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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中国与日本在民族文化、消费观念等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且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各个阶段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有很好的指引，日本的收入水平、人口结构等发展进程与中国有很强的相似性，使得其经验可被很好地被中国借鉴。所以我

们对日本食品饮料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模式做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并希望通过对日本的研究，能找到未来中国食品饮料消费

的发展方向。 

日本研究分为几个方面，本报告是总述部分，后续我们将推出日本白酒、调味品、乳制品等细分市场研究。 

在研究了日本消费模式和消费支出变化之后，我们发现在日本消费支出中，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最关键

的两个因素，即当日本人口在 90 年代基本见顶之后，很多消费品的消费量也在 90 年代前后见顶，譬如啤酒、饮料、调味品

等，消费总量分别在 90 年代前后见顶，此后行业的发展更多的来自于消费升级的推动。另一方面日本家庭收入的变化，对消

费支出也带来较大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升直接推动了油脂、肉类、加工食品和外出饮食消费的增长，同时财富结构直接决

定了譬如白酒等可选消费的消费结构。 

中国当前国民收入增长但人口结构初现老龄化的背景下，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国内消费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我们判断未来中国食品饮料消费大概会有这样几个方向变化：首先以年轻人消费为主的饮料、啤酒等商品，会出现消费

量的下降，消费升级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女性外出打工比例的提高，外出就餐、

外卖饮食、家庭端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会持续增加，国内未来家庭端加工食品的比例会逐渐提高，预制菜赛道将蓬勃发展。第

三，饮食健康化、功能化成为未来发展方向。第四，“性价比”会成为消费最大流量产品。第五是单身经济带来新的消费机会。 

 

投资策略：把握食品饮料消费升级主线。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疫情对消费产生重大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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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的观点 

中国与日本在民族文化、消费观念等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且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各个阶段对中

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很好的指引，日本的收入水平、人口结构等发展进程与中国有很强的相似性，使得其经验

可被很好地被中国借鉴。所以我们对日本食品饮料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模式做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并希望通

过对日本的研究，能找到未来中国食品饮料消费的发展方向。 

日本研究分为几个方面，本报告是总述部分，后续我们将推出日本白酒、调味品、乳制品等细分市场研

究。 

在研究了日本消费模式和消费支出变化之后，我们发现在日本消费支出中，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是影响

消费支出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即当日本人口在 90 年代基本见顶之后，很多消费品的消费量也在 90 年代前后

见顶，譬如啤酒、饮料、调味品等，消费总量分别在 90 年代前后见顶，此后行业的发展更多的来自于消费

升级的推动。 

    另一方面日本家庭收入的变化，对消费支出也带来较大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升直接推动了油脂、肉类、

加工食品和外出饮食消费的增长，同时财富结构直接决定了譬如白酒等可选消费的消费结构。 

对比中国，中日两国都经历过长达 10 年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GDP 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10% 左右。

日本从 50 年代进入高速增长期，1968 年超越德国之后一直稳坐 GDP 世界第二的席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日本也经历过美日贸易战等经济摩擦，经历过 80 年代资产泡沫。中国当前国民收入增长但人口结构初现老

龄化的背景下，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国内消费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

题。 

我们判断未来中国食品饮料消费大概会有这样几个方向变化：首先以年轻人消费为主的饮料、啤酒等商

品，会出现消费量的下降，消费升级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女性

外出打工比例的提高，外出就餐、外卖饮食、家庭端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会持续增加，国内未来家庭端加工食

品的比例会逐渐提高，预制菜赛道将蓬勃发展。第三，饮食健康化、功能化成为未来发展方向。第四，“性

价比”会成为消费最大流量产品。第五是单身经济带来新的消费机会。 

 

二、日本消费趋势研究 

2.1 日本消费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日本 GDP、物价指数、失业率、通胀率、利率、固定资产投资、出生率、房地产、劳动

力人数同日本社会消费零售商品消费量的关系，发现日本人口出生率、劳动力人数和失业率同日本消费相关

性更高，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是影响日本消费的两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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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日本主要经济指标相关性分析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日本人口结构演变 

日本人口数量在 90 年代基本见顶，2009 年以后出现总人口萎缩。1960-1976 年，日本人口增速波动较

大，但总体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1960-1975 年每 5 年的人口快速增长，平均人口增速均在 1%以

上，1971 年人口增速达到顶峰（2.22%），随后日本人口增速下滑。至 90 年代，日本人口基本见顶处于停滞

增长状态，在 2009 年人口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而总人口也开始萎缩，日本总人口从 2008 年的 12808.4 万

人降至 2018 年的 12644.3 万人。图 

表 2 65 岁以上成人 人 口占比上升 

图表  2  1960-2018 年日本总人口与人口增速 图 3：65 岁以上成人人口占比上升 

 
 

资料来源：e-Stat（日本官方统计门户网站），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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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按照国际惯例，将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总人口比重 15%以上作为人口老龄化国家

的标致，日本65岁以上成人占比从1997年开始达到15%以上的占比，至2020年65岁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8.4%。  

从人口结构看，15-30 岁的年轻人口在 1994 年达到顶峰，随后逐年下降，到 2020 年年轻人口较 1994 年

下降了 33.1%。30-60 岁的中年人口数量从 80 年代中期到 2006 年基本保持稳定，直到 2006 年以后，人口总

规模才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则一直保持上升，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 

图表  3 人口结构占比  

图 4:人口结构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出生率看，日本新生儿出生率直线下降，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率）从 1971 年的 2.16 降低到 2005

年的 1.26。在 2020 年这一年中，日本人的新生儿总数为 84 万 3321 人，刷新了自 1979 年有该项调查以来的

最低值。在日本全国 1741 个市区町村中，有 3 地的出生人数为零。 

 日本总生育率  

图 5：日本人口出生率降低                        图 6：日本总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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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2.3 日本消费品消费量随人口下降而下降 

在研究日本消费结构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食品饮料子行业消费量都在 90 年代见顶，这一变化趋势基

本与人口见顶的时间点一致，即人口总量的变化对食品饮料消费总量的变化影响较为明显。 

图表  4 日本酱油消费量变化罐装肉的消费量变化  

图 7：日本酱油消费量变化  图 8：日本罐装肉的消费量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消费量变化  

图表  5 日本液奶消费量变化 

图 9：日本啤酒消费量变化  图 10：日本液奶消费量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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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单身经济”蓬勃发展 

由于生活成本增加、子女养育成本提升等因素影响，日本成年男女结婚意愿下降明显，2015 年的日本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单人家庭”占比已经达到了 34.6%，超过了“标准家庭（夫妻孩子）”和“夫妻二人家庭”。也

就是说，单身一人成为了日本最普遍的家庭构成。根据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预测， “单身家庭”

预计到 2040 年将升至 40%左右。 

单身家庭直接推升“单身经济”蓬勃发展，消费主体从大家庭变成个人或小家庭，“小量”商品受到欢迎。

过去的日本，一家四口人会开着 SUV 到大卖场一次买齐一个星期的食物用品等。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单身人

依靠便利店生活。单身人群不会去传统的大型超市，他们只会去离家近的小型便利店，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人

用餐，而便利店有许多一人份或小包的食物提供。 

此外，“一人烧烤”、“一人 KTV”、“一人电影院”、“一人健身房”和“一人瑜伽”等一人服务兴起，有人可能

对在异性和陌生人面前激烈运动有抵触感。于是横滨市一家健身房在今年 7 月就推出了这样的服务。与热闹

的健身房不同，客人在单间内可以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一个人酣畅淋漓地锻炼。 

吃穿住行等消费可以一个人轻松地实现，但回到家中还是希望能有人陪伴。因此，宠物经济在日本十分

繁盛，有数据显示日本宠物数量已经超过新生儿数量。 

图表  6 日本人均月收入变化（单位：日元） 

图 11:日本单身情况调查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调查报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2.5 日本财富结构演变 

1、居民收入在 90年代前稳定增长 

日本在 1961～1970 年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

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1.6%和 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

入增长 1 倍；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10 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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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黄金时代，1970 年后日本人均收入仍在快速增长，1970 年日本两人家庭月

收入 112949 日元，至 1997 年日本两人家庭月收入达到 595214 日元，不考虑通胀因素，日本家庭收入在接

近 30 年的时间里翻了 5 倍。 

图表  7 日本人均月收入变化（单位：日元） 

图 12:日本人均月收入变化（单位：日元）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收入结构来看，根据日本国税厅 2020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对私人薪水的调查，2019 年日本人的平均年

薪为 436 万日元。从薪水收入阶层的分布来看，年平均收入 436 万日元（400 万至 500 万日元）的人口约占

劳动人口的 15％。另外，平均年收入在 436 万日元以上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 45.76％。 

从日本劳动人口薪级分布来看，日本大多数员工的年收入在 500 万日元(约 31 万人民币)以下。年收入

在 1000 万至 1500 万元(即 60 万至 95 万元)之间的员工比例为 3.5%，年收入超过 1500 万至 2000 万元(即 95

万至 130 万元)的仅占 0.8%，年收入在 20000 万元以上的员工比例仅 0.5%。 

图表  8 2019 年日本平均工资分布情况 

图表  9 2019 年日本薪级划分（分性别）  

图 13：2019 年日本平均工资分布情况                        图 14：2019 年日本薪级划分（分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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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东兴证券研究所 

 

2、财富掌握在 40岁以上的人手中 

财富角度来看，日本年轻人负债较多，中老年人积累正储蓄。从日本人口的储蓄-负债结构来看，40 岁

以下成年人口处于净负债水平，40-49 岁则基本达到储蓄-负债平衡，50 岁及以上才开始积累正储蓄，且净

资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若消费能力与净资产成正比的话，这部分人口应该具有更高的消费水平。 

对于户主未满 50 岁的家庭，其当前债务金额超过了当前的储蓄金额。从按年龄分组的两人以上家庭储

蓄-负债结构来看，目前每个家庭的储蓄额最低的是 40 岁以下的家庭，最低储蓄额为 691 万日元，而 60 岁

以上的家庭的当前储蓄额超过 2000 万日元。从当前的债务额来看，40 岁以下的家庭的最高债务额为 1341 万

日元，并且当前债务的额度随着年龄组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有债务的家庭在 40 至 49 岁的家庭中比例最高，

为 66.2%，并且随着年龄组的增长，有债务的家庭的比例在 40 岁以上家庭中呈下降趋势。从净储蓄额（即期

储蓄额-当前负债额）来看，50 岁以上各个年龄段家庭当前储蓄额超过了当前债务额，70 岁以上家庭的净储

蓄额最高，为 2183 万日元。另一方面，在 50 岁以下的家庭中，当前债务额超过了当前的储蓄额。 

图表  10 2019 年日本两人以上家庭储蓄-负债结构 

图 15:2019 年日本两人以上家庭储蓄-负债结构 

 

资料来源：日本卫生劳动福利部，东兴证券研究所 

 

2.6 财富结构影响消费结构 

在另一个维度里，消费与财富高度相关，但不同消费弹性不同。在近二十年里，日本社会家庭年平均可

支配收入经历了一个先减后增的 U 型阶段，从 2000 年开始持续下降，直到 2011 年触底反弹。日本家庭净储

蓄率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 U 型阶段，但在 2014 年才达到最低点反弹。消费支出和食品饮料支出同样经历了 U

型阶段，与可支配收入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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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消费支出的弹性较小，还未反弹至原来的水平；而食品饮料消费的弹性更大，已经反弹并超

越了原来的水平。而酒精饮料这类非刚性支出却持续下降，并未随可支配收入的反弹而增加，似乎还受其他

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小 

图表 11 日本家庭食品饮料支出弹性较大 

图 16：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弹性较小                        图 17：日本家庭食品饮料支出弹性较大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日本家庭酒精饮料支出持续下降  

图表  13 日本家庭净储蓄率经历 U 型阶段 

图 18：日本家庭酒精饮料支出持续下降                         图 19：日本家庭净储蓄率经历 U型阶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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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趋势 

3.1 消费变化符合马斯洛需求理论 

      日本整体的消费偏好先后经历大众-个性-理性-简约四大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发展带动家电、汽

车等行业快速崛起，随着高端消费复苏，家居、生鲜、服装、珠宝、化妆品、手机等行业快速发展。商品消

费向精神消费转移，这一趋势符合马斯洛需求理论发展。食品饮料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 1963 年的占比 

38.69%下降到 1996 年的 23.43%，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1996 年以后食品饮料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在

23%-25%之间波动。与食品饮料消费占比相似的是服装支出，从 1963 年以来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而文化

娱乐、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则呈现相反趋势，在消费中的占比逐年上升。这反应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增

加，消费满足层次也逐渐提高。 

 

图表  14 日本消费支出结构变化(1963-2018) 

图 20:日本消费支出结构变化(1963-201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绝对额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日本食品饮料行业经历大发展年代。大规模零售商食品饮料

销售额从 1980 年 3750571 万日元不断提升，至 2017 年已经达到 11641805 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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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日本食品饮料消费结构变化（单位：万日元）  

图 21:日本食品饮料消费结构变化（单位：万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加工食品占比提升 

具体到食品饮料的消费，发现消费结构也发生巨大的改变。1963 年-1985 年消费结构变化可以看到，谷

类消费、乳制品和蛋类在食品饮料消费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肉类消费和肉制品消费比重逐年上升，蔬菜、饮

料、酒类消费占比则较为平稳。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消费结构中，生鲜农贸等原材料消费逐年放缓，而加

工食品、餐饮开始快速增长，即饮食的外部化趋势较为明显。 

图表  16 日本食品消费结构  

图 22:日本食品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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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饮食外部化发展主要有三大驱动因素，一是女性进入社会后家庭料理减少，生鲜农贸逐渐萎靡，冷

冻食品和餐饮规模得到显著增长。二是单身家庭增多，加工食品及外卖兴起。三是农民家庭的减少，城镇化

率提高和农民的饮食生活的变化倾向于自给率降低。这些变化最终导致生鲜农贸向加工食品、餐饮转型，结

构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1、饮食外部化首先表现为餐饮产业规模的持续增长。以 1980 年-1999 年为例，餐饮产业整体的市场规

模在 1980 年至 1990 年的 10 年间增长了 60.54%。虽然餐饮产业进入 90 年代后增速放缓，1990 年至 1999 年

之间只增长 4.66%，但是不影响长期的趋势，饮食外部化程度已由 1963 年的 6.5%增长至 1999 年的 16%。而

日本外卖行业的市场规模从 1975 年的 0.4 万亿增至 2004 年的 5.9 万亿，平均每年增长 10%。餐饮产业规模

变化 

图表  17 日本外出就餐比例  

图 23:日本餐饮产业规模变化 图 24:日本外出就餐比例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2、饮食的外部化还表现为加工食品的增长，加工食品在饮食中的占比从 1975 年的 18%提升至 1995 年

的 47%，在家庭端接近一半的饮食是加工食品。 日本饮食消费变化 

图表  18 日本饮食消费变化（占比） 

图 25:日本饮食消费变化 图 26:日本饮食消费变化（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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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1980 年-1999 年期间，加工类食品中冷冻食品、饮料、面类、调味品分别增长 212%，181%、73%、64%，

为该段时期增速最快品类。把握住机遇的优秀企业如饮料业的三得利、面类日清、调味品行业龟甲万等获得

迅速增长。表 191980-1990 年日本素材类销售下降 

图表  201980-1990 年日本加工类食品销售快速增长 

图 27:1980-1990 年日本素材类销售下降 图 28:1980-1990 年日本加工类食品销售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3.3 消费升级推动行业发展 

推动食品饮料消费的另一大推力就是消费升级。虽然在 90 年代以后，很多观点提出日本出现消费升级

与降级叠加现象，即在 1990-2010 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前 10 年仍保持销售的增长与升级，而后期可选消费

追求性价比，先后并叠加呈现出消费升级与降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消费降级主要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相关，

消费升级一直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比 1965 年、1980 年和 2013 年人们餐桌食品的变化，发现消费有较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一方面是

数量上，油脂、肉类、蔬果的消费量都有所增加，一方面是从结构上，餐桌消费的品类升级较为明显，从较

为单一的粗加工食品，到品类更为丰富的精细加工食物。 

图表  21 日本餐桌消费结构 

图 29:日本餐桌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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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东兴证券研究所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研究所 2015 年对未来 20 年日本食物消费格局变化的一份研究中显示，报告认为未来

饮料、调理类食品、油脂、调味料类食品占食品支出的占比会进一步提升，而肉类、海鲜等产品的占比会进

一步下降。 

图表  22 未来食品支出方向变化 

图 30:未来食品支出方向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日本食品消费升级的方向来看，食品饮料消费需求不断向清淡化、健康化、便捷化的方向发展。譬如

日本啤酒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啤酒--发泡酒--第三啤酒--无酒精啤酒四个阶段，饮料行业也呈现口味清淡化、追

求健康化等发展趋势，饮料行业经历了碳酸饮料→果味饮料→咖啡→茶饮料及矿泉水阶段性增长。调味品也

呈现少盐化发展。食品消费升级更加重视健康，日本乳业发展呈现白奶下滑，具有功能性的酸奶、乳饮料、

乳酸菌等产品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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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食品饮料消费发展借鉴 

4.1 我国收入结构演变 

改革开放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多年维持在10%以上。我国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 GDP 

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收入分配原则，但总体来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

和人均 GDP 保持差距不大的增速上升的。入增速 

图表  23 我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元） 

图 3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图 32：我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元）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财富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在促进中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表现为富裕家庭财富积累快、

总资产占比高。最低 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 2.6%，而总资产最高 20%家庭的总资产占

比为 63.0%，其中最高 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 47.5%。表 24 中国居民家庭总资产分布情况       

图表  25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分布情况  

图 33：中国居民家庭总资产分布情况                        图 34：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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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主力来源是收入，收入水平和结构的优化很大程度可以促进消费发展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2019 年我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达到 27563 元。 

 

4.2 我国即将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口占比提升，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根据我国的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预期

寿命依次为 67.80、68.55、71.40、72.75、74.83和 76.34 岁，人均寿命呈递增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整体

呈下降趋势，除 2016 年开放二胎政策略有回升外，2019 年已下降至 3.35‰的历史低点。 

而老龄人口占比在持续提升，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重由 1990 年的 5.6%，提升至 2019

年的 12.6%。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对应的是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升以及 0-14 岁的青少年人口占比的

降低。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在悲观、中性、乐观的假设下，中国老年人口占比都将在 2035 年前后突破 20%，

未来 15 年是中国人口加速老年化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可对比以日本为代表的的已步入人口

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趋势。 

图表  26 中国人口总量及增速变化 

图 35:中国人口总量及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表  27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图 36: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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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992 年，日本 15-64 岁人口占比重见顶，而在 2010 年，我国这一占比出现拐点。我国 2010 年的 15-64

岁人口占比拐点可对比日本 1992 年的拐点，这一拐点比日本滞后了约 20 年。 

图表  28 中国人口老龄化拐点  

图 37:中国人口老龄化拐点                       图 38:日本人口老龄化拐点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3 我国消费品未来发展几个方向 

    从日本经验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 90 年代比较类似，人口结构也即将进入老龄化，日本

食品饮料消费趋势的变化，对中国消费有较强的指引。预计当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后，消费结构会发

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以年轻人消费为主的饮料、啤酒等商品，会出现消费量的下降，消费升级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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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 我国啤酒行业消费量呈下降趋势 30 我国饮料行业消费量  

图 39：我国啤酒行业消费量呈下降趋势  图 40：我国饮料行业消费量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其次，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女性外出打工比例的提高，外出就餐、外卖饮食、家庭端加工食品的

消费量会持续增加。我们认为国内未来家庭端加工食品的比例会逐渐提高，预制菜赛道将蓬勃发展。表 31 

图表  32 中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 

图 41：日本女性就业占总就业人口比  图 42：中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第三，饮食健康化、功能化是发展的方向。在日本消费结构中，发现清淡化（少盐少糖）、功能化是整

体消费升级的方向。比如日本酱油向低盐有机升级，碳酸饮料消费有所下降但无糖茶饮消费高速增长，功能

性酸奶占据长期增长赛道等。图本功能性酸奶和乳酸菌饮料消费持续增长 

图表  33 日本功能性酸奶和乳酸菌饮料消费持续增长 

图 43: 日本功能性酸奶和乳酸菌饮料消费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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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第四，“性价比”会成为消费的最大流量产品。在日本消费历史中看到，日本在经济繁荣泡沫破灭后，

消费逐渐回归理性，日本人开始不再“炫耀性消费”，因为他们对于拥有物品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无 LOGO

化基本款衣服的热销成为这一点的体现，也正因如此优衣库和无印良品在热本备受喜爱。 

淡化品牌、追求高性价比的消费趋势兴起，催生了堂吉诃德、百元店等新渠道的兴起，百货商超逐渐衰

退。堂吉诃德性价比高、24 小时营业、品类丰富，2007-2018 年营业额 CAGR 为 12.1%。 “更好更便宜”消

费者对于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判断力增强，供应链效率提升使得零售环节缩短，消费品的性价比增高。 

从目前来看中国食品饮料消费也是这样的趋势，拼多多、社区团购等各类缩短供应链的平台下，消费者

对“性价比”越来越看重，“更好更便宜”成为未来占领消费者心智的重要指标。 

 

第五是单身经济带来的消费机会，从 1970 年代起，日本社会个人化的趋势愈发明显，社会发展节奏越

来越快，催生了少量、高频的个人化消费行为。目前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成年人晚婚或不婚主义兴起

的情况，食品小包装化、易购买以及易烹饪化将成为发展方向。 34 日本速冻食品消费规模 

图表  35 国内外卖用户数量 

图 44：日本速冻食品消费规模  图 45：国内外卖用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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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五、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疫情对消费产生重大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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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白酒企业被约谈引发市场走低，维稳出发点利好长期行业发展 2021-08-22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关注下半年原奶供需从紧缺转向紧平衡拐点 2021-08-02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华润啤酒半年报报喜，看好啤酒板块长期发展逻辑 2021-07-27 

行业普通报告 20210720 东兴食饮周报：关注植物蛋白饮料复苏 2021-07-25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报告：行业周观点：白酒板块整体调整，理性看待下半年业绩增速 2021-07-12 

行业普通报告 20210703 东兴食饮周报：补库存周期到来，建议关注调味品板块 2021-07-05 

行业普通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周观点：货币政策渐紧，下半年建议关注必选消费 2021-06-29 

行业深度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报告：“无糖”系列报告（二）：代糖的崛起 2021-06-28 

行业普通报告 20210621 东兴食饮周报：年中策略：坚持看好三条主线 2021-06-22 

行业深度报告 食品饮料行业报告：“无糖”系列报告（一）：无糖饮料的兴起 2021-06-18 

公司普通报告 双汇发展（000895）：看好双汇持续发展，明年盈利继续释放 2020-11-04 

公司深度报告 洋河股份（002304）：改革路径渐清晰，复兴之路重启 2021-02-09 

公司普通报告 伊利股份（600887）：原奶价格上涨催化盈利改善，龙头空间可期 2021-01-14 

公司深度报告 五粮液（000858）：酱香酒热潮下的高端白酒的竞赛 2021-07-23 

公司普通报告 绝味食品（603517）：毛利率提升，疫情后迎来新一轮增长 2021-04-27 

公司普通报告 中宠股份（002891）：主粮销售翻倍增长，自有品牌建设卓有成效 2021-03-31 

公司普通报告 中宠股份（002891）：营收高增盈利翻倍，持续发力自有品牌建设 2020-10-28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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