些品牌标称的“无糖”其实含糖量并不低。所谓的“无糖”，只是

商家在满足消费者“无糖要求”的基础上，同时满足其口味的要求。

4 结论



对于消费者来说，永远都可以看到奶茶店里，貌似透明的制作过程，

但却并不知道，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杯

奶茶上有任何标签告诉消费者，这杯奶茶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量。

现制奶茶在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加多少糖本身并不违法，但是消

费者有权利知道，究竟加了多少糖，或者说，明明标示”无糖”，实

则糖含量高的离谱，这就是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进而剥夺了消费

者的选择权。一些商家甚至开始玩起了文字游戏，不再标注“无糖”，

而是改为“不另外加糖”或者“不加糖”，这对于那些不懂现制奶茶

“游戏规则”的消费者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选择的难度。因为对于

一些特殊人群，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那些自认为无糖或

少糖的奶茶，不管是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角度出发，特殊人群都无法

承受如此高的糖、脂肪、咖啡因。

据了解，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针对现制现售奶茶质量管理的标准，

也使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仍处于空白阶段。行业标准的缺失，造成了

奶茶产品品质标准下行，对青年人及未成年人的健康带来隐患。町芒

研究院认为，出台管理标准，进行规范管理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町芒研究院通过评测及大数据研判，持续观察奶茶

行业 2019 年 -2020 年发展状况，以及因此带来的消费

者心智及消费选择的变化。运用大数据和町芒优选指

数(DCI)发布，基本涵盖了市售奶茶所有品牌及类目，

为更多消费者提供品质选择依据。通过数据研究透析



产业未来趋势，赋能行业和品牌发展，帮助消费者进

行理性选择，促进市场良性循环，从而带动茶饮行业

更好的发展前景。

町芒研究院 2020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