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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11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118749亿元，同比增
长15.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8056亿
元，增长 13.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24.5%；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穿类
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8.8%、11.1%和13.1%。

“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衣
食住行的刚性消费，而是涌现出很多新消费，这
些新消费会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市场进
一步壮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
所所长王微表示，前 11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4.5%，一
些创新形式，比如直播带货，对整个消费的带动
力更加强大。同时，今年比较重要的是数字创
新加快向线下赋能，推动线下渠道的创新和进
一步分化，比如最近几年的生鲜O2O销售、智慧
菜场、社区团购等，都是数字化新型销售渠道。

受益于国内消费升级和供应链优势，2021
年新消费品牌延续快速发展态势。德勤研究数
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新消费品牌募资已经超
过509亿元，接近去年全年的六成。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连
锁餐饮行业报告》显示，从细分赛道来看，小吃
快餐、咖啡、茶饮等领域的融资数量最多，受到
资本青睐。

大量新消费品牌
获得资本助力

发展新消费是大势所趋。在数字经济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消费迎来了政策红
利。“我们国家的数字消费已经代表了新的消费
趋势和消费方向。”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科技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晓明近日表
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和新消费相关的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字社会的建设应该构建智
慧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构建内需、外需相
互结合的双循环体系。“十四五”时期，生产型的
经济向生产和消费并重型转变，新消费在其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企业品牌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政策的扶
持，2021年资本持续加码，瑞幸咖啡、文和友、喜
姐炸串等多个新消费品牌接连获得多轮上亿元
融资。其中，去年成立的调味品品牌三餐有
料，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完成三轮融资；成立
近三年的夸父炸串也在年内完成3轮融
资；自嗨锅也于 4月份宣布完成逾亿
元的C++轮融资。

除了小吃快餐赛道外，粉面赛
道亦收获资本青睐。仅今年上半
年，面食赛道就发生融资 12起，
融资总额达 10.11 亿元，和府捞
面、遇见小面、五爷拌面等品牌
相继获得融资。米粉市场方面，7
月16日，贵州米粉品牌贵凤凰完成数千
万元A轮融资，三个多月后，公司又宣布
完成千万元A+轮融资。

“与网红食品相比，米粉的生命周期
更长，生命力也更强，基础受众人数多，
品类认知度也高。”贵凤凰创始人陶婷婷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贵
州米粉、湖南米粉、广西米粉、江西米粉
等各省米粉品类都有自己的基础受众，
有各自生存扎根的土壤，拥有较大市场

发展空间。
霸蛮米粉 6月底宣布完成亿元 C轮融资。

在此之前，已经完成6轮融资。霸蛮米粉创始人
张天一预计，今年营收有望达到10亿元。

“中国米粉消费拥有坚实的市场基础与较
大的市场规模，资本的加持会推动行业加速集
中。”在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看来，以
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质量的保证，以品牌化与连
锁化推动销售与服务终端的发展，以此实现行
业、企业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同程资本投资总监刘光明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消费的核心要素是人、货、场，而这
三要素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Z 时代逐
渐进入社会，并且具备购买力，这是人的要素
发生了变化；技术、健康等需求让原来的品
牌、产品都有了被重新改进的可能性；更重要
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线上平台和线下
渠道的效率大幅提高，这就是大量新消费品
牌诞生的核心本质。”

在刘光明看来，资本会一直关注消费行业，
没有一个品牌可以独大，每个细分方向都有很
多机会，“不过，未来资本对新消费品牌的热度
会下降，市场将逐渐回归理性，回到商业最基础
的诉求——盈利，而不是持续的补贴烧钱。在
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分化，一些真正有品牌力的
产品会沉淀下来，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另一些可
能会消失或被兼并。”

Z世代
成为消费市场主力军

随着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餐饮消费领域
品类不断细分，小酒馆受到年轻人追捧，老乡
鸡、湊湊火锅、星巴克、奈雪等餐饮企业纷纷跨
界布局。而定位于“做年轻人喜爱的酒馆”的海
伦司，于9月份登陆港交所。

小酒馆为什么能迅速出圈？“从市场需求来
看，随着新一代年轻消费者走入职场，低度酒的
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与上一代人相比，95
后的饮酒习惯和需求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多
的是追求压力释放和微醺，同时对酒的适口
性要求较高。”上海市大古外滩小酒馆
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从城市特性来看，三四线城市的
小酒馆可能会考虑商场店，但一
线城市会以社区店为主，因为

小酒馆本身就是一种近距离社交的场景，只要
客流量够，社区店是更适合的一种方式。”

《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从
消费人数和人均消费水平来看，90后、95后都呈
持续增长态势，95后的人均消费增速提升最快。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理念和
消费习惯发生了新的变化，千禧一代和 Z世代
的年轻消费者自我意识更强，彰显个性特征的
品牌和服务受到追捧。

同样受到Z世代消费者青睐的还有各大网
红、国潮品牌。在抖音、小红书大量打卡视频、
笔记的带动下，烘焙品牌墨茉点心局走红，成为
资本的宠儿。天眼查App显示，墨茉点心局于
2020年 6月份成立，短短一年内获得来自清流
资本、番茄资本、源来资本、今日资本的五轮投
资，累计金额数亿元，估值达20亿元至30亿元，
单店估值超过1亿元。

“消费的新增长动力逐渐由中产阶级转变
为 Z世代人群，消费理念也从关注性价比的节
俭原则转变为快乐原则。”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
委员会委员赖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Z世代
更关注品牌设计、文化、理念等，定位准确的品
牌会很快成为网红品牌，被消费者认同。

此外，随着“她经济”盛行，围绕女性消费需
求的产品受到关注。继茶里、茶小空等袋泡茶
品牌相继完成融资后，今年 7月份，新女性茶品
牌“胶囊茶语”宣布完成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
此外，女性的消费相对感性，对产品的颜值尤其
关注。三顿半、元气森林等新消费品牌的流行，
产品颜值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视频种草+直播变现”
助力新消费品牌崛起

同样被Z世代改变的，还有商业模式。
今年“双 12”期间，抖音电商累计直播时长

达 2208 万小时，累计观看量达 279 亿次。抖
音、快手电商迅速崛起壮大，已经成为新品牌
造声势的首选平台，就连董明珠的秘书孟羽童
都在抖音注册了名为“明珠羽童精选”的账号。

2021年 4月份，抖音电商首届生态大会举
行。会上，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给出了抖音的
定位——兴趣电商。即一种基于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满足用户潜在购物兴趣，提升消费者
生活品质的电商。

一批“抖品牌”正在崛起，抖音电商
公开资料显示，通过其开启的“抖
音新锐发布”“抖品牌”等活动，
一批新锐品牌在声量、销量上
实现爆发。

新消费品牌通过抖音
电商打破了传统店铺的概
念，不再受限于店铺数量，

定向将视频/直播推送

给感兴趣的人。抖音电商调研显示，很多用户
在消费前并没有明确计划，他们在抖音电商里
购物就像逛街一样，是被商品激发
了兴趣。在康泽宇看来，目前
市场还未很好地满足这部
分需求，这是抖音电商
的发力方向。

抖音电商服务
商负责人张浩表
示，未来十年是
中国消费者的
黄金十年，也
是中国新锐
品牌的黄金
十 年 ，在 这
个十年要成
为长效经营
的赢家，品牌
一定要从产品
和内容出发，重
视内容经营，优
化货品供给，强化
消费场域建设。

抖音、快手的“视
频种草+直播变现”已然成
为新消费品牌崛起的一剂催
化剂，也让消费者需求从特殊节点
回归日常。

本地生活社区团购
加速洗牌

兴趣电商抓住用户的碎片时间，实现从“流
量”到“留量”到“销量”的转变，拼团社交则成为
线下新零售的风口。

疫情背景下，本地生活服务和社区团购发
展迅速，消费者手机下单买菜买肉的情况越来
越普遍，生鲜电商、社区团购成为最拥挤的赛道
之一。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内有300多家社区
团购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巨头与资金的涌入，目前社
区团购行业已经从以兴盛优选等创
业公司为主导转变成以美团、拼多
多等综合平台为主导的模式。”海

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
移 ，兴 盛 优
选 等 创 业

公司的先发优势会逐渐消失，因为与平台公司
相比，前者在管理水平、技术能力上有一定

劣势。
2021年，生鲜电商、社
区团购行业喜忧参

半。每日优鲜、叮
咚买菜上市，多

点新鲜、美菜
网频繁传出
上市消息，
兴 盛 优
选、兔子
鲜生接
连完成
融 资 。
但与此
同时，也
有 平 台
离场，同

程生活破
产、食享会

人去楼空、橙
心优选大面积

收缩市场、美菜网
陷入裁员、撤城风波、

饿了么旗下B2B食材配送
平台“有菜”和一度跻身生鲜电商

平台“独角兽”企业之列的呆萝卜停业、淘
菜菜退出贵州市场、十荟团降薪裁员……不难看
出，烧钱换市场的模式并不能长久，社区团购、生
鲜电商市场的新一轮洗牌正在加速。

“社区团购赛道全面进入巨头时代后，拼价
格成了常态，短期内谁也无法实现正向收益，而
用户端的服务创新、体验创新陷入停滞，整个行
业内耗严重。两极分化是社区团购的未来走
向。”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百
联咨询创始人庄帅表示。

当下，资本全面押注 Z世代消费潜力。一
些品牌主打内容社区商业化变现，形成内容创

作与消费联动，着力拓展平台差异
化价值，实现品牌整体商业

化繁荣。还有一些品牌
加码构建商业化生态，

以求抓住受众需求细
分的新风口。

2021年数字创新加快赋能线下，新消费品牌延续快速发展态势——

小生意频获大融资 资本全面押注Z世代新消费潜力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餐饮、零售等行业受到冲
击。好在，危机中有转机。今年9月份，商务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商务领域促消费重点工作的通知》，
提出14项促消费措施，其中，汽车、餐饮等是支持重点。

在政策扶持下，新消费品牌继续成为资本的宠
儿。易观分析数据显示，截至11月份，餐饮、食品、
酒水饮料等八大行业新消费融资事件数量共682
例，同期全行业融资事件数量共6790例，新消费领
域占比达10.04%，为近年来最高占比。另据睿兽分
析数据显示，截至2021前三季度，新消费行业获得
的融资金额已超2020年全年，且创出2017年以来融
资金额新高。

与此同时，传统经济消费模式被进一步打破，国
内新型电商消费逐渐兴起，其供应链环节日益完善，
使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

随之而来的变化非常明显，用户对于网上购物的

关注点逐渐从商品丰富度、性价比向商品质量方面转
移。无论是“双11”还是“双12”，购物节的战线越拉越
长，从全民“薅羊毛”到冷眼旁观，日趋理性的消费环
境开始催生新的平台。

网红“种草”、直播带货、智慧社区……互联网不
断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业态，这些新业态也逐渐发展
为一个个新的增长极。

在新业态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乱象产生。如社
区团购行业毛利低、补贴多，无序竞争给行业发展带
来隐患。2021年，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被再度强调，推进公平竞争成为行业发展的
底线。年内一系列监管措施出台落地，向市场释放了
规范发展的信号。

日益成熟的互联网产业在助推经济结构调整的
同时，也应在新的监管形式下，秉持守正创新、开放共
赢的原则，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王 君）

新消费成为热赛道 创新要先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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