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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如是 刘 钊

曾经养在深山人未识，如今款
款飘香在街角的咖啡店。

随着国产咖啡品牌的快速崛
起，云南咖啡“火出圈”了。

京东超市数据显示，以云南咖
啡为代表的民族咖啡品牌持续崛
起，从 2020 年到 2022 年，云南咖啡
在京东超市销量增长6倍，用户数量
增长5倍。星巴克、Manner等国内外
咖啡大牌含“云咖”量越来越高。另
据中研网披露，2021年全国咖啡豆
消费量 25.20 万吨。以云南咖啡当
年产量 10.87万吨计算，云南咖啡在
全国消费量占比约40%左右。

虽然日益受到市场青睐，云南咖
啡企业却并未摆脱成长的烦恼，仍然
面临融资和上市的重重困难……

从无到有
历经淬炼待长成

入口淡淡的苦，回味浓浓的香。
云南咖啡的生长之路恰如咖啡

迷人的味道一样回转绵长。
全球咖啡品种分别为阿拉比卡、

罗布斯塔和利比里卡，其中阿拉比卡
咖啡是世界咖啡产量最高的品种。
目前，云南地区种植最广泛的咖啡品
种是卡蒂姆，部分地区还有少量铁皮
卡和波邦等品种种植，均属于阿拉比
卡品种咖啡。云南咖啡因“浓而不
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独特风
味，被赞誉为全球质量最
好的咖啡之一。

“咖啡早在 19世纪末就已经进
入云南，而真正实现规模化生产则
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咖啡科学
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新纪元也由此开
启。云南咖啡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已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种植面
积、产量、农业产值均占全国的
98%以上，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球
0.82%和 1.08%，在国内具有独一无
二的优势。”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
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咖啡种质
资源圃，从事咖啡研究工作近四十
年的首席咖啡专家黄家雄向《证券
日报》记者讲述咖啡扎根云南和规
模化种植的情景。

20世纪 80年代，云南咖啡产业
发展经历了一段迷茫期，咖啡树经
常种了毁、毁了种，产业发展十分无
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988年，
雀巢为了降低南美洲咖啡种植基地
对咖啡价格的影响，将目光转向了
云南，通过启动咖啡种植项目等方
法开始在云南支持当地咖啡产业发
展。雀巢之后，卡夫、麦氏等咖啡企
业也相继在云南建立工厂收购咖啡
豆。行业巨头涌入的同时，云南本
土企业也在自力更生，谋求改变。
截至 1997年末，云南省咖啡种植面
积占到全国面积的 70%，产量占全
国的 83%，云南咖啡在中国咖啡产
业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咖啡在云南边疆地区的大范围
种植，带动了咖啡的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2011年，普洱市孟连县富岩

镇芒冒村佤

族妇女叶萍带领村民成立了孟连天
宇咖啡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是这家
合作社生产的咖啡豆，被作为特殊
礼物，于 2021年 5月份由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张军赠予了安理会的14
个成员国代表，让云南咖啡享誉海
内外。

记者走进这家合作社时，叶萍
正在与社员们一起打包加工后的咖
啡豆。再过不久，大量的云南咖啡
将通过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运抵国
内外市场。叶萍告诉记者，“通过规
模化种植，合作社种植户从刚开始
的 20余户发展至 280户，种植面积
也从最初的不到 500亩扩大至 2388
亩，咖农收入逐年提高。”

咖农们的规模化种植，使云南咖
啡种植面积由2008年的30多万亩迅
速扩展至2016年的175万亩左右。

然而，到了 2017、2018年，云南
咖啡又一次经历了挫折。受国际咖
啡期货价格的影响，云南咖啡生豆
价格一落千丈，一直在 13元/公斤至
15元/公斤上下浮动，这一价格甚至
已经低于成本价。谷贱伤农，部分
咖啡产区的咖农不得不挥泪砍掉咖
啡树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云南咖啡
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下滑，咖啡产
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期。

政策引领
咖啡树长出“金豆豆”

相较于全球咖啡总产量，云南咖
啡产量占比极小，无法参照世界咖啡
主产区的模式进行发展、难以抵御外
部市场变化的冲击，制约了云南咖啡
产业的发展壮大。尽快找到适合云
南咖啡的发展之路，提升本身价值，
成为产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推动咖啡产业有序发展，
云南省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云南省
咖啡产业发展规划(2010-2020年)》

《关于加快咖啡产业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关于推动咖啡
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提升若干政策
措施》等一系列文件，根据云南咖啡
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具体情
况，针对性地提出目标、措施，引领
云南咖啡产业健康发展。

其中，2017年出台的《意见》指
出，要把云南省建设成为世界优质咖
啡豆原料基地、全国最大的咖啡精深

加工生产基地、咖啡豆交割仓和贸易
中心，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
代咖啡产业体系，实现从咖啡原料大
省向咖啡加工、咖啡旅游、咖啡贸易
和咖啡文化强省的转变。

这一重要决策，彻底改变了云南
咖啡专注于种植端低水平发展的格局。

云南咖啡产业的多位从业者对
记者感慨道：“政策的出台指引了我
们发展的方向，也让咖农对咖啡产
业链的价值分布有了更清晰的认
知。”事实的确如此。云南咖啡上游
种植环节的增值空间占整个咖啡产
业价值链的 1%，利润极低；中游深
加工的增值空间也仅占整个咖啡产
业价值链的 6%；下游流通环节的集
中度非常高，利润也较高，增值环节
占咖啡产业链的93%。

必须面对现实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强链条，补短板。

通过咖啡规范化种植、咖啡果分
级采摘、咖啡豆集中处理筛选等有效
措施，云南咖啡豆精品化率得到有效
提升，云南咖啡豆价格也不断刷新纪
录。2023年3月份，云南咖啡生豆市
场综合平均价达到27.1元/公斤。

保山市隆阳区潞江坝镇新寨村
党支部书记王加维高兴地告诉记者，

“2022年新寨村咖啡农业产值 1.2亿
元，咖啡豆成了致富的‘金豆豆’，实
现新寨村集体、咖农与企业的共赢。”

云南咖啡产业迈开了高质量发
展的步伐。

三产融合
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品味咖啡，是时尚的生活、生活的
时尚。咖啡的味道，怎能没有文化？

云南省“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现代咖啡产业体系”的三产
融合发展战略，让企业清醒地意识
到，三产融合发展不仅能拉长价值
链条，还能有效提高产业的含金
量。除了咖啡种植及初深加工的融
合外，咖啡产业还要在消费运营环
节树立精品意识，丰富文化内涵。

一批精品咖啡庄园相继涌现，
带动特色模式蓬勃发展。

在云南咖啡主要产区之一的保
山市，隆阳区潞江坝镇新寨村被誉为

“中国咖啡第一村”。记者登上高黎
贡山麓观景台，新寨村万亩咖啡种植

田的景色一览无余，恰逢收获季节，
层叠的青翠叶片下满是咖啡硕果，在
这里，人们可以体验到富有咖啡特色
的农家乐，并为咖啡赋予新的价值。
而在保山市比顿咖啡庄园，体验咖啡
采摘、手制咖啡的游客随处可见，公
司副总经理赵琴香正在向参加咖啡
全产业链体验的游客讲解咖啡加工
工艺……2022年保山市咖啡庄园累
计接待游客 10万余人次，旅游收入
5000多万元。

以新理念提“质”、新模式抓
“融”、新业态促“销”、新发展带
“富”，云南咖啡产业通过建链、补
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加
快形成。

云南咖啡一路走来，曲
折回转，终于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发展道路。

今天云南咖啡在消费市场上的
“火出圈”，说明其知名度在不断
提升，也说明消费者对于国产
品牌的喜爱和支持。但是，
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和
连接一二三产业发展的特色产
业而言，云南咖啡仅有眼下的“火出
圈”还远远不够。

云南咖啡行业协会会长李晓
波的担忧不无道理。他告诉记者，

“云南咖啡虽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认可，但品牌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
还有待持续增强。我们想提升云
南咖啡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但暂时
还没有一个品牌能完全代表云南
咖啡，这也体现出产业的薄弱，需
要更多资本力量助力云南咖啡产
业发展。”

云南咖啡产业需要提升影响力，
培育知名品牌，亟须更多产业资本加
持。唯有产业链得到进一步优化，相
关企业才会有更高质量的发展。

3月 29日，工信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 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
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
产业的指导意见》，在特色农产品原
料基地中提及云南咖啡豆种植基
地，在重点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集群
中提及发展云南咖啡制品。

正在逐步成长壮大的云南咖啡
产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证券日报官网及两微一端已
同步推出视频报道《云南咖啡渴望
资本》，敬请关注）

云南咖啡“火出圈”之后怎么干

本报记者 李如是 刘 钊

在咖啡采摘季，记者来到云南边陲小
镇——普洱市孟连县。

穿过层叠曲折的山路，记者终于见到
了阿佤山深处的咖啡种植基地。强烈的阳
光下，铺满晒床的咖啡鲜果散发着浆果发
酵的气息。我们见证了如何从一粒粒鲜红
的果实萃取出黑色的咖啡液体，也深深体
会到，培育更高质量的咖啡是每位云南咖
啡从业者辛勤付出背后的不懈追求。

勤劳智慧的佤族姑娘叶萍热情地邀请
我们品尝今年成功结果的瑰夏品种咖啡
豆。在她自信微笑的背后，是从颗粒无收
到瑰夏满枝头的十余年艰辛。如今，她管
理的孟连天宇咖啡农民合作社已经占据云
南十大精品咖啡庄园一席。

保山佐园咖啡庄园创始人番啟佐也亲
自栽培瑰夏品种并已实现量产，在知名精
品咖啡品牌的产品清单里创下了 10 分钟
售罄的记录，这也证实了云南这片土地能
够种出受市场欢迎的精品咖啡。

作为后继者，海归“咖三代”高洁在留
学时敏锐地觉察到咖啡消费巨大的市场前
景，学成归来后，她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
打理高晟咖啡庄园，并将企业向深加工和
消费端延伸。

“我想让自己的咖啡品牌代表中国咖
啡走向世界舞台。”老兵李洪方这句带着乡
音的话语一直在记者耳畔回响。虽已年逾
花甲，但金戈铁马的岁月磨炼了他坚强的
意志，战场归来的他旋即投身商场，又从雀
巢EDF部门总经理到转型只身创立赛纳咖
啡——赛纳一词取自英语“sino”，代表“中
国”。从中足见一名老兵的赤子情怀。

“等到我们上市之日，一定要来参加我
们的上市仪式啊。”调研采访结束之际，李
洪方高兴地和记者握手道别。

从普洱市孟连县到保山市隆阳区；从
广袤无垠的咖啡种植地到现代化走精品路
线的咖啡庄园；从小镇中的文艺咖啡馆到
机械化、智能化的咖啡加工厂；从佤族妇女
叶萍到海归“咖三代”高洁，在彩云之南，有
这样一群热血投身咖啡事业的“追梦人”，
他们坚定的目光深深印刻在记者心中。有
这些人的坚守和努力，相信云南咖啡产业
很快将诞生第一家上市公司。

咖啡香浓
离不开事业“追梦人”

本报记者 刘 钊 王 君

云南咖啡“火”了，不但受到消
费者的追捧，也开始受到资本青
睐。今年3月份，云南咖啡品牌“四
叶咖”和“嗨罐咖啡”相继获得巨额
融资；去年5月份，云南咖啡品牌“花
田萃”也完成天使轮融资。

“香飘”万里的云南咖啡虽然获
得了资本助力，但咖啡企业上市仍
然道阻且长。

千里马盼望插上“金翅膀”

作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典型案
例，四叶咖从偏居一隅走向全国市
场，至今已在云南、贵州等省份开
出53家门店。2021年底，

四叶咖在30多家资方中选择了天图
投资和内向基金。

“再牛的千里马，也需要插上资
本的翅膀。”四叶咖创始人李俊伟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天图投资合伙人李康林也对记者表
示，“四叶咖作为云南本土咖啡品
牌，在环境、物理半径上有优势，且
审美更贴近中国人。”

不过，像天图投资、内向基金这样
进入云南咖啡产业的资本还是少数。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介绍，
目前云南咖啡产业以种植和初加工为
主，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且利润水平低
于消费端，对于资本的吸引力不足。

云南思茅北归咖啡有限公司总经
理邓家录从事咖啡规模化种植已有35
年，一步步走来，公司种植面积增加到

6000多亩，每年销量达到7000
吨。他对记者坦露心声：“从
咖啡种植、采摘再到初加

工，我们需要合

作伙伴给予资金支持，在之后的咖啡
深加工乃至品牌延伸等更远的路上给
公司指明发展路径。”

事实上，云南咖啡企业已经走
在探寻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在中咖
咖啡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大量机械
生产线已形成智能化咖啡加工厂雏
形，技术和工业发展带来的高效生
产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借助互联网
电商平台的力量，目前中咖咖啡已
做到全网咖啡品类销量前列。

对于推动资本进入云南咖啡产
业，张毅建议，一是国有资本可以发
挥引领作用，带动民间资本进入；二
是进一步提高产业附加值，完善云南
咖啡产业链；三是发挥原产地和成本
优势，运用社交媒体扩大品牌影响
力，让云南咖啡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咖啡企业逐梦前行

多年来，云南咖啡从业者一直
都有着一个上市梦。

2017年，云南省发布的《关于
咖啡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
一家产值100亿元至200亿元的咖啡
全产业上市公司。然而，这一目标
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

早在2012年，志在打造“中国咖
啡第一股”的后谷咖啡曾一度进行
上市辅导，但在引入投资方后，不仅
没有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反而陷
入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和足以拖垮
公司的纠纷之中。此后，再无云南
咖啡公司试水资本市场。虽已时隔
多年，每每记者与云南咖啡从业者
提及后谷咖啡时，这些“咖啡追梦
人”仍为后谷咖啡上市失败惋惜。

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
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
度规则，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历史
性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咖啡追
梦人”燃起新的希望。

“长远来看，上市流程的简洁、
审核注册效率的提升以及可预期性
的提高将有利于云南咖啡企业上
市。”咖啡金融网创始人陶健向记者
介绍，不过，云南咖啡企业上市也面
临一些问题，咖啡产业由于农业用
地性质的问题，一产企业很难直接

上市，二产和三产企
业均偏弱，

年营收超过1亿元的咖啡企业仅3
家，还未有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

记者调研采访发现，在诸多困难
面前，绝大多数咖啡企业并没有退缩。

在赛纳咖啡加工车间见到公司
创始人李洪方时，他正在指导工人
烘焙，虽已年逾花甲，但精神矍铄，
凡事仍亲力亲为。“我很明确我现在
要做的就是完善咖啡产业的深加工
环节，而这需要资金、技术和设备的
投入，能做到这一点，上市便水到渠
成。”李洪方说。

“我们有相当的耐心等待资本
的‘种子’植根发芽。”谈及推动新寨
村咖啡产业上市，保山市隆阳区璐
江坝镇新寨村党总支书记王加维眼
中闪烁着光芒。此外，他还详细地
向记者阐述了从咖啡村逐步发展成
为上市公司的规划。

尽管每个人的“咖啡梦”各不相
同，但做强中国咖啡产业是大家的共
同心声。陶健表示，“如果云南咖啡
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将给咖啡企业带
来更多资金，可用于扩大规模、市场
推广、技术研发、团队建设等；对云南
咖啡品牌也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让
更多消费者了解云南咖啡，也会
让更多的专业人才投身云南
咖啡产业发展。”

资本“闻香”而来 企业上市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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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咖啡为什么“火出圈”？又为何“点不燃”投资界？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云南咖啡主产区，“零距离”感触

云南咖啡生长的脉络，探寻云南咖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