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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口一季度
吞吐量双增长

近日，山东港口发布

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

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

增长6.3%，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增长7.6%，货物吞吐

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

增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摄

““下一站下一站，，重庆重庆””
茶颜悦色能否重现长沙街头的辉煌茶颜悦色能否重现长沙街头的辉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陷入发展阵痛期

茶颜悦色创立于2013年，
是长沙本土茶饮品牌，因主打
中式茶饮风，刚一出道就席卷
了当地茶饮市场，很快与臭豆
腐齐名，成为长沙美食新地标，
常挂热搜榜，吸引无数消费者
去长沙打卡，堪称奶茶界的网
红顶流。

在长沙深耕了8年多的茶
颜悦色，在湖南省及其周边地带
密集布店，真正做到了“十步一
茶颜”，尽管如此，每家茶颜悦色
门店仍旧人满为患，甚至有人还
愿意花钱请人“代排队”。

然而，即便顶流如茶颜悦
色也扛不住疫情的猛烈冲击，
在过去一年的发展并不顺畅。
去年11月，茶颜悦色临时关闭
几十家门店，官方表示这是第
三批集中临时闭店，此前两次
分别是年初的就地过年时以及
7月底疫情反复的阶段，并强调
一些密度过高的区域临时闭店
将是常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茶
颜悦色此前过度扩张也埋下了
的隐患。2018年，茶颜悦色在
长沙只有70家店，此后两年迅

速开了200家，其中仅2020年
便在长沙核心商场开了 120
家。此次大规模闭店前，仅在
长沙茶颜悦色就有近500家门
店，在长沙网红步行街茶颜悦
色的开店数，甚至达到十几家。

“无序扩张带来的店铺密
度过高，在同一个区域开设相
同品牌店，势必瓜分门店物理
位置的流量。”资深餐饮从业者
王昊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当
流量无法满足门店盈利要求，
茶颜悦色为保盈利只能选择关
闭部分门店。

闭店也只是连锁反应的导
火索，闭店后，部分员工无法满

足正常工时，导致员工对薪资
不满意，上演了一出员工与创
始人互怼的大戏。

今年年初，茶颜悦色宣布
涨价，对旗下大部分奶茶产品
普调1元，其中栀晓涨价2元，
并在其官微中解释，市场上原
材料和其它成本逐年走高，之
前积累下的红利，也扛不住一

系列的叠加成本，
故此涨价。

看来，曾稳稳
盘踞长沙商圈的
茶颜悦色也陷入
了发展的阵痛期。

瞄准网红城市

重庆

当发展陷入
瓶颈，“走”出长
沙寻找新的增量
市场便成目标选
项，茶颜悦色的策
略似乎也不难理
解了。

在业内看来，
茶颜悦色“走”出
长沙的背后也透
着一股“不得已而

为之”的意味。一方面，新茶饮
行业本就已经进入了增速放缓
阶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
的《2021新茶饮研究报告》显
示，未来2—3年，新茶饮整体
增长速度将放缓，预计为10—
15%；另一方面，尽管茶颜悦色
在长沙一直有主场优势，但长
沙并不是独属于茶颜悦色的领
地，近年来，喜茶、奈雪、蜜雪冰
城等品牌纷纷入驻长沙，柠檬
茶等垂类品牌从新茶饮中独立
出来，再加上传统的coco、一
点点等奶茶品牌压力，茶颜悦
色着实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疫情常态化下，消费的总需求
本来就有所下降，面对着疫情叠
加茶饮市场内卷下的寒冬，茶颜
悦色的本土红利已经难以为继，
茶颜悦色逆势向外拓展布局或
许可以减小其本土竞争压力，同
时，也是在同类产品竞争中提前
布局其他城市的市场。”

此次茶颜悦色宣布将在重
庆四家购物中心开新店，可见
其下足了血本。对于此举，茶
颜悦色在其官方推文中表示，

“求生欲下的‘冒着胆子’‘着急
忙慌’，就是疫情反复下被逼着
求变的我们。鉴于当下疫情反
复，同时为了让更多闭店门店
的员工有事可干，需要进一步
去找寻更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的确更“大”。重
庆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拥有3000多万常住人口，2021
年GDP突破2.7万亿元，是中
国夜经济排名第一的城市、全
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
批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
同时，也是旅游界新晋崛起的
网红城市。对于寻求突破的茶
颜悦色来说，的确是一块不小
的蛋糕。茶颜悦色的公号表
示：“2020年我们前往的武汉，
如果说是加大版的长沙，2022
年的重庆的体量更是一个加加
大。于我们来说，是脑补不出
的大。”

虽然茶颜悦色如今在武汉
市场也初具规模，门店数量超
80 家，武汉与长沙仅一江之
隔，仍处于其大本营的辐射范
围之内，而除武汉外，去年4月
茶颜悦色曾短暂登陆深圳，开
张时万人追捧，深圳文和友一
度引发五万人排队景观，催生
的黄牛代购高达200元一杯，
然而，仅入驻五个月，茶颜悦色
便宣布退出深圳。

因此某种程度来看，这次
远“走”重庆，才是茶颜色真正
开始全国化布局。

走出长沙背后的野心与挑战

纵观茶颜悦色的发展轨
迹，不论是长沙的“十步一茶
颜”，还是一口气连下重庆四家
购物中心，都难掩茶颜悦色的
野心。

茶颜悦色不再死守华中，
转而开始发力布局全国市场，
但其稀缺性也会逐渐消失，因
此，它还能否继续重现往日长
沙街头疯狂排队的盛况？

在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
人徐雄俊看来，这还要看茶颜
悦色的定位和具体运营，在于
其是否有精准的定位，能否找
到消费者非买不可的理由。同
类生态竞争惨烈，不管是价格
战、流量战，还是促销战，必须
找到自己非常精准的定位，才
能真正赢得挑战。

要知道，茶颜悦色在长沙
爆火的原因之一就是性价比极
高，在奶茶动辄三四十元一杯
的年代，一杯茶颜悦色仅需十
几元，不仅价格实惠，味道还不
错，因此深受年轻人热捧。这
都得益于茶颜悦色在长沙的本
土优势，早已形成了密集的门
店网络和完整的供应链，将品
牌的内部物流成本、原材料损
耗、管理成本、宣传成本都降到
了最低。

因此，在王昊看来，供应链
是否完备、门店扩张是否可以
标准化执行，以及门店扩张带
来的成本压力都是茶颜悦色的
跨地域拓展或将面临的挑战。

同时，茶颜悦色进入重庆
除了要面对喜茶、奈雪的茶等
全国性新式茶饮品牌的竞争，
还有与当地其他新式茶饮品牌
的竞争，比如，重庆本地市场的
奶茶巨头——一只酸奶牛、豆
吉汤圆奶茶，二者在当地深受
喜爱且门店数量也不少。

此外，在竞争激烈的奶茶
市场，茶颜悦色能成功占据中
国奶茶市场的一席之地，并且
在网络上爆火，迅速成长为网
红奶茶品牌，其中不乏其区域
性饥饿营销的功劳。“这种营销
手段在第一次用的时候效果最
好，但再想反复使用的话，效果
肯定会大打折扣。”张雪峰指
出，当消费者心里对某个产品
已经有所预期时，其吸引力就
会大大减小，想要再借此引流
不太容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市
场永恒不变的定律。茶颜悦色
想要重现长沙街头的辉煌，似
乎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闭店潮”后，长沙本土茶饮品牌“一哥”茶颜悦色高

调宣布：下一站，重庆。

近日，茶颜悦色发布消息表示即将进军重庆，目前已

经与重庆来福士、龙湖时代天街、龙湖北城天街、万象城

四个购物中心彼此达成意向，预计将于今年6月开业。

从“一杯难求”到大面积临时闭店、薪资争议、门店亏

损、涨价风波，茶颜悦色终于再也坐不住，开始寻找新出

路。在业内看来，此举算得上“豪赌”，毕竟前有同类产品

的激烈竞争，后有跨地域扩张带来的供应链压力，能否重

现往日长沙辉煌还需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