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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分析了2024年中国固态速溶茶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旨在为相关企业和投资者提供行业洞察。固态

速溶茶定义为由茶叶或茶鲜叶经过水提取、过滤、浓缩和干燥等工艺制成的固态饮品，具有便捷冲泡的特点，符

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上升，固态速溶茶逐渐受到市场青睐。结合相关政策背景，国家对固

态速溶茶行业的支持政策强调提升茶叶加工技术，鼓励企业采用智能化设备，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目

前，部分生产商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新进的冷萃技术来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原风味，这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

术环境。该行业产业链逐渐完善：上游原料供应稳定；中游生产环节向高效化和智能化转型，面向C端消费者的企

业增加，呈现多元化趋势；下游销售渠道多样化，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日益普及。随着更多的企业加入市场，该

行业竞争格局日益激烈，面向B端的企业主要通过技术革新和产能优化来保证市场份额。而面向C端的企业主要通

过品牌建设和产品创新提升市场份额。如今，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和新的消费倾向为行业带来新机遇，企业应主

动关注并迎合其需求，推出符合健康理念、包装精美的产品。未来，固态速溶茶将继续迎合健康趋势，通过创新

满足年轻群体需求，预计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企业也将会积极响应市场变化，注重产品创新与品质提升，以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进一步促进市场的集中化程度。

行业定义[1]

根据GB 10789－200 《饮料通则》，固态速溶茶属于固态饮料类，是由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等加工制

成粉末状、颗粒状或块状等固态料的供冲调饮用的制品，又称“速溶茶”和“茶粉”。根据GB/T18798 《固态

速溶茶》，固态速溶茶又是以茶叶或茶鲜叶为原料，经水提（或采用茶鲜叶榨汁）、过滤、浓缩、干燥制成的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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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茶产品。在制作过程中，固态速溶茶可以添加食品添加剂量、食品加工助剂以及适量食品辅料（如麦芽糊精）

来进行调味。该类产品是一种热水、冷水或冰水均可冲泡的茶制品，并具有方便快捷、既有茶的风味和功效、又

便于和其他食品调配的特点。因此，固态速溶茶既可以直接作为固体饮料冲泡饮用，也可作为茶饮料、食品、药

品等的原辅料。

[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包装即饮纯茶行业基于茶叶原料的分类

固态速溶茶行业基于产品溶解性的分类

行业分类[2]

固态速溶茶可以按照茶叶原料种类、按照产品溶解性、按照干燥方式分类。

固态速溶茶
分类

速溶红茶
未发酵，冲泡后的茶汤和叶底以红色为主调的固体饮
料。

速溶乌龙茶
半发酵品，属于从特定茶树上采摘的茶所制成的固体饮
料。

速溶绿茶
全发酵，冲泡后的茶汤和叶底均以绿色为主调的固体饮
料。

速溶茉莉花茶
以茶叶为原料，经整型、加天然香花窨制、干燥等加工
工艺制成的茶制品，进而冲泡的固体饮料。



固态速溶茶行业基于干燥方式的分类

固态速溶茶
分类

热溶型速溶茶

通常指在热水中（85℃士5℃）才可完全溶解，且经搅
拌后，无肉眼可见悬浮物和沉淀物的固态速溶茶。同
时，此类产品可较好地保持茶叶的原有的自然风味。因
此，此类产品一般用以配置热饮饮料。

冷溶型速溶茶

通常指在（25℃士1℃）纯净水中能溶解，经搅拌无肉
眼可见悬浮物、沉淀物的固态速溶茶。同时，此类产品
也未出现无浑浊或沉淀现象，可以用于制造即饮茶饮料
或者冰茶饮料。

固态速溶茶
分类

喷干速溶茶
采用喷雾干燥机干燥的茶粉。由于是热风干燥，对茶粉
的香味有一定的损失；优点是干燥效率高，生产成本
低，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茶粉干燥方式。

冻干速溶茶

采用冷冻方式生产的速溶茶，具有保持茶粉的香气明显
的特质，其香味较喷雾干燥茶粉的质量更好。但其最大
缺点是生产成本高，因此冻干茶粉一般是制成直接饮用
的固体茶饮料。

[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行业特征[3]

固态速溶茶包括消费特征、竞争特征、市场特征等

1 消费特征： 满足年轻顾客对健康便捷茶类饮品的需求。

近年来低糖、无糖等健康的饮食结构开始被大众所推崇，茶文化逐渐走向年轻人。原叶茶作为熟龄消费者

茶消费的首选，无法满足年轻消费者对口味、价格、便捷性和颜值等多方面的需求。而固态速溶茶通过一

系列加工工艺解决了原叶茶口感苦涩、不方便、冲泡麻烦的特点，又迎合了年轻消费者对健康茶饮的需

求。



2 竞争特征：市场呈现多元化格局，且竞争状况激烈。

传统茶企、新式咖啡饮品企业与新式茶饮企业多方角逐，竞争异常激烈。除了“胶囊茶语”“水獭吨吨"等

新式茶饮品牌，固态速溶茶也吸引了其他大批茶企的目光。其中，既有主打现制新式茶饮的品牌，如“喜

茶”和“茶颜悦色”；也有专注于原叶茶的传统茶企，如“正山堂”；更有像“三顿半”“永璞”这样的

新兴咖啡饮品企业。

3 市场特征：注重营销，产品定位多样。

固态速溶茶产品在包装和宣传方面表现突出。茶颜悦色推出的“小莲罐”、胶囊茶语的“胶囊茶”和“水

滴”，以及茶速品牌的“氮瓶”等，均通过独特的外观设计来吸引年轻消费者。作为一种新兴的快消产

品，各大品牌的工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化，例如，强调新技术的“冻干黑科技”，以及注重健康和品质的

“0蔗糖0脂肪”和“原茶鲜萃”等特性，还有水果和茶混合风味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以便捷速溶为核心

（对标即饮茶的便利性），还融合了其他茶饮赛道的优势。这一特性既满足了偏爱现制茶饮的消费群体对

于丰富口味的需求，又迎合了追求传统原叶茶品质的消费者。因此，固态速溶茶呈现出多样化的产品定

位，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3] 1：1 FoodTalks 2 中国卫生…

发展历程[4]

中国速溶茶粉的研发和工业化生产始于20世纪中后期。随着21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发展，新茶饮，包装即饮

茶，袋泡茶等细分茶饮逐步流行。其中，固态速溶茶作为茶饮制品的原料迅速发展在高速发展之后进入动荡期：

速溶茶粉原材料的使用占比在茶饮赛道上开始降低；消费者逐渐青睐天然低糖健康的茶饮；消费者对茶饮的品质

和工艺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和新茶饮茶企开始进军固态速溶茶。因此，固态速溶茶产业开启了“大宗化”和

“原料化”的竞争特点，逐步面向终端消费者，并开发出多样化的固态速溶茶。

萌芽期 1960~1980

中国速溶茶粉的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福州商品检验局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法试制速溶

茶粉并获得成功为标志。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湖南农学

院、湖南长沙茶厂等先后开始了速溶茶的研制工作，并于1972年利用纤维素酶试验成功制造出了速

溶茶粉。1978年初，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科学研究所建立速溶茶粉制造工艺实验室，正式开始了速

溶茶粉研究。



与英国、美国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投资并设立固体速溶茶生产基地、将产品销往全球的做法相

比，中国目前仍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正逐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并已取得了一系列初步成果。

启动期 1980~1990

90年代初，速溶茶工业化规模生产开始起步。届时，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大闽食品

（漳州）有限公司、深宝华城食品有限公司等速溶茶生产企业先后建设现代速溶茶工业化生产线，开

始了大规模生产速溶茶。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速溶茶产业规模化开发的孕育时期。此时，生产速溶茶茶粉的企业逐

渐涌现，为未来中国固态速溶茶的产业化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速发展期 1990~2010

1993年，旭日升集团推出了中国首款调味茶饮料“冰茶”，将即饮茶品类引入中国市场。随后，

1995年6月统一冰红茶上市，1997年康师傅冰红茶上市，调味茶逐渐成为热门饮品。同年，中国奶

茶品牌“快可立”首次开设直营店，而“coco”都可茶饮品牌也于同年成立，现制茶饮走入中国街

头。

进入20世纪末，随着中国液态茶饮料、固态奶茶等食品工业茶产品的快速增长，茶饮主要以调味茶和

街头现制茶为主。在这一背景下，速溶茶作为原料，其在茶饮赛道上的需求量迅速激增。

震荡期 2010~

2011年，“一点点”在上海推出现泡鲜煮茶；同年，“东方树叶”成立，承诺不使用茶粉；2012

年，“喜茶”在江门诞生；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创立，现制茶饮进入新式茶饮时代。2016年，

中国营养协会提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引发健康低糖生活的浪潮，无糖茶饮日益流行。2020

年，“TNO”成立并推出冻干速溶茶；2021年，“FNF”成立并推出超速溶茶；2023年，“茶颜悦

色”推出速溶茶原叶冻萃小莲罐茶。

尽管茶饮市场的产品种类不断扩大，随着国民健康意识的全面复苏，使用原叶茶作为原材料的比例逐

渐提高，而速溶茶的占比则有所减少。借助新兴制茶工艺的发展，固态速溶茶逐步从大宗化、原料化

转向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开发出独具特色的固态速溶茶。同时，以前不生产速溶茶的茶企也开始涉

足这一领域，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4] 1：1. 中国营养学会 2. 中国…



产业链分析

固态速溶茶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料供应阶段，主要负责提供茶叶原料并进行初步加工；中游作用为生产加工

阶段，主要负责将茶叶制成固态速溶茶，并为下游企业提供原料；下游为销售及消费阶段，主要负责产品的终端

销售，触达消费者并推动市场需求。[7]

固态速溶茶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7]

上游茶叶总产量稳步提升，茶叶产量结构稳定。

2010年至2023年，全国茶园种植面积持续增长，(2023年全国茶园总面积达到5149.76万亩，同比增加154.36万

亩，增幅为3.09%)，尽管增幅较为平缓，但依然确保了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与此同时，全国干毛茶总产量在近三

年内稳步提升，2023年达到了333.95万吨，同比增长4.98%。这一趋势不仅为中游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原

料，也增强了下游市场的竞争力。此外，茶叶产量结构保持稳定，绿茶在总产量中的占比最大，2023年占据了

全国茶叶总产量的57.9%，其次为红茶和黑茶（各自占比13-15%），这种结构性稳定为固态速溶茶生产商提供

了明确的原料选择方向，并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

中游生产商的市场渗透力强。

中游生产商的市场渗透力强大，以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巨头

企业，不仅为香飘飘、雀巢等知名品牌提供固态速溶茶原料，还通过代工服务覆盖了固态奶茶、液态茶饮料等多

个领域。其中，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速溶茶、茶提取物、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商，

其总体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达35%，为中游其他供应商提供原料（如立顿，Chaili

等）。随着茶饮市场的扩展，新锐固态速溶茶品牌如TNO、柒日原叶、三顿半等迅速崛起，这些品牌凭借创新的

产品设计，推动了行业的多样化发展。

下游市场呈现年轻化趋势。

数据研究显示：口感苦涩、不方便、冲泡麻烦是阻碍年轻人喝茶的主要原因，而茶粉茶膏类更轻松冲泡的产品，

更能吸引年轻的消费者（19-28岁）。其中，54%的消费者倾向于推出便携的独立包装，44%的消费者倾向于推

出更便捷的冲泡方式。基于此，固态速溶茶凭借便捷性、时尚感和独立包装吸引了Z世代，尤其在职场和外出场

景中需求强劲。值得一提的是，包装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优质独特的包装已然成为商务和社交场合受青睐的

关键因素。根据案例和数据结果显示：高颜值包装的茶制品平均件单价是传统包装商品的3倍，购买频次为1.5

倍；三顿半品牌就通过创新包装设计成功提升市场吸引力，TNO品牌通过包装设计吸引到的消费者70%为女性用

户。[7]

固态速溶茶产业链的研究显示，上游茶园面积增长平缓但产量稳步提升，确保了中下游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并为固态速溶茶生产商提供了多样化原料选择。中游生产商市场渗透力强大，以大闽食品为代表的企业不仅占据

了国内外市场的主导地位，还通过代工服务覆盖了多个领域。同时，新锐品牌如TNO和三顿半的崛起，推动了行

业的多样化发展。下游市场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固态速溶茶凭借便捷性和时尚感吸引了Z世代，尤其在职场和外

[16]



产业链上游

原料供应商，多提供茶叶原料和初步加工等

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福(開曼)控股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出场景中需求强劲。包装设计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高颜值包装的产品在商务和社交场合中更受青睐，成功提升

了市场吸引力。[7]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茶园面积呈现缓慢增长，茶叶总产量也相继提升。

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报告，2010年至2023年，全国茶园种植面积持续增长，增幅较为平缓。近

年来，各地也更加注重控制茶园面积的扩展。2023年，全国茶园总面积达到5149.76万亩，同比增加

154.36万亩，增幅为3.09%。同时，在近三年内茶叶总产量持续稳步增长。其中，2023年，全国干

毛茶总产量达到333.95万吨，同比增长15.8万吨，增幅为4.98%。这种产量的稳步增长为茶叶市场提

供了更为充足的供给，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也为中下游产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在产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茶叶市场的供需关系逐渐趋于稳定。这种稳定性对下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

响。首先，茶叶供给的充足使得下游企业在原材料采购方面更为灵活，能够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并优

化供应链管理。此外，稳定的产量为下游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生产保障，使其能够更加专注于产品创新

和市场拓展。

茶叶产量结构稳定，绿茶产销量始终占比最大，红茶和黑茶跟随其后。

目前，茶叶产量总体结构趋于稳定，特别是绿茶产量长期占据最大比重，其次是红茶（14.7-15.2%）

和黑茶（13.4-13.7%），这对中国茶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固态速溶茶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2023年，绿茶以193.4万吨的产量占据了全国茶叶总产量的57.9%.绿茶产量的稳定性为这些中下

游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此外，由于绿茶具备独特的风味和健康属性，固态速溶茶生产商能够

利用这些特点，开发出多样化的产品线，如功能性速溶茶、绿茶提取物饮品等，进一步提升市场吸引

力。根据蝉妈妈电商数据显示，除绿茶外，黑茶品类中的普洱茶在C端和B端均呈现较大的市场热度，

这将对上游产生驱动影响。

总产量和总体销售价格稳定，但部分茶叶种类产销波动明显。

此外，固态速溶茶作为一种快速消费品，其市场定价也可能受到上游茶叶价格波动的影响。如果茶叶

价格上涨，固态速溶茶的生产成本将增加，可能会对终端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市



产业链中游

主要为速溶茶粉生产商 （将茶叶制成固态速溶茶粉）

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 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婺源县聚芳永茶业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场需求。同时，茶叶的总体销售价格保持在每千克135-140元之间。然而，各类茶的均价波动较大，

易受市场因素影响。其中，黑茶和黄茶的产量和均价连续三年呈现增长趋势。从整个供应链视角来

看，以消费者为主的下游的黑茶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在市场背景下，预估黑茶的价格也会小幅度增

高。

茶叶质量和易受季节天气影响。

气候变化对茶叶生产和市场的影响较为显著，特别是“明前”和“雨前”春茶，因其早期采摘的特

性，常常受到气候条件的不利影响，导致减产。这种不稳定的生产状况不仅影响了春茶的质量，还对

整个茶叶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体系产生了连锁反应。由于春茶产量的不稳定，固态速溶茶的生产商

可能需要寻找替代原料或调整配方，以应对供应链的波动。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速溶茶粉水平提高，逐步打造现代速溶茶加工体系。

近20年来，新技术如低温萃取、膜分离、离心浓缩、香气回收、生物酶处理和UHT杀菌等在速溶茶生

产中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这些技术改进了原料利用、优化了生产流程，降低

了固态速溶茶中的苦涩味，提高了速溶茶茶粉的品质和口感，更易于在水中溶解和人体的吸收，并增

强了市场竞争力。

部分中端生产商巨头供应固态速溶茶原料，广泛应用于多个品牌的固态奶茶、液态茶饮料、现制茶饮

和相关茶食品，同时还为部分固态速溶茶品牌提供代工服务。

在固态速溶茶的中端产业链中，大闽国际有限公司和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作为中端

生产服务商的巨头，主要负责生产大量作为原料的固态速溶茶。这些原料广泛应用于多个品牌和品

类，包括香飘飘、大好大、雀巢等品牌的固态奶茶，康师傅、统一、娃哈哈三得利等品牌的液态茶饮

料，茶颜悦色、蜜雪冰城等现制茶饮品牌，以及茶绿豆酥、茶月饼、茶面条、茶豆腐等相关茶食品。

此外，这些中端生产商还为TNO（上海职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茶速（重庆茶速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等固态速溶茶品牌提供代工生产服务。



产业链下游

各大商业超市，便利店和消费者终端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联华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罗森投资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固态速溶茶产品线不仅吸引了新锐品牌的加入，传统茶企、现制茶饮品牌和咖啡品牌也纷纷推出了相

关产品。

随着茶饮市场的不断发展，除了部分新锐的固态速溶茶品牌（TNO、茶速、八分之三、柒日原叶、帝

泊洱等），很多传统茶企也开始推出此产品线，比如八马茶业售卖蜜桃乌龙、桂花红茶等多款即溶茶

粉。此外，部分现制茶饮品牌（如茶颜悦色）和咖啡品牌（如三顿半）均推出了固态速溶茶产品。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固态速溶茶凭借便捷性与独特包装，成功吸引了追求时尚与便捷的年轻消费者。

根据淘宝电商平台的数据，面向消费者的固态速溶茶产品具有“冲泡方便”、“独立包装”和“包装

精美”的特点，这有效解决了Z世代（19-28岁）因不便和冲泡繁琐而减少喝茶的核心痛点，从而吸

引年轻消费者。这些特点迎合了年轻人对茶饮口感、时尚设计、更精致的共享体验和轻松喝茶方式的

追求。

固态速溶茶在职场办公和外出场景中最受关注，商务和社交场合则尤为注重包装颜值。

随着加工技艺不断精进，茶类产品逐渐推出了“小方片”“小罐茶”等独立包装；而根据数据调查发

现，这种独立包装的供需比要远远大于非独立包装，且广泛应用于职场办公（如工作加班等）和外出

场景（如外出旅行等）。此外，在茶类行业细分下的固态速溶茶产品系列中，大多数品牌都设计了具

有独特性的外包装（如TNO品牌的水滴形和棒形包装、茶颜悦色品牌的莲雾形包装、入续品牌的盖碗

形包装等）。根据三顿半品牌投资人透露：“独特的设计是三顿半固态速溶茶产品能够获得消费者和

资本青睐的一大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优质独特的包装设计效增加了固态速溶茶目标消费群体的购

买频次，也将产品使用场景扩大至商务和社交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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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模

2018年—2022年，固态速溶茶行业市场规模由11.18亿人民币元增长至14.18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

率6.13%。预计2023年—2027年，固态速溶茶行业市场规模由14.47亿人民币元增长至19.16亿人民币元，期间

年复合增长率7.27%。[21]

固态速溶茶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21]

固态速溶茶市场的增长源于消费者对便捷性、健康性和茶文化的认同。

固态速溶茶市场规模的增长与消费者对茶制产品和便利饮用的需求密切相关。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宣传，更多的年

轻人将茶类饮品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茶类行业人均消费客单持续上涨，用户价值进一步扩大，驱

动茶行业消费规模增长，于2022年已达到2293亿元的市场规模。近年来，以18-29 岁为主的年轻群体（Z世

代）消费占比逐年提升，增幅可观，是茶行业发展的潜力趋势人群。与此同时，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Z

世代更青睐于具有“便捷性”“高颜值”“无糖化”的茶类饮品。固态速溶茶则完全符合这一消费倾向：此类茶

制品可以方便快捷地冲泡，其小包装（如条装、袋装等）便于携带，并且纯茶类速溶茶具有符合无糖健康的消费

趋势。功能性饮料是近两年来增长最快的饮料市场，其增速达35%，其中茶饮料增速为5%。在消费者注重饮品

“功能性”“健康性”的时代，固态速溶茶也凭借其茶多酚等天然成分，也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固态速

溶茶也有其他的创意产品（如多口味、混合茶饮、高颜值包装）的推出，使市场需求不断多元化，吸引了更多年

轻消费者的加入。

固态速溶茶行业的供给端优化与技术突破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核心动力。

固态速溶茶行业的技术进步是促使市场规模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固态速溶茶技术不断精进，并呈现多



元化结构趋势。不同企业可以根据下游需求商优化成本结构，从而选择制作工艺，使产品更具竞争力。（例如：

①真空蒸发浓缩由于浓缩时间短、效率高、工艺成熟，是目前速溶茶生产中最普遍的浓缩方式。② 喷雾干燥因其

生产效率高、成本低、易于连续化生产等特点，在生产中使用率最高。③ 真空冷冻干燥因其全程在低温、真空条

件下进行，对速溶茶外观色泽、香气影响小，且是目前生产高品质速溶茶的最佳干燥工艺）。从B端生产线视

角：供应商的产能提升、加工工艺的优化以及稳定的原料茶叶内销价格，确保了生产的高效和稳定。各大品牌

（如香飘飘、统一等）与供应链上下游的紧密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供需平衡，为行业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从C端的生产线角度：根据最新研究：冷冻浓缩和冷冻干燥是目前生产最高品质的工艺，既推出真正“无茶

渣”的速溶茶产品，又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口感，对香气、滋味及感官品质影响极小，极大程度的保留了茶香，

满足了消费者对固态速溶茶的“高品质”“健康化”“原风味”“便捷性”的需求。因此，先进制造技术既能促

进B端产能提升和C端供需平衡，从而促进固态速溶茶市场规模进一步增长。[21]

固态速溶茶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21]

 C端产品满足目标客户群体需求，相关企业获得融资且发展势头较好。

未来五年，固态速溶茶行业的市场规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健康观念的演变的影响。随着现

代社会对健康饮品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将更加关注速溶茶的天然成分、低糖甚至无糖产品，以及其他功能

性茶饮（如提升免疫力、改善肠胃健康的茶饮）。速溶茶市场中的新锐品牌和传统茶企也在不断创新，推出符合

这些健康趋势的茶饮。比如，部分品牌正逐渐推广无糖（帝泊洱普洱茶珍系列等）、无添加剂（如未来可7的黑

茶粉产品）、以及高颜值包装（如胶囊茶语、水獭吨吨的茶粉套装）等。当前固态速溶茶的特征（高颜值包装、

便捷性强）的特质也更符合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此外，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的推广助力了产品的快速传播，通

过短视频平台、直播销售等方式，品牌能够直接触达目标消费者，进一步提升消费意愿和品牌知名度。因此，由

于固态速溶茶产品满足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部分企业获得融资（如水獭吨吨和帝泊洱），部分品牌产品销量激

增（如TNO和水獭吨吨），由此推断中国固态速溶茶市场规模在未来呈现增长趋势。

 相关政策支持与供应链优化推动了市场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关于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和《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2021-2025)：明

确到2025年，茶园面积稳定，茶产业科技贡献率达65%，干毛茶总产值3500亿元，出口额25亿美元，培育多个

年销超20亿元的茶企，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加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这一政策为茶叶深加工产品

（包括固态速溶茶）提供稳定的供应链和现代加工体系，从而促进推进茶产品深度开发，拓展固态速溶茶产品功

能用途。

 B 端生产商的产能集中化是推动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的重要动力。

中国固态快溶茶市场不仅在C端（消费者市场）有显着的增长潜力，在B端市场（企业端）同样具有重要潜力。中

国固态快溶茶市场的80%的产量由10家骨干企业主导，如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和浙江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在B端市场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整个行业的产能和市场供应

链的稳定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行业产能的不断集中，这些企业具备了强大的规模效应和技术优势，能够通

过先进的生产工艺、自动化设备以及技术研发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从而保证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此外，

骨干企业还能够通过与下游企业（如茶饮料品牌和现制茶饮企业）的合作，推动加速溶茶产品在更多应用场景中



固态速溶茶行业规模

固态速溶茶行业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学会

的普及，如饮茶、奶茶、茶点等，不仅增强了产品的市场渗透率，还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B

端市场的集中化及效率提升是推动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的重要动力。[21]

[17] 1：淘天集团 天猫新品创新…

[18] 1：茶叶通报 茶叶期刊 中国…

[19] 1：淘天集团 天猫美食 蝉妈…

[20] 1：农业农村部 国家市场监…

[21] 1：中国茶叶加工

政策梳理[22]

政策名称

《GB/T 21733-2008 茶饮料》

颁布主体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生效日期

2021

影响

8



政策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茶饮料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

用于以茶叶的水提取液或其浓缩液、茶粉等为主要原料，可以加入水、糖、酸味剂、食用香精、果汁、乳

制品、植（谷）物的提取物等，经加工制成的液体饮料。

政策解读
茶饮料(茶汤)、调味茶饮料、复(混)合茶饮料等茶饮料定义中，茶粉（固态速溶茶）作为原料之一被提及，

巩固了固态速溶茶作为茶饮料工业原料的地位。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建

议》（2021-2025)

颁布主体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生效日期

2021-04

影响

8

政策内容

分析了中国茶行业发展现状和面临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提出了促进发展的建议和措

施，进而来推动茶产业加快改革创新、构建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的新发展格局，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推

动茶叶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政策解读
推动茶产业科技提升，品牌提升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茶叶科技水平发展之下，固态

速溶茶的品质，口感将更迎合消费者的需求。鼓励打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兴茶叶品牌。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

颁布主体

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出

台

生效日期

2021-09

影响

6

政策内容
提出通过建设绿色生态茶园，打造现代加工体系，构建商贸流通网络，提高要素支撑能力，促进产业深度

融合，强化引导监管服务这六大举措，力促茶产业健康发展。

政策解读
固态速溶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中打造现代加工体系。相关茶企和加工企业新建或改造茶叶精深加工生产

线，开发含茶点心、茶菜肴等精深加工产品，推进茶产品深度开发，拓展固态速溶茶产品功能用途。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颁布主体 生效日期 影响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

理的通知》

中国国务院 2022-09 5

政策内容
强化商品过度包装全链条治理：加强包装领域技术创新；防范商品生产环节过度包装；推进商品交付环节

包装减量化；加强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

政策解读
茶叶作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的重点之一，企业重“颜值”轻“品质”，使商品包装超出包装正常功能，固

态速溶茶品牌将更加注重产品品质而非包装，同时绿色可持续将成为未来包装业发展的重点。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颁布主体

中国农业农村部

生效日期

2023-03

影响

6

政策内容
茶叶初加工，重点发展节能型分选成型烘干技术装备，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自动化、智能化成套加工技术装

备，提升茶叶品质。

政策解读
固态速溶茶作为深加工的茶叶用品离不开初加工。鼓励茶叶产地开展茶叶初加工有助于固态速溶茶生产商

精简产业链，降低运营成本。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22] 1：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中国…

竞争格局

中国固态速溶茶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等；第二梯队公司为上海水獭吨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胶

囊茶语（北京）茶业有限公司、；第三梯队有湖南未来可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柒日原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26]

固态速溶茶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26]

传统固态速溶茶生产商先驱优势，技术创新能力是竞争格局形成的核心原因之一。

作为一批上世纪成立的速溶茶生产企业，例如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公司等，它们拥

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市场渗透率，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已经近80% 市



场份额，拥有深厚的品牌影响力和稳定的客户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茶饮料消费兴起，作为工业原料的固态速

溶茶需求迅速提高。同时，伴随着萃取、干燥和封装等科技水平的提高，固态速溶茶的制作工艺也不断提高，极

大提升了茶粉的质量和口感。因此，高质量和高产量的产品为C端企业提供原料和代加工生产，企业规模化效益

明显，这从原料方面奠定了该类企业位于第一梯队的竞争格局。例如，大闽食品广泛应用低温萃取和膜分离技

术，使其产品能够保留茶叶的天然风味和营养成分，同时具备较长的保质期。这种技术优势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也为这些企业开辟了国际市场提供了保障。

年轻化新锐品牌占据C端市场优势，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企业的市场定位差异是重要原因。

第二梯队的企业包括上海水獭吨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胶囊茶语（北京）茶业有限公司等。近年来，随着健康饮

品市场的兴起和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市场对速溶茶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对便利性、健康

和时尚茶饮的需求驱动了固态速溶茶行业的发展。虽然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相较第一梯队的企业略小，但它们依

靠较高的品牌营销能力和灵活的产品开发策略，获得了市场融资，逐步扩大在速溶茶市场中的影响力。因此，这

些公司在创新和市场细分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主打年轻化、时尚化的速溶茶产品，注重包装设计和营销环节的多

元化和独特性。针对消费升级的需求开发了多样化的新型茶饮。例如，水獭吨吨企业的快速崛起便是依靠其针对

年轻消费者的精准定位。企业以可爱的水獭动物作为品牌形象，并推出以此为主题的套盒，凭借鲜明的色彩搭

配，丰富的周边产品和多样化的联名吸引到大量消费者。[26]

未来，固态速溶茶行业的竞争格局将面临一系列变化趋势，主要包括市场的加速出清和行业整合、以及企业

间的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26]

固态速溶茶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26]

消费者对速溶茶质量要求的提高推动行业的集中化。

随着市场对固态速溶茶产品的要求逐渐增加，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的品质、创新性和品牌影响力。因此。低端、技

术积累不足的企业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被淘汰。根据市场研究数据，2022年固态速溶茶市场的增长率已

经超过5%，且预计未来五年内，市场规模将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然而，这一增长也意味着市场集中度的提

升，第一、二梯队企业将利用其技术和品牌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缺乏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中小企业则可能

被并购或者退出市场。这种行业出清的现象在近年来的多个食品饮料行业中都已得到验证，固态速溶茶行业也将

不可避免地经历类似的整合过程。

B端市场竞争格局较为稳定，而C端市场仍处于发展状态，新锐品牌和跨圈产品不断涌入并占据市场份额。

第一梯队企业会继续通过技术创新和高端化产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而更多面向C端市场的第二梯队企业将更多

依赖于市场细分和创新产品的推出来获得竞争优势。例如，年轻人细分群体的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第二梯

队的公司将继续在这一细分市场中加大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例如，胶囊茶语针对女性用户，通过固态速溶

茶与“妆食同源”理念的结合，通过能够达到美白功效的等原料进行配比，打造养生健康的饮茶方式，争夺年轻

消费者的注意力。与此同时，第三梯队的企业则会更多地依赖区域性市场的渗透和低价策略，通过差异化的竞争

手段在特定市场中维持生存。[26]



固态速溶茶行业的未来竞争格局将更加趋向于市场集中化和高端化，同时各梯队企业将通过不同的战略路径

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行业的整体竞争将进一步加剧。[26]

[30]

上市公司速览

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3815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 - 70.55 22.40

[23] 1：中国茶叶加工

[24] 1：水獭吨吨天猫旗舰店 淘…

[25] 1：淘天集团 《2023中国茶…

[26] 1：36kr FoodTalks

[27] 1：爱企查

[28] 1：爱企查



[29] 1：爱企查

[30] 1：巨量算数；抖音平台

1 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2506.7245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长沙市 行业 商务服务业

法人 吕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M36P06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 2017-09-05

品牌名称 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餐饮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查看更多

2 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838158】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衢州市 行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企业分析

披露时间 投资企业 金额 轮次 投资比例 估值

2021-12-08 五源资本 未披露 B轮 - -

2019-08-27 元生资本，源码资本 未披露 A轮 - -

2019-07-05 顺为资本 未披露 股权融资 - -

2018-01-31 天图投资 未披露 天使轮 - -

融资信息

融资时间

-

2019-07-05

-

-

天使轮
未披露
2018-01-31

股权融资
未披露
2019-07-05

A轮
未披露
2019-08-27

B轮
未披露
2021-12-08



法人 傅竹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25729113405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成立时间 2001-07-19

品牌名称 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新三板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2

1.18 0.99 1.12 1.05 1.05 1.1 1.06 1.09 1.07 -

54.8261 46.8142 34.1449 32.6252 36.5059 32.1282 40.1937 41.9316 39.6355 -

-10.2723 43.307 -3.646 20.9871 20.9822 1.3224 4.1184 1.0362 27.8764 -

422.0486 137.9762 -21.8296 -0.8509 1.3903 12.5662 -24.3144 -22.9651 58.3279 -

70.573 52.627 63.7733 52.2011 51.7695 50.0669 49.8261 57.846 51.183 -

1.0358 1.3562 1.8707 2.0631 1.9527 1.9673 1.5631 1.3539 1.513 -

0.79 0.8378 0.4668 0.4899 0.4098 0.5784 0.5458 0.7038 0.7697 -

26.2909 36.3721 33.9094 28.9167 25.5725 26.2315 27.0742 26.0796 24.3723 -

93.9246 93.7519 83.1081 85.6144 86.2484 85.8023 80.9464 85.3778 86.2249 -

0.3938 0.7943 0.7002 0.8309 0.7893 0.8073 0.7404 0.6213 0.6895 -

5.9368 15.668 11.4682 10.6258 9.0942 8.7712 5.8761 3.8863 5.7104 -

22.33 31.66 19.3 16.05 14.01 13.73 9.27 6.6 9.65 -

0.26 0.61 0.48 0.47 0.48 0.54 0.41 0.32 0.5 0.45

8.7639 14.5534 11.8362 9.6638 8.1056 8.7727 6.5486 4.993 6.182 -

0.6774 1.0766 0.9689 1.0995 1.122 0.9998 0.8973 0.7784 0.9237 -

- 0.6275 0.6275 0.6275 0.6275 0.6282 0.6282 0.6282 0.6282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每股公积金(元)



3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52507.5472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普洱市 行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法人 吴迺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8006812530888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8-10-15

品牌名称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生物茶技术的研发、服务、成果转让；药品、食品、保健品的开发研究；医药技术服务、技… 查看更多

202.7255 146.1751 148.5945 141.9894 147.662 164.1572 160.0213 165.7077 140.2306 -

8804.74

万
1.26亿 1.22亿 1.47亿 1.78亿 1.80亿 1.88亿 1.90亿 2.43亿 1.69亿

- 0.5509 0.983 1.4088 1.8382 2.3224 2.6797 2.9432 3.3719 -

0.26 0.61 - - 0.48 0.54 0.41 - - -

771.64万
1836.32

万

1435.46

万

1423.25

万

1443.03

万

1624.37

万

1229.41

万
947.08万

1499.49

万

1345.21

万

0.0523 0.5516 0.443 0.4 0.36 - - - - -

0.79 0.8378 0.4668 0.4899 0.4098 0.5784 0.5458 0.7038 0.7697 -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披露时间 投资企业 金额 轮次 投资比例 估值

2024-03-28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 未披露 A轮 - -

2016-07-26 天士力控股集团 未披露 天使轮 - -

融资信息

融资时间

-

-

天使轮
未披露
2016-07-26

A轮
未披露
2024-03-28



4 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3478.594万美元

企业总部 漳州市 行业 食品制造业

法人 蒋安妮（JIANG ANNI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00611519792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成立时间 1995-10-20

品牌名称 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饮料生产；茶叶制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食品销… 查看更多

5 上海水獭吨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1.8847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上海市 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法人 王致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9BYQ1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21-05-25

品牌名称 上海水獭吨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查看更多

披露时间 投资企业 金额 轮次 投资比例 估值

2015-02-01 雄厚资本 未披露 股权融资 - -

融资信息

融资时间

-

股权融资
未披露
2015-02-01

披露时间 投资企业 金额 轮次 投资比例 估值

2023-05-17 麟阁创投 数千万人民币 Pre-A轮 - -

2021-07-22 不惑创投，昆仲资本，ONES Ventures 1000万人民币 天使轮 - -

融资信息

融资时间

-

-

天使轮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1000万人民币
2021-07-22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2023-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