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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新茶饮“第二股”争夺战悄
然打响。

近日，新茶饮品牌古茗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茗）、
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蜜雪冰城）向港交所递交
上市申请。

2021年6月，奈雪的茶正
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新
茶饮“第一股”。尽管2023年
12月茶百道港股上市获中国
证监会备案，但新茶饮“第二
股”的位置仍然空缺，现如今古
茗和蜜雪冰城也加入角逐，为
新茶饮“第二股”花落谁家增加
了悬念。

在业内看来，受政策和市
场内卷影响，新茶饮品牌扎堆
港股实属情理之中。行业竞争
进入下半场，品牌间的资本实
力、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等方
面将发生重大变化，或将迎来
重新洗牌。

行业内卷
加速新茶饮品牌上市

新年伊始，新茶饮赛道硝
烟四起，港股IPO排队的行列
中又多了两大品牌。

古茗向港交所递交的招股
书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古
茗收入 55.71 亿元，同比增长
33.9%，经调整利润（非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计量）为10.45 亿
元。2022年全年，古茗收入为
55.59亿元，经调整利润为7.88
亿元，其保荐人为高盛和瑞银。

同日，蜜雪冰城也向港交
所递表，联席保荐人为美银、高
盛和瑞银。据其招股书披露，
2022年全年以及2023年前九
个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6亿元、154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1.2%、46%。

是什么原因让两大新茶饮
品牌扎堆向港交所递交申请？

“古茗和蜜雪冰城扎堆上
市主要是因为行业内卷导致。”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
詹军豪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新茶饮市场近年来
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消费
者对茶饮的需求不断增长，市
场前景广阔。而古茗和蜜雪冰
城作为国内知名的新茶饮品
牌，上市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巩固地位，扩大品牌影
响力，以及获取更多的资本支
持。同时，上市还有助于提升
品牌的信誉和知名度，进一步
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新茶饮
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
年全国新茶饮市场规模有望突
破2000亿元。广阔的市场前
景也让新茶饮市场竞争趋于白
热化，产品高度同质化下，价格
战成为新茶饮吸引消费者最有
效的方式。此前，奈雪的茶和
喜茶纷纷告别此前均价“3”开
头的时代，甚至在抖音上更有
不少“100元喝10杯喜茶”“9.9
元奈雪配送到家”的团购。

除价格外，规模也成为新
茶饮赛道的着力点，各品牌纷
纷加速“跑马圈地”。来自窄门
餐眼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
1月1日，蜜雪冰城门店数量为
26350家、古茗为8927家、茶
百道为 7883 家、沪上阿姨为
7595家、甜啦啦为5837家、喜
茶为 3074 家、奈雪的茶为
1544家。而喜茶、奈雪的茶、
乐乐茶等头部品牌还陆续开启
加盟模式，密集拓展门店规
模，抢占下沉市场先机。在国
内卷规模的同时，部分新茶饮

品牌已开启“出海”计划：2023
年 2月，蜜雪冰城从东南亚扩
张到悉尼，截至2023年 11月
份，蜜雪冰城海外门店数量接
近4000家；同年10月份，甜啦
啦进军印尼市场、茶百道首家
海外门店落地韩国首尔；同年
12月，奈雪的茶泰国首店正式
开业。

在业内看来，上市将为新
茶饮品牌的二级市场和自身估
值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赴港上市
或将获得较高估值

实际上，资本对新茶饮品
牌的态度逐渐变得更为谨慎。
红餐品牌研究院和滴灌通集团
联合发布的《中国餐饮投融资
报告2023》显示，2023年以来，
新茶饮行业融资事件数有所上
涨，但披露融资金额大幅下
降。据统计，2023年1-8月茶
饮融资事件中有78.5%是千万
元级别的融资，仅有1笔亿元
规模的融资，即5月底茶百道
的战略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蜜雪冰城
已不是第一次向资本市场发起
申请。此前，蜜雪冰城曾拟在
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并于2021年9月在河南
证监局进行辅导备案，后来，蜜
雪冰城又向深交所递交招股
书，拟募集资金64.96亿元，但
都不了了之。如今，蜜雪冰城
又转战港股市场。

这与美股监管政策趋严、
中概股估值承压有一定关系。
再加上，A股上市融资监管也
逐渐严格，2023年8月份,证监
会作出“阶段性收紧IPO节奏”
安排。香港特区政府2023年
底宣布了包括下调股票印花税

税率，从0.13%调降至0.1%（即
恢复至2021年 8月前水平），
推行港股GEM（创业板）改革
等一系列举措，在提升港股市
场流动性的同时，也吸引了不
少企业转战香港上市。

况且，还有奈雪的茶登陆
港股“珠玉在前”，其它现制茶
饮企业也选择赴港上市。

针对此刻上市是否是好
时机，詹军豪认为，当前新茶
饮市场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投资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
较高。港股市场对新兴行业
和消费升级类公司比较友好，
此时冲刺港股市场对于古茗
和蜜雪冰城来说，算是一个不
错的时机。

“在香港上市或将获得较
高估值。”海南大学“一带一
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不产茶，却是亚洲人均茶
叶消费量最高的地区，香港人
懂茶和爱茶，也有独特的茶文
化。新茶饮企业在港交所上
市，估值可能会较在其它交易
所上市要高。

梁海明进一步指出，新茶
饮品牌还能通过香港走向国际
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
易中心，香港在国际上享有较
高声誉，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也
能迅速引发国际市场关注。因
此，新茶饮企业扎堆香港上市，
有助于这些企业提高国际影响
力和知名度，从而进一步开拓
国际市场。

此外，咨询机构德勤、普华
永道均预判港股IPO市场将在
今年回暖，两机构对2024年港
股IPO数量及集资额预计均为
80家、1000亿港元，港交所有
望在 2024 年重新跻身全球
IPO集资额前三。

“第二股”仍有悬念
行业格局或将重新洗牌

继奈雪的茶在港交所上
市后，谁将摘得新茶饮“第二
股”？行业格局是否会重新
洗牌？这也成为业内关注的
焦点。

向港交所递交申请后，企
业发展的真实状况也随之浮出
水面。除前文提到的古茗和蜜
雪冰城2023年前三季度的经
营业绩外，另一家已在港交所
备案的茶百道只更新了2023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报告期内
其营收为 12.46 亿元，净利润
2.85亿元。2022全年，茶百道
实现营收42.32亿元，同期净利
润为9.65亿元。

从窄门餐眼的数据来看，
在门店数量上，蜜雪冰城、古
茗、茶百道分别以 26350 家、
8927家、7883家领跑前三，这
也影响了新茶饮市场份额占
比排序，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
的报告，新茶饮市场份额前三
名分别是蜜雪冰城、古茗和茶
百道。

随着门店扩张，其营收增
速也跟着飞速上涨。中国城
市报记者梳理后发现，2020
年、2021年，蜜雪冰城营收增速
为82.38%、121.18%，净利润增
速为42.02%、202.29%。2021
年，茶百道营收增速为237.41%，
净利润增速为276.12%；古茗招
股书则未披露2020年和2021
年的增速情况。

“谁将成为新茶饮‘第二
股’目前难以断定。”詹军豪称，
各家在市场份额、品牌知名度、
产品线等方面均具有竞争优
势。但在港股市场，投资者更
看重企业的增长潜力和盈利能
力。因此，谁能成功上市取决
于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以及
未来发展战略和盈利前景。

“虽然新茶饮市场规模很
大，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
很难出现赢家通吃的现象。”浙
江大学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
所秘书长林先平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过硬的
产品、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赋能加盟商的平台化管理能力
成为未来新茶饮品牌发展的关
键要素，同时，不断创新、提升
品质、优化服务才能够吸引更
多的消费者和合伙投资人。

詹军豪也指出，随着市场
竞争加剧，品牌间的资本实力、
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等方面
将发生重大变化，赛道重新洗
牌是必然的。但在洗牌过程
中，具备差异化定位的品牌将
脱颖而出，市场份额将进一步
向头部企业集中。此外，行业
竞争也将推动企业加大创新、
提高品质、优化服务，从而带动
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竞速上市竞速上市，，新茶饮新茶饮““第二股第二股””仍有悬念仍有悬念

40余万种图书亮相
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

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于1

月11日至13日在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

本届订货会以“坚定文化自

信，铸就出版新辉煌”为主题，

现场集中展示图书40余万种，

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展台

数量2898个，展商数量720余

家，超过上年订货会数量。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