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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幕后】
单靠“情怀”还欠火候：没那么简单

群雄逐鹿，鹿死谁手？
咖啡杯里的战争正在升级， 新一轮圈地暗潮

涌动。
2018年起，王女士就在长沙芙蓉中路经营一家

集盒咖啡店。对手陡增，她认为，驱动咖啡市场快速
成长的是消费习惯悄然改变，咖啡渐成潮流饮品，其
高频、刚需、成瘾性的特质突出，“喝咖啡正变得更生
活化，也具有社交功能，咖啡消费从原来的速溶、即
饮向高品质升级。”

德勤中国在《2021中国现磨咖啡行业白皮书》
中提到，中国年轻人年均咖啡消费量，一线城市已达
到326杯，二线城市261杯，接近成熟咖啡市场水平。

湖南人的消费热情向来不落人后。 通过企查查
进行关键词检索发现，成立年限在1-3年，注册地位
于长沙，与“咖啡”相关的住宿餐饮类企业多达439
家。而如果把成立时间拉长至近3年内，这一数字则
增长至686家。

柠季长沙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沙咖啡市场
发展迅猛， 一方面是因为全国咖啡消费市场都很火
热，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品牌涌入咖啡赛
道。另一方面，长沙人对吃喝玩乐的热衷，以及低房
价释放出的消费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循守旧的产品，很难获得年轻人青睐。”该负
责人指出，创新必须跟上。年轻消费者个性鲜明，影
响消费决策的因素非常多，因此，做好产品、渠道、供
应链、品牌、设计，都是从赛道突围的必要条件。

“咖啡饮品渐趋主流，但其低门槛、同质化竞争
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电商
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创立一个品牌不难，难的是怎么
吸引客流量和守住客流量。 因为咖啡复购率很高，
“单靠情怀还欠火候， 但表达情怀需要营运能力。产
品的创新、供应链、人员招聘与培训、咖啡品质把关、
供应商管理等都需要专业能力去操作， 去实现整体
运作。”

欲言又止的低调装
修，各种产地的精品豆
子， 安静文艺的店内环
境， 不紧不慢的出品速
度。 这或是你对长沙众
多咖啡店的标准印象。

作为饮品届中一马当先的佼佼者，咖
啡正快速抢占着“一天一杯”的饮品市场。

除已在长沙广泛布点的星巴克、瑞
幸等品牌外，如Tims、代数家、Lavassa
等众多过去较少听闻的连锁品牌， 也开
始竞相逐鹿长沙。

同时， 一些精通咖啡或曾在大赛获
奖的咖啡师们，也开始了创业之路。据不
完全统计， 长沙已有三百余家精品咖啡
店，他们也在摩拳擦掌，期待与资本加持
的大牌们正面交锋。

【本土迎战】
本地“大咖”无惧巨头：重个性懂长沙

国际强龙集体登陆，本土势力蓄势待发。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沙已有三百余家精品

咖啡店。面对强敌，本土品牌以自己的咖啡美
学对战，渴望在大战中收获资本青睐。

Moungar�423是长沙最早期的精品咖啡
店之一。老板Jeff来自台湾艋舺，2006年，他放
弃了风生水起的IT事业，在人民路开店，而4月
23日是他的生日，这也是店名的由来。

“传统美式13元，榛果拿铁32元，这两款是
我们门店的特色。”Jeff一直想为长沙咖啡行业
培养新人，他持续从店里的优秀员工中挑选人
才，鼓励他们开设分店当老板，如今在长沙已
经开设了4家门店。“我们注重咖啡香、书香、人
情香，要保证顾客喝到最新鲜的咖啡，精心挑
选合适的书籍供顾客取阅， 教顾客选择咖啡、
品味咖啡等。”

与Moungar�423的风格不同，位于省展览
馆里的Deeer�Cafe，是日系风格的社区咖啡馆，
木框的落地玻璃窗让人耳目一新。 老板云
女士热情介绍，开店10年以来，店里主打手
冲咖啡，“我们更注重个性化， 常备有七八
种不同的咖啡豆， 会根据客户口味提供相
应产品。”

不仅如此， 新茶饮行业也在尝试模糊
咖啡与茶的边界， 将咖啡作为突破口，成
为解决新茶饮发展的解药。

近日，柠檬茶品牌“柠季”发布消息
称， 将全资控股投资咖啡品牌“RUU”。
“RUU创始团队成员由前星巴克与字节
系员工为主。”柠季相关负责人坦言，目
前RUU以直营为主， 待开门店数预计
超过5家，主要分布于湖南长沙。

喜 茶 不 甘 人 后 ， 也 推 出 了
16-25元的拿铁系列。 价格亲民的
蜜雪冰城嗅觉更为灵敏，早在2017
年就开创了子品牌“幸运咖”，一
杯现磨咖啡的价格仅需5元就
能买到。

咖啡杯里掀热战：“强龙”PK“地头蛇”
长沙咖啡江湖最近很热闹：国际品牌星城抢滩，本土“大咖”不服迎战

新消费风口上，咖啡从未离席，赛道一片火热。
IT桔子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咖啡领域相关项

目融资事件共有15起，包括重获新生的瑞幸，到速
溶赛道上的“网红”三顿半、永璞以及时萃等。

赛道已很挤，不缺新玩家。从喜茶、奈雪的茶到
蜜雪冰城、CoCo，众多茶饮品牌将咖啡加入菜单，包
子界老字号“狗不理”、运动巨头李宁也相继投身。
就连看起来完全不搭界的中国邮政、中石油、中石
化等传统品牌，都跨界卖起了咖啡。

“中国咖啡市场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开
启了疯狂的行业内卷。”正如不少业内人士所言，诸
多巨头涌入，看似琳琅满目却又面目雷同，消费者
真能喝那么多咖啡吗？

即使站上风口，要飞起来，也得有翅膀。
不可否认， 市场已经进入品质化消费阶段。这

时品牌只有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 建立自身的壁
垒，才能最终破局。而咖啡行业的核心避雷无外乎
是：具备很强的前端供应链、咖啡师培训管理、消费
者口味研究、 门店客群选择以及产品品控等能力。
唯有如此，才能找准市场，唤醒增量，找对中国人的
舌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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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展览馆里的Deeer�Cafe门店，店员正
在准备咖啡和甜点。

【大牌抢滩】
国际品牌接踵入城：不服来战

手中这杯，不止咖啡。
5月21日，又一个慵懒的周六午后，长沙市

民聂晓灵依旧习惯去芙蓉中路的星巴克闲坐，
点一杯最爱的燕麦丝绒拿铁，坐在落地窗前看
车来车往，“阳光温暖，音乐舒缓，配上这淡淡的
咖啡香，摊开一本书，时间都会慢下来了。”

对品饮之人，精致而文艺；对经营之人，战
事已升温。

“长沙咖啡市场大体经过了两个时期。第
一代是1990年代后期出现在长沙的咖啡餐
厅，包括上岛咖啡、老树咖啡、咖啡之翼等。”经
营了8年咖啡店的莫先生回忆，2010年， 星巴
克进入长沙市场， 开启了长沙咖啡市场2.0时
代。如今，就连Tims、代数家、Lavassa等国际
连锁咖啡品牌也开到了长沙各大商圈、交通枢
纽以及高校地带。

今年3月1日，跨越120多年的意大利咖啡
品牌———Lavassa在凯德壹中心开业，这也是
它在长沙的第四家店。

凯德壹中心咖啡师胡先生说，门店更像是
一家迷你意式咖啡博物馆，主打产品是三款经
过研选搭配的经典咖啡豆，埃塞俄比亚单品豆
KAFA、Gold�Selection黄金精选拼配豆、i-
Tierra哥伦比亚拼配豆，“不过，店里卖得最好
的是鲜奶拿铁，月销量大约为400多杯，一杯
29元。 滚烫的意式浓缩咖啡缓缓倒入热牛奶
中，满满的仪式感。”

两个月前， 在位于芙蓉中路的华创广场，
Tims咖啡也正式开业。这家入局中国3年的北
美咖啡品牌，在长沙已经开设了2家门店，口碑
与销量均不错。5月19日上午10点半， 店内已
落座不少顾客， 工作人员拜小姐正准备饮品，
“我们的爆款是浓醇系列拿铁和当季新品生椰
冷萃。4月26日新上市的生椰冷萃， 不足一个
月已售出一千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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