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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餐饮行业景气指数：
整体持续上升，重点区域之
间正在形成分化



全国：8月全国餐饮景气度持续攀升，
餐饮行业大盘趋稳
指数说明
红餐产业研究院通过大数据抽样分析以及市场调研的方法，采集了全国18个
城市8大品类超过10万家餐饮门店的店均营收以及店均订单量原始数据，并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合成指数法进行指数编制。该指数为综合反映餐饮行
业各地域或各品类所处的状态或发展趋势的一种指标，景气指数低于100表
示其发展处于衰退或者不景气的状态，而高于100则表示其发展处于扩张或
者景气的状态。

全国餐饮行业景气指数
2024年1—8月，我国餐饮行业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整体表现呈现出
复杂性与韧性并存的态势。数据显示，全国餐饮收入在此期间达到34,998亿
元，同比增长6.6%，餐饮消费大盘保持稳定。尽管餐饮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部分上市餐饮企业面临“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但整个行业依然展现出较强
的经济韧性和市场适应能力，维持在一个相对积极的景气区间。

截至2024年8月，全国餐饮景气指数攀升至119.7，较前一期的117.4有所提
升，这标志着餐饮行业整体上处于扩张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 
8月份全国餐饮收入4,351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较上月加快0.3个百分
点，进一步印证了餐饮市场的稳健增长趋势。在此期间，餐饮市场的稳健增
长主要得益于暑期出行热度的显著提升。多地政府与企业紧抓“文旅+餐饮”
和“夜经济”的发展机遇，积极打造多元化的新消费场景，有效促进了餐饮
消费的增长。

4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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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至2024年8月全国餐饮行业景气指数走势图



重点区域：景气指数呈现分化趋势，机
遇与挑战并存
重点区域景气指数
2024年8月，我国餐饮行业呈现区域分化趋势。其中，四川与上海的餐饮行
业景气指数持续上扬，但增速有所减缓；相比之下，广东与北京的景气指数
则呈现下滑态势。

具体而言，四川餐饮市场得益于文旅消费的显著增长，其餐饮景气指数从7
月的98.7持续增长至8月的107.4，环比增长8.9%，增速较上月放缓2.1个百
分点。上海则通过举办“上海之夏”等促消费活动，有效提振了餐饮市场，
景气指数从7月的117.9增长至8月的121.2，环比增长2.7%，增速较上月放
缓2.4个百分点，整体市场呈现企稳态势。

相较之下，广东与北京的8月餐饮景气指数则有所下滑。广东8月的餐饮景气
指数为120.7，环比下降1.9%；北京为129.4，环比下降0.3%。两地的餐饮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新品牌涌现和老品牌转型使得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加
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多重因素也对两地餐饮市场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导致市场表现相对疲软。

5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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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品类：品类景气度增速趋缓，烤串
品类开始承压
重点品类景气指数
2024年8月，中式正餐、火锅与小吃快餐三大餐饮赛道的景气指数持续攀升，
但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之下，烤串品类在经历7月的小高峰后，景气指数开
始呈现下滑态势。

具体而言，中式正餐8月景气指数攀升至143.1，环比增长4.7%，但增速较7
月下降了3.6个百分点。火锅品类则凭借社交餐饮的热门地位，通过产品创
新和口味调整，成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8月景气指数环比增长9.0%，达到
97.4。

小吃快餐品类8月景气指数稳步增至101.5，环比增长3.7%，产品创新、服
务升级及营销策略的多样化进一步推动了其市场渗透率的提升。而烤串品类
8月景气指数略降至152.7，环比下降0.1%，显示出夏季热门美食的地位虽
稳固，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偏好的快速变化，烤串品类也面临着
一定的市场压力。

6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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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上新：
茶饮、面包烘焙、火锅产品
稳步上新，咖饮产品上新开
始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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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饮：奶茶新品数量增速加快，花果融合
成为上新新趋势

2024年9月，在红餐产业研究院监测的连锁茶饮品牌中，有44个连锁茶饮品牌共
推出了179款新品，环比增长14.0%。从产品的细分种类来看，当月茶饮新品涵
盖的种类有水果茶类、奶茶类、轻乳茶/纯茶类、酸奶/奶昔类、咖啡类及其他类。

其中，新品最多的细分种类为水果茶类，9月共推出了61款新品，占茶饮新品的
34.1%，环比下降13.1%。其次，9月奶茶类新品数量增长速度最快，新品数量共
计60款，环比增长51.7%；轻乳茶/纯茶类新品数量为36款，环比增长41.7%。9
月的酸奶/奶昔类的新品数量则相对较少，占比仅为8.4%，咖啡类新品占比不足
2%。

从新品的元素来看，当月茶饮品牌上新的热门元素主要集中在花卉和时令水果上。
各大茶饮品牌纷纷推出融合桂花、茉莉等花卉元素及时令鲜果（如桃子、椰子、
石榴、龙眼、芒果等）的新品，如古茗茶饮推出了龙眼桂花饮、7分甜推出了满杯
馥桂龙眼、1點點推出了15颗龙眼茉莉绿等新品。

此外，芋泥、抹茶等元素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例如，茶百道推出的超厚芋泥奶茶、
超厚芋泥奶绿、超厚芋泥鲜奶等芋泥新品系列，书亦烧仙草推出的中国抹茶•珍珠
牛乳、中国抹茶•厚芋麻薯、抹茶红豆双皮奶等抹茶新品系列。

8

2024年9月部分茶饮品牌产品上新情况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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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饮：品牌上新速度趋缓，新品聚焦时令
元素

2024年9月，在红餐产业研究院监测的连锁咖饮品牌中，有12个连锁咖饮品牌共
推出了49款新品，环比下降16.9%。从产品的细分种类来看，当月咖饮新品涵盖
的种类有拿铁类、非咖啡饮品类、美式/意式浓缩类、冷萃咖啡类4种类型。

其中，拿铁类推出的新品数量最多，9月推出了24款新品，占咖饮品牌新品总量
的49.0%，其次是非咖啡饮品类新品，该类别在9月共推出了16款新品，占新品
总数的32.7%。还有美式/意式浓缩类，推出了6款，占新品总数的12.2%，冷萃
咖啡类新品相对较少，占比不足7%。

从当月上新的咖啡产品中可以看出，上新的咖啡产品大部分聚焦在桂花、酒酿、
雪梨、龙眼等时令元素上。比如，邮局咖啡推出了桂花酒酿拿铁和富桂拿铁、库
迪咖啡推出了富桂酒酿米乳拿铁、NOWWA挪瓦咖啡推出了秋月梨茶拿铁等新品。

9

2024年9月部分咖饮品牌产品上新情况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9月30日



面包烘焙：上新数量与8月持平，中秋节
后中式糕点热度有所下降

2024年9月，在红餐产业研究院监测的面包烘焙品牌中，有16个连锁面包烘焙品
牌共推出了77款新品，与8月持平。从新品的细分种类来看，当月面包烘焙新品
涵盖的种类较丰富，有蛋糕类、面包类、中式糕点类、蛋挞类、饼干类、布蕾类、
泡芙类、月饼类、小贝类等10种类型。

其中，蛋糕类推出的新品数量最多，9月推出了30款，占面包烘焙新品总量的
39.0%，环比增长66.7%。其次是面包类，其新品数量相较8月有所增加，共上架
15款新品，占新品总数的19.5%。中式糕点类新品数量较上月有所减少，占新品
总数的14.2%。除此之外，蛋挞、饼干、布蕾和泡芙类等上新数量相对较少，占
比均不足10%。

在9月的面包烘焙新品元素中，乳酪和芝士成为最热门元素。此外，时令水果也
有一定的热度，例如，美心西饼推出Emo奇双莓蛋糕、Emo奇芒果蛋糕、吃瓜星
球蜜瓜慕斯蛋糕、超芒星球芒果慕斯蛋糕、莓好星球草莓慕斯蛋糕等新品；
KUMO KUMO推出了沁爽青柠奶冻芝士布蕾、多肉葡萄奶冻芝士布蕾等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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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部分面包烘焙品牌产品上新情况

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9月30日



火锅：产品上新速度企稳，新品聚焦火锅
配菜、锅底、特色小吃三大类

2024年9月，在红餐产业研究院监测的火锅品牌中，有9个连锁火锅品牌共推出了
20款新品，较上月的火锅新品数量增加了17.6%。从新品的细分种类来看，当月
火锅新品涵盖的种类有火锅配菜、锅底、特色小吃、饮品和特色菜品。

其中，火锅配菜的新品数量最多，共9款，占火锅新品总数的45.0%。比如海底捞
推出了呼伦贝尔草原肥牛卷、呼伦贝尔虫草花肥牛卷等新品；怂火锅推出了嫩滑
黑鱼片、四川三青青笋、云南牛奶甜玉米等新品。

其次，锅底和特色小吃的新品数量也较多，占比均为20.0%。比如，巴奴毛肚火
锅推出了黄柿子酸汤锅底；珮姐重庆火锅推出了菌汤鸳鸯锅锅底；怂火锅推出了
炸包浆豆腐、香炸小肠等特色小吃。

11

2024年9月部分火锅品牌产品上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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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9月30日



开店情况：
国内品牌扩张势头不减，海
外品牌持续入驻中国市场

03



2024年9月，不少国内餐饮品牌仍在积极扩张，不断开拓市场，同时也有部分海
外品牌进驻中国。

国内品牌具体拓店情况如下：

l 9月6日，7分甜首家“杨枝甘露专门店”在上海长宁龙之梦开业，仅售3款
15~20元的杨枝甘露产品。据了解，7分甜的杨枝甘露专门店强调“新鲜与手
作”的理念，采用明档吧台，在顾客面前现切现做。

l 9月9日，海底捞旗下烤肉品牌焰请烤肉铺子在杭州开设了首家门店。据了解，
焰请烤肉铺子是海底捞内部创业孵化的时尚烤肉品牌，致力于打造年轻人喜
爱的烤肉品牌，目前该品牌已在西安、义乌、南京、杭州等城市开出了门店。

l 9月13日，珮姐重庆火锅深圳首家社区店——八卦岭社区店正式试营业。该店
主打非遗传承的火锅锅底，搭配特色小土碗盛装食材。该店开业标志着珮姐
在深圳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l 9月15日，纽约贝果博物馆北京首店在北京国贸商城开业。据了解，该品牌旨
在打造美国博物馆风格的贝果坊，店内精选美国红磨坊面粉和日本鸟越哥磨
面粉制作贝果，主推贝果三明治和贝果系列。

l 9月15日，费大厨西安首店开业。据悉，该店试营业四天就登上了西安湘菜热
门榜第一。红餐大数据显示，费大厨辣椒炒肉2003年创建于湖南，目前其直
营门店数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以及湖南等区域。

l 9月19日，中式快餐连锁品牌老乡鸡首家校园店在武汉大学开业，标志着其正
式进军高校市场。老乡鸡方面表示，未来还会开设更多校园店。此外，据紫
燕食品紫燕百味鸡消息，紫燕百味鸡近期也在积极推进“大学城区域扩张计
划”，并计划连续开设20家新店。

l 9月28日，“爷爷不泡茶”北京首店在朝阳大悦城开业。之后，爷爷不泡茶首
批共10家门店将陆续在北京各大核心商圈开业。据悉，该品牌是来自武汉的
新中式香片茶饮品牌，目前门店遍布江苏、江西、湖南、浙江、山东等多个
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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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店情况：国内品牌扩张势头不减，海
外品牌持续入驻中国市场



l 9月28日，苏州首批3家茶颜悦色正式开业。据悉，苏州首批开业的3家门店
分别位于姑苏区观前街、仁恒仓街和园区星悦汇。店内除了经典茶饮作品，
还带来了品类丰富的周边产品，包括茶叶、茶具和其他文创周边等。

l 9月28日，霸王茶姬在香港九龙核心商场K11开设了首家门店，店内推出6款
产品，包括伯牙绝弦、万里木兰等，售价在28~34港元(约合人民币25~30元)，
略高于内地水平，其余产品将陆续上线。

国际品牌具体拓店情况如下：

l 9月2日，华南必胜客第500家店在广州荔湾区1906科技园扬韬广场隆重开业。
据了解，该餐厅是华南首家城市露营风主题餐厅，并与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
学研究院合作，共同创建了“必胜芳香花园”。

l 9月21日，荣获“日本汉堡锦标赛2022冠军”的东京汉堡品牌SHOGUN 
BURGER中国首店在上海西岸中环开业。据了解，该店融合了日式时尚街头文
化与汉堡文化，主打以板前料理方式手作的和牛汉堡。目前该品牌在日本拥
有18家门店，2023年进军全球市场，上海首店成为其全球第19家门店。

l 9月22日，来自日本京都的双冠军咖啡Unir SPECIALTY COFFEE中国首店在上
海西岸中环正式启幕。作为精品咖啡品牌，Unir以其独特的咖啡豆烘焙技术
和发酵方法闻名。据了解，门店装修风格偏日系风，饮品主要有意式咖啡、
单品咖啡、特调饮品等，人均消费约为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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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品牌持续入驻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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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上市：9月餐饮领域融资事件数增
加，IPO新动向较少
9月，餐饮领域融资事件总数有所增加，但餐饮领域上下游相关企业或品牌传
出的IPO新动向相对较少。

融资方面，9月录得融资事件数9起，披露融资金额超8千万元。从细分领域来
看，9月获得融资的品牌或企业主要来自食材供应链、餐饮服务商、调味料和
餐饮品牌4个领域，其中餐饮品牌融资事件共3起。在餐饮品牌融资动态中，
2024年9月获得融资的餐饮品牌分别聚焦于中式正餐、小吃快餐及饮品赛道。

另外，从融资轮次看，9月餐饮相关领域的融资主要发生在天使轮和A轮。披露
融资金额方面，9月餐饮相关领域的融资事件中，披露融资金额主要以千万元
为主。

2024年9月全国餐饮领域融资情况

注：如有信息遗漏或信息错误，欢迎勘误
资料来源：企查查、红餐大数据，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9月30日

品牌名称 类别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合一食品 食材供应链 A轮 近1,000万加元（约
合5,000万元人民币）

凯尔特亚洲创投、
     红河投资公司

姜小溪蘭州牛肉面 餐饮品牌 A轮 1,200万元人民币 森领机构

稻黍稷餐饮 餐饮服务商 天使轮 未披露 内向基金

麦联谷食品 餐饮服务商 A轮 未披露 晟道投资

谷多餐饮 餐饮服务商 天使轮 未披露 晟道投资

泽昇餐饮 餐饮服务商 天使轮 2,580万元人民币 未披露

二和嫁嫁 调味料 A轮 未披露 江夏科投

眉州东坡 餐饮品牌 天使轮 未披露 黑峪投资

NOWWA挪瓦咖啡 餐饮品牌 B++轮 未披露 甬山天玑、盛景嘉成
母基金、源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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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餐产业研究院综合各个信息渠道，整理出2024年9月值得关注的餐企动向以及行
业大事件，详情如下：

l 9月2日，墨茉点心局在公众号宣布，联手自然造物开出新地标「地道长沙民艺
馆」。据悉，该店是以湖湘文化为主题的非遗生活空间，设有点心区、民艺好
礼区、民艺体验区和沉浸式戏台，用于展示丰富多彩的长沙非遗和民间手艺。

l 9月3日，沪上阿姨的咖啡品牌“沪咖”将正式独立运营并开放加盟，定价区间
为10~15元，略低于主品牌沪上阿姨。随着沪咖独立，沪上阿姨旗下饮品品牌
将增至3个，进一步丰富其市场布局。

l 9月3日，2025成都米其林指南发布，这是米其林指南进驻成都的第四年。
2025成都米其林指南共73家餐厅上榜，含2家二星、11家一星、23家必比登及
37家入选餐厅。其中，谧寻茶室荣获米其林绿星殊荣，彰显环保餐饮新风尚。
此外，榜单还新增了5家必比登推介与5家特色入选餐厅。

l 9月4日，吉林麦当劳与吉林省商务厅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三年将在吉
林省新开100家餐厅，总投资额达10亿元。据悉，自1999年首店入驻长春以来，
麦当劳已拓展至吉林省内16个城市，年服务顾客超千万人次。预计到2027年底
，全省麦当劳餐厅总数将突破170家。

l 9月6日，霸王茶姬宣布其“无声门店”进行全面升级，门店增设盲文标识、手
写板、轮椅通道等无障碍设施，并强化手语服务培训，旨在为听障员工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对包括视力障碍及行动障碍顾客在内的多
元化群体的服务能力。目前，升级后的“无声门店”已在上海、广州开业，并
将继续在全国其他城市推广。

l 9月8日，茶百道最新门店补贴计划显示，茶百道将继续以物料补贴形式重点扶
持位于核心商圈、区域商圈及旅游景点等优质地段的加盟门店，补贴力度最高
可达门店当月原物料进货金额的15%，该政策将持续执行至2024年年底。

l 9月9日，饿了么推出“学生版”App，为包括“清北复交”在内的全国5,000
余所高等院校的学生提供配送入校、宿舍直送、校园食堂外卖等特色服务。饿
了么方面强调，此举旨在通过提供定制化服务及多项学生专属优惠，如“超级
吃货卡”券包、开学限时红包等，进一步优化学生用户的外卖和零售消费体验。

餐企大动作与行业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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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月11日，星巴克中国进军茶饮赛道，小程序上线了“茶开朵朵”3款饮品，包
括一款牛乳茶与两款茶拿铁。作为“专星送”时空系列新品，饮品内置茶包，
通过精准的时间控制实现沿途浸泡，不仅符合外卖的送达规律，也是在迎合中
国消费者“茶需现泡”的消费心理。

l 9月12日，小龙坎宣布正式启动“913牛肉节，全场牛肉9块9”的活动，并在
抖音、美团、大众点评等多个平台推出优惠套餐。据悉，小龙坎自2014年成立
后迅速扩张，红餐大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门店数有500多家。

l 9月11日，湖北周黑鸭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5亿人民币增至约3.64亿人
民币，增幅约142.67%。据悉，该企业成立于2015年7月，业务范围包括食品
技术研发、调料研发、散装及预包装食品批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周
黑鸭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l 9月14日，2024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发布了《2024北京餐饮业观察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北京市2024年上半年餐饮业注册量缩减至
4,842家，同比减少15.67%，平均每天新开餐厅数量约为26.5家，小吃快餐、
饮品及火锅类门店数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l 9月19日，必胜客与美团无人机正式携手合作，在深圳地区启动无人机配送服
务，打造首个“上天的披萨”品牌，初期试点覆盖深圳海雅缤纷城店与壹城中
心店，主打6寸及9寸经典披萨，并推出定制化单人及多人套餐。

l 9月21日，国际食品商亿滋国际宣布将大幅追加对中国烘焙食品制造商恩喜村
（上海）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恩喜村”）的股权投资，重点增加冷冻烘焙食
品品类的投资。据悉，双方此前已合作开发、生产、营销“奥利奥”和“菲力”
等品牌冷冻烘焙食品。

l 9月20日，霸王茶姬成为2024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合作伙伴，首开现制茶饮品
牌与中网合作先河。双方将共同推广网球运动，传递健康茶饮新理念。据悉，
此前霸王茶姬于同年4月宣布中国网球运动员郑钦文成为其品牌健康大使，并
在中网期间和国家网球中心设主题快闪店，同时在北京多家门店设“友间网球
场”互动空间。

l 9月22日，卤味品牌绝味食品在长沙部分门店上线奶茶业务，并推出11.9元三
杯奶茶的特惠活动。据悉，此举旨在采取市场多元化策略寻求新的增长点，目
前，长沙地区仅少数门店上线该业务。

餐企大动作与行业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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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月23-26日，第四届中国餐饮品牌节在广州举行，超万名专业观众到场。中国
餐饮品牌节以“聚力·共好”为主题，汇聚130余位行业大咖，通过56场专业演
讲、12场圆桌对话及辩论赛，以及6大专题论坛，深度探讨餐饮行业发展。期
间，第六届中国餐饮红鹰奖与2024年度餐饮红人榜揭晓，共400个餐饮品牌与
92位行业红人获奖。同时还发布了5份行业研究报告，并特设6场聚焦餐饮产业
趋势的沙龙及发布会。此外，“2024HCC餐博会”上，有31省市及境外专业观
众到场，超百家展商参展，推动餐饮品牌深度合作与行业健康发展。

l 9月26日，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61.51元/公斤，
连续11个月下跌至近5年最低，活牛价格也跌至近10年最低。面对牛肉价格低
位运行及肉牛养殖效益大幅下滑的现状，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加速制定并实施专
项纾困政策措施。

l 9月28日，超市发在玉泉路和华光商厦同时开出海淀食堂。据了解，超市发依
托自身店铺位置与资源优势，创新融合“超市购物+海淀食堂+便民服务”模式，
旨在为海淀百姓提供一日三餐及生活食材的全方位服务升级，打造“全龄友好”
助餐服务体系。

餐企大动作与行业大事件



关于我们
红餐产业研究院

红餐产业研究院隶属于红餐网，是国内首个专注餐饮产业发展的研究机构。红餐
产业研究院聚集了产业大数据、专业研究团队、产业专家智库、产业核心媒体等
资源，秉持专业、严谨、客观的原则，为餐饮企业、供应链企业、投资机构和政
府组织等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推动餐饮品牌建设、餐饮产业升级迭代，
助力产业实现高速发展。红餐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包括行业报告、案例研究、
专业榜单等多种形态。其中，每年发布的年度《中国餐饮发展报告》、餐饮行业
“红鹰奖”榜单和产业“红牛奖”榜单，及各类产业深度报告，在业内产生巨大
影响力，受到广泛好评

 
红餐大数据
 
“红餐大数据”小程序，收录超过32,000个餐饮品牌、2,000余家餐饮产业上下
游企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大数据查询和分析服务，旨在通过全方位、精细的数
据呈现，为餐饮从业者、投资方、意向创业者提供决策参考

21

扫码查看红餐大数据 扫码关注红餐智库



报告说明
1．数据来源说明
1）红餐大数据，源于对餐饮门店公开数据的长期监测，并结合大样本算法开展
的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2）桌面研究，基于对餐饮行业已有公开资料的搜集整
理；3）行业访谈，面向餐饮行业的创业者、高级管理人员和资深从业者进行访
谈并获取信息；4）红餐调研数据，针对餐饮消费者或餐饮从业者开展的定量问
卷调研；5）其他合法收集的数据。以上均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用户合法授
权采集数据，同时经过对数据脱敏后形成大数据分析报告

2．数据周期
报告整体时间段：2024年9月整月

3．数据指标说明及样本量
具体请参考各页标注

4．免责声明
红餐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系依据大样本数据抽样采集、小样本调研、数据模型预测
及其他研究方法估算、分析得出。由于统计分析领域中的任何数据来源和技术方
法均存在局限性，红餐也不例外。红餐依据上述方法所估算、分析得出的数据信
息仅供参考，红餐不对上述数据信息的精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和非侵权性做任
何保证。任何机构或个人援引或基于上述数据信息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造成的法
律后果均与红餐无关，由此引发的相关争议或法律责任皆由行为人承担

5．版权声明
本报告为红餐所作，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表格均受相关的商标和著作权的
法律所保护，部分内容采集于公开信息，所有权为原著作者所有。未经本公司书
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递。任何未经授权使用本报告
的相关商业行为都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报告主笔：艾广成，蔡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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