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颗鹌鹑蛋透视消费新趋势

新场景孕育新需求 健康赛道“黑马”迭出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傅苏颖

中秋节期间，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河南周口亿客达超市看到，码放成堆

的“小蛋圆圆”鹌鹑蛋礼盒引来众多顾客选购。“鹌鹑蛋是我们2022年底上

市的新品类，2023年斩获3亿元销售额，今年上半年又大卖1.8亿元，同比增

长70%，成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 。 ” 劲仔食品董事长周劲松表示。

鹌鹑蛋的走红，折射出健康消费的新趋势。 今年以来，鹌鹑蛋休闲零

食、电解质饮料等健康消费细分赛道“黑马”迭出，成为消费新亮点。

业内人士表示，健康消费逆势快速增长，缘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追

求健康生活，培育出日常补充高蛋白、运动后补水等消费新场景，并成为上

市公司掘金的新赛道。 相关企业应抓住健康消费大趋势，从供给端发力，满

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健康食品站上风口

鹌鹑蛋品类试水成功，让周劲松对“做‘好吃又健康’ 的休闲食品” 的

公司发展理念有了更多信心。 “在顺利完成第一个‘三年倍增’ 计划后，今

年公司又制定了第二个‘三年倍增’计划。 ”周劲松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上半年公司营收、净利分别同比增长22.17%、72.41%，我们有信心到2026

年‘再造一个劲仔’ 。 ”

饮料赛道同样跑出一匹 “黑马”———东鹏饮料的电解质饮料 “补水

啦” 。该产品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4.76亿元，同比大增281.12%，占公司总营

收的比重提升至6.05%， 同比提升3.76个百分点。 东鹏饮料 “第二增长曲

线”逐渐成型。

“‘补水啦’ 大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东鹏饮料在品牌、渠道等方面已

打下稳固基础，同时这是新场景需求快速增长带来的结果。”东鹏饮料董秘

张磊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健康生活，饮料

行业风口正向‘健康’概念倾斜。 ”

鹌鹑蛋、电解质饮料等健康食品火爆，反映出国内消费市场新的趋势。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便大消费整体承压，很多细分赛道仍然可以

挖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示，近

年来，随着“健康中国” 战略的不断推进，健康产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据

预测，2024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模将达到9万亿元。

根据咨询公司欧睿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营养保健食品零售规模达

1826.7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速将达5.7%。 当前，中国人均营养

健康食品消费金额相比美日等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东莞证券研报显示， 食品饮料行业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

5678.08亿元，同比增长5.17%，增速同比下降4.68个百分点；合计实现净利

润为1283.44亿元，同比增长14.04%，增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在行业整

体增速承压的背景下，食品饮料多元化、健康化、功能化发展趋势明显，并

成为相关上市公司破局的关键。

目前，很多健康食品市场规模尚小，但爆发力惊人，市场前景广阔。

以鹌鹑蛋零食为例，光大证券表示，2023年其C端市场规模约30亿元，

增速超100%，吸引了劲仔食品、盐津铺子、三只松鼠等上市公司争相卡位。

“相比国内超3000亿元的鸡蛋消费市场，鹌鹑蛋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劲仔

食品董秘丰文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们把鹌鹑蛋作为‘十亿级’ 潜

力大单品进行打造。 ”

多家上市公司在C端健康食品赛道加大布局。近年来，国内胶原蛋白龙

头东宝生物加快推进“胶原+” 战略，推出了牛骨胶原肽粉、鱼胶原蛋白肽

粉、胶原蛋白肽蓝莓果汁饮品、胶原蛋白手撕肉、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等营

养健康产品。

东宝生物表示，“消费者健康管理前置理念日益加深，推动大健康产业

蓬勃发展。健康及天然产品需求持续增长，‘胶原+’ 发展未来可期。公司依

托胶原蛋白肽的天然优势，紧抓银发经济、健康养生等市场机遇，推动产品

从原料向C端市场拓展。 ”

新场景引爆新需求

“其实，‘补水啦’ 在上市的前一年就研发出来了。 ” 张磊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透露，“当时，消费者对电解质的认知还不清晰，电解质饮料赛道比

较小众。于是，我们推迟了上市时间。2023年，电解质饮料市场爆发，我们顺

势把‘补水啦’推向市场。 ”

事实上，康师傅、元气森林等品牌均在2023年加大力度布局电解质饮

料赛道。

在张磊看来，电解质饮料异军突起，原因在于补水新场景孕育出新需

求。“近年来，跑步、瑜伽等健身运动热度高涨，‘补水啦’契合上述场景。同

时，电解质饮料也适合于日常工作、户外野餐、聚会聚餐等场景。 ”

居民健康理念提升，为打造健康消费新场景创造了条件。 9月12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介绍，中国

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从2018年的17%提高到2023年的29.7%， 五年时间提

升近13个百分点。

上市公司财报折射出个人健康关注度快速提升，健康消费需求持续旺

盛。 “体检第一股”美年健康2024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体检客单

价保持稳定提升， 且个人客户贡献的收入占比从去年同期的23%提升至

33%。

业内人士表示，消费新场景涉及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这些因素相

互融合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以电解质饮料的消费新场景———骑行为例，京

东发布的《2024上半年体育消费报告》显示，上半年骑行运动持续火热，京

东线上骑行运动产品购买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五成，公路车、骑行服、

骑行穿戴装备及相关配件的成交额分别同比增长141%、127%、80%。

户外露营热潮涌动，为鹌鹑蛋等休闲零食创造了消费新场景。 艾媒咨

询发布的报告显示， 预计 “露营经济” 核心市场规模2025年将上升至

2483.2亿元，其带动的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将达14402.8亿元。

相关企业做足功课，以抓住消费新场景带来的机遇。 民生健康董事长

竺福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膳食营养补充剂

相关产品逐渐成为健康消费的必需品。 面对新需求，公司深入分析不同年

龄不同性别人群的身体机能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

养素参考摄入量》科学制定配方，推出了细分品牌“21金维他倍+” 。

挖掘新需求需要精耕细作。“企业要找准赛道，深入研究目标消费人群

的习惯和偏好。 需求点研究透彻了，才能更快速打动消费者。 ”张磊表示。

丰文姬表示：“我们构建了健康产品研发体系和先进制造基地，推出了

多个行业首创或领先的产品，如无抗鹌鹑蛋、溏心鹌鹑蛋等，通过研发创新

持续升级迭代产品，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零食的多样化需求。 ”

加快培育消费新场景

“要主动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潜能。 ”张杰表示。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

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围绕餐饮消费、文旅体育消费、购物消费、大宗商品

消费、 健康养老托育消费和社区服务消费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旨

在加速推动消费场景应用升级和数字赋能，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

点。

体育运动项目众多，消费场景丰富，溢出效应明显。 京东发布的报告显

示，体育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上半年，户外鞋服、体育用品、户外装备的

销售额同比增速均在150%以上。

从养老服务市场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老龄人口增加

1697万，达2.97亿人，占总人口的21.1%。 平安证券认为，老龄化程度仍在加

深，养老服务及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等加快扩容升级，大力发展“银发经

济”正当其时。

业内人士认为，培育新场景，要密切跟踪消费需求的变化。 中国消费者

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生活水平与健康素养显著提升，人们在健康领

域的消费观念与需求发生了如下变化：追求更高品质、更具个性化的健康

产品和服务；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身运动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康复

理疗方面的需求逐渐上升。

比如，近年来阿尔山着力打造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场景，集合观

光、餐饮、娱乐、研学等多种业态，形成一站式综合性消费体验，自驾、休闲、

康养、 度假等各类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1月至8月， 阿尔山游客接待量达

383.0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01亿元。

“培育新场景，首先要捕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从供给端精准发力。 ”

丰文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即便是鹌鹑蛋这个品类，也同样存在多元

化的消费。 基于不同的原料、加工工艺、产品形态、包装方式，公司可以实现

多元化供给，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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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业绩增速承压

食品饮料企业多措并举寻求破局

●本报记者 傅苏颖

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增速承压。 东

莞证券研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食品

饮料行业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

总收 入 5678.0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7%， 增速同比下降4.68个百分点；

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283.44亿元，同比增长14.04%，增

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面对市场竞争加剧， 部分上市公

司积极升级产品结构， 通过布局高端

产品、 加码健康产品以及海外扩张等

方式寻求突破，以打开业绩增量空间。

拓展消费场景

上半年， 白酒板块业绩呈分化态

势。龙头酒企延续较高增速，品牌韧性

彰显。 次高端品牌受商务需求影响较

大，业绩出现降速局面。

贵州茅台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19.31亿元，同比增长17.76%；归母

净利润为 416.96亿元， 同比增长

15.88%。 五粮液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06.48亿元，同比增长11.30%；归母

净利润为 190.57亿元， 同比增长

11.86%，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区域酒龙头表现稳健。上半年，古

井贡酒实现营业收入138.06亿元，同

比增长22.07%；归母净利润为35.73亿

元，同比增长28.54%。

从啤酒板块看，2024年上半年，

国内啤酒市场消费复苏乏力， 啤酒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共实现产量1908.8万

千升，同比增长0.1%。 其中，重庆啤

酒、燕京啤酒、珠江啤酒等公司实现营

收和净利润同比增长。 青岛啤酒营收

同比下降，净利润实现增长。部分公司

出现亏损情况。

休闲食品消费需求出现新变化，

消费场景更加多样化， 同时渠道变革

提速。

上半年，三只松鼠、盐津铺子、劲

仔食品和甘源食品等企业均取得营收

和归母净利润两位数的同比增幅。 其

中， 三只松鼠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居

前，达88.57%。

从饮料市场看， 随着消费场景不

断拓展， 相关企业积极推动品类多样

化，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东鹏饮料、

维维股份、 养元饮品上半年业绩表现

亮眼。

乳制品市场出现阶段性供给过

剩，带动产品价格下行，消费潜力有待

激发。 在此背景下，10余家上市公司

出现业绩亏损或增速下滑情况， 而伊

利股份、妙可蓝多、新乳业等公司业绩

实现逆势增长。

调整产品结构

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部分啤酒

公司致力于产品结构升级。

燕京啤酒推行大单品战略， 以燕

京U8为核心，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和

市场推广， 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份额。 同时，公司推出了燕京V10、

狮王精酿等一系列中高端产品， 形成

了丰富的产品线。上半年，公司中高档

产品实现营业收入50.63亿元，同比增

长10.61%，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68.54%。

面对行业竞争加剧以及营养健康

需求不断提升， 部分调味品上市公司

加大健康产品和海外市场布局。 上半

年， 千禾味业继续加强原生态自然发

酵、零添加、健康好吃、高质量产品的

开发和推广，优化产品结构，满足消费

者多元化的需求。

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 安记食品

子公司上海安记生物设立了海外事业

部，致力于扩展海外市场，为连锁餐饮

供应定制化产品， 同时推动产品本地

化生产。 中炬高新加快出口产品定制

化生产， 已完成多款出口定制产品的

上市准备工作。

从休闲食品板块看，三只松鼠、盐

津铺子等公司抓住量贩渠道及抖音电

商等机遇，推动业绩高速增长。三只松

鼠称，依托“D+N” 全渠道协同体系，

短视频电商定位“新品类发动机” ，打

造量贩芒果干、水牛乳千层吐司、鹌鹑

蛋、辣卤礼包等多款爆品。

乳制品企业积极探索全渠道布局

与数字化的有机结合。上半年，伊利股

份持续强化立体化渠道构建， 推进线

上、 线下全渠道数字化转型战略。 同

时，通过数字化赋能，公司进一步强化

全渠道精细化管理， 促进业务持续增

长。新乳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上半

年， 新乳业完成与浙江省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企业平台的对接； 实现有机

“24小时” 200ml及720ml两个规格

产品的电子标签功能， 均为业界领先

水平。

挖掘投资机遇

展望未来，多家机构认为，随着经

济修复和消费回升， 相关企业盈利有

望持续改善，投资机遇将不断显现。

白酒需求有望回暖， 行业龙头公

司有望优先受益。平安证券认为，双节

临近，名酒库存稳定，备货、动销平稳，

多条投资主线值得关注， 包括需求坚

挺的高端白酒、 全国化持续推进的次

高端白酒等。

中信建投称，零食、乳制品等板

块需求有望改善。 持续看好四方面投

资路线：休闲零食、饮料行业景气度

上行，新渠道为相关公司带来增量机

会；啤酒板块利润仍具韧性，长期价

值凸显； 结合餐饮渠道持续复苏，具

有拓新品或改革预期的调味品及餐

饮产业链标的值得关注；乳制品相关

企业具备成本优势， 叠加高股息，性

价比凸显。

中秋节期间，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河南

周口亿客达超市看到，码放成堆的“小蛋

圆圆” 鹌鹑蛋礼盒引来众多顾客选购。

“鹌鹑蛋是我们2022年底上市的新品类，

2023年斩获3亿元销售额， 今年上半年又

大卖1.8亿元，同比增长70%，成为公司‘第

二增长曲线’ 。 ” 劲仔食品董事长周劲松

表示。

鹌鹑蛋的走红，折射出健康消费的新

趋势。 今年以来，鹌鹑蛋休闲零食、电解质

饮料等健康消费细分赛道“黑马” 迭出，

成为消费新亮点。

业内人士表示，健康消费逆势快速增

长，缘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健康生

活，培育出日常补充高蛋白、运动后补水

等消费新场景，并成为上市公司掘金的新

赛道。 相关企业应抓住健康消费大趋势，

从供给端发力，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从一颗鹌鹑蛋透视消费新趋势

新场景孕育新需求 健康赛道“黑马” 迭出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傅苏颖

劲仔食品生产线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摄

健康食品站上风口

鹌鹑蛋品类试水成功， 让周劲松

对“做‘好吃又健康’ 的休闲食品” 的

公司发展理念有了更多信心。“在顺利

完成第一个‘三年倍增’ 计划后，今年

公司又制定了第二个 ‘三年倍增’ 计

划。 ” 周劲松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上半年公司营收、净利分别同比增长

22.17%、72.41%， 我们有信心到2026

年‘再造一个劲仔’ 。 ”

饮料赛道同样跑出一匹 “黑马”

———东鹏饮料的电解质饮料 “补水

啦” 。该产品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4.76

亿元，同比大增281.12%，占公司总营

收的比重提升至6.05%，同比提升3.76

个百分点。东鹏饮料“第二增长曲线”

逐渐成型。

“‘补水啦’ 大卖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东鹏饮料在品牌、渠道等方面

已打下稳固基础，同时这是新场景需

求快速增长带来的结果。 ” 东鹏饮料

董秘张磊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健康生

活，饮料行业风口正向‘健康’ 概念

倾斜。 ”

鹌鹑蛋、 电解质饮料等健康食品

火爆，反映出国内消费市场新的趋势。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便大消

费整体承压， 很多细分赛道仍然可以

挖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健

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示，近年

来，随着“健康中国” 战略的不断推

进，健康产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预

测，2024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

模将达到9万亿元。

根据咨询公司欧睿发布的报告，

2023年全球营养保健食品零售规模达

1826.7亿美元， 预计未来五年年均复

合增速将达5.7%。当前，中国人均营养

健康食品消费金额相比美日等国家仍

有较大差距，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东莞证券研报显示，食品饮料行

业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收

5678.08亿元，同比增长5.17%，增速

同比下降4.68个百分点； 合计实现净

利 润 为 1283.4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04%，增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在行业整体增速承压的背景下，食品

饮料多元化、健康化、功能化发展趋

势明显，并成为相关上市公司破局的

关键。

目前， 很多健康食品市场规模尚

小，但爆发力惊人，市场前景广阔。

以鹌鹑蛋零食为例， 光大证券表

示，2023年其C端市场规模约30亿元，

增速超100%，吸引了劲仔食品、盐津

铺子、三只松鼠等上市公司争相卡位。

“相比国内超3000亿元的鸡蛋消费市

场，鹌鹑蛋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 劲仔

食品董秘丰文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我们把鹌鹑蛋作为 ‘十亿级’潜

力大单品进行打造。 ”

多家上市公司在C端健康食品赛

道加大布局。 近年来，国内胶原蛋白龙

头东宝生物加快推进“胶原+” 战略，

推出了牛骨胶原肽粉、 鱼胶原蛋白肽

粉、胶原蛋白肽蓝莓果汁饮品、胶原蛋

白手撕肉、 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等营

养健康产品。

东宝生物表示：“消费者健康管理

前置理念日益加深， 推动大健康产业

蓬勃发展。 健康及天然产品需求持续

增长，‘胶原+’ 发展未来可期。公司依

托胶原蛋白肽的天然优势， 紧抓银发

经济、健康养生等市场机遇，推动产品

从原料向C端市场拓展。 ”

新场景引爆新需求

“其实，‘补水啦’ 在上市的前一

年就研发出来了。”张磊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透露，“当时， 消费者对电解质的

认知还不清晰， 电解质饮料赛道比较

小众。 于是， 我们推迟了上市时间。

2023年，电解质饮料市场爆发，我们顺

势把‘补水啦’推向市场。 ”

事实上，康师傅、元气森林等品牌

均在2023年加大力度布局电解质饮料

赛道。

在张磊看来， 电解质饮料异军突

起， 原因在于补水新场景孕育出新需

求。“近年来，跑步、瑜伽等健身运动热

度高涨，‘补水啦’ 契合上述场景。 同

时，电解质饮料也适合于日常工作、户

外野餐、聚会聚餐等场景。 ”

居民健康理念提升， 为打造健康

消费新场景创造了条件。 9月12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介绍， 中国

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从2018年的17%

提高到2023年的29.7%， 五年时间提

升近13个百分点。

上市公司财报折射出个人健康关

注度快速提升， 健康消费需求持续旺

盛。“体检第一股”美年健康2024年半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体检客单价

保持稳定提升， 且个人客户贡献的收

入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23%提升至

33%。

业内人士表示，消费新场景涉及

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这些因素相

互融合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以电解质

饮料的消费新场景———骑行为例，京

东发布的 《2024上半年体育消费报

告》显示，上半年骑行运动持续火热，

京东线上骑行运动产品购买用户数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五成， 公路车、骑

行服、骑行穿戴装备及相关配件的成

交额分别同比增长 141% 、127% 、

80%。

户外露营热潮涌动， 为鹌鹑蛋等

休闲零食创造了消费新场景。 艾媒咨

询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露营经济”

核心市场规模2025年将上升至2483.2

亿元， 其带动的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将

达14402.8亿元。

相关企业做足功课，以抓住消费

新场景带来的机遇。 民生健康董事

长竺福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

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 膳食营养

补充剂相关产品逐渐成为健康消费

的必需品。 面对新需求，公司深入分

析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身体机

能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等，根据《中

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科

学制定配方，推出了细分品牌“21金

维他倍+” 。

挖掘新需求需要精耕细作。“企业

要找准赛道， 深入研究目标消费人群

的习惯和偏好。 需求点研究透彻了，才

能更快速打动消费者。 ”张磊表示。

丰文姬表示：“我们构建了健康产

品研发体系和先进制造基地， 推出了

多个行业首创或领先的产品， 如无抗

鹌鹑蛋、溏心鹌鹑蛋等，通过研发创新

持续升级迭代产品， 满足消费者对高

品质健康零食的多样化需求。 ”

加快培育消费新场景

“要主动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

费潜能。 ”张杰表示。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

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 围绕餐饮消

费、文旅体育消费、购物消费、大宗商

品消费、 健康养老托育消费和社区服

务消费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

旨在加速推动消费场景应用升级和数

字赋能， 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

长点。

体育运动项目众多， 消费场景

丰富，溢出效应明显。京东发布的报

告显示， 体育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上半年，户外鞋服、体育用品、户

外 装 备 的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速 均 在

150%以上。

从养老服务市场看， 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老龄人口增加

1697万， 达2.97亿人， 占总人口的

21.1%。 平安证券认为，老龄化程度仍

在加深， 养老服务及公共设施适老化

改造等加快扩容升级，大力发展“银发

经济”正当其时。

业内人士认为，培育新场景，要密

切跟踪消费需求的变化。 中国消费者

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随着生活水平

与健康素养显著提升， 人们在健康领

域的消费观念与需求发生了如下变

化：追求更高品质、更具个性化的健康

产品和服务；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

身运动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 康复

理疗方面的需求逐渐上升。

比如，近年来阿尔山着力打造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场景， 集合

观光、餐饮、娱乐、研学等多种业态，

形成一站式综合性消费体验，自驾、

休闲、康养、度假等各类游客纷至沓

来。 今年1月至8月，阿尔山游客接待

量达383.0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01

亿元。

“培育新场景， 首先要捕捉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从供给端精准发力。 ”

丰文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即

便是鹌鹑蛋这个品类， 也同样存在多

元化的消费。基于不同的原料、加工工

艺、产品形态、包装方式，公司可以实

现多元化供给，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

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