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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软饮料的发展趋势

邓 勇① 刘文亮
食品学院

摘 要 调查
、

分析了国内外软饮料的现状和发展情况
,

根据饮料业的
“

九五
”

计划和 。年长远

规划
,

预测了我国软饮料的发展趋势 碳酸饮料为主导
,

茶饮料
、

天然饮料和功能饮料将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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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软饮料工业虽起步较晚
,

但发展速度十分惊人
,

年
,

年平均递增 铸
,

是食品工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

年全国软饮料总产量已达到 万
,

比 年代初

增长了 倍
。

但不容乐观的是
,

由于我国人 口 基数大
,

与世界饮料的年人均消费量

相比
,

我国仅是它的
,

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
,

仅是它的
。

我国软饮料的发展不仅具有

紧迫性
,

更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要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饮料王国
,

当务之急是 抓住机遇
,

明确发展方向
,

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
、

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

为此
,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饮料

业的现状和发展历史的回顾
,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

结合我国饮料业的
“

九五 ”
计划和 年

长远规划
,

对我国软饮料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
,

以与同行讨论
。

我国软饮料业的现状

目前我国软饮料行业有 家企业
。

按照国家标准
,

软饮料行业包括 个部分 碳酸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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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造业
、

天然矿泉水制造业
、

果菜汁饮料制造业
、

固体饮料制造业和其他软饮料制造业川
。

目

前我国软饮料产品的范围包括碳酸饮料
、

果汁饮料
、

菜汁饮料
、

植物蛋白饮料
、

乳饮料
、

天然矿

泉水
、

固体饮料和其他饮料等 个大类
。

茶饮料和功能饮料也在开发之中
,

饮料业的产品范围

正随着生产发展逐步扩大
。

各类企业在行业中的分布

各饮料企业在行业中的分布列于表 〕。

可以看出 截止到 年
,

我国碳酸饮料企业数

量最多
,

占软饮料企业总数的比率最高 位于第 位的是果菜汁饮料企业
。

两者共占整个软饮

料企业的
。

显然 目前碳酸饮料在国内仍有巨大市场
,

果菜汁饮料也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

这

充分说明我国饮料业
“

九五
”

计划和 年长远规划中要重点发展碳酸饮料和天然饮料的正

确性和必要性
。

表 各饮料企业在行业中的分布

碳酸饮料 果菜汁饮料 矿泉水 固体饮料 其他饮料

企业数目 家

占总数的比率

软饮料各行业的经营概况

由表 沙 〕可以看出企业平均规模
、

资产和效益等
。

果菜汁饮料企业平均销售收入最高
,

生

产规模一般较大
,

生产成本也较高 而碳酸饮料业平均销售收入较低
,

说明其工厂规模较小
,

投

资少
,

生产成本低
,

这也正是碳酸饮料业先于果菜汁饮料业发展的原因
。

表 还表明
,

销售收入

居前 位的碳酸饮料和果菜汁饮料的销售收入占整个软饮料业的 以上
,

因此
,

碳酸饮料

和果菜汁饮料为当前的主要饮料
,

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和 铸
。

表 软饮料各行业 年的经曹概况 万元

制造业 总销售收入 企业平均销售收入 企业平均税收

碳酸饮料
· ·

天然矿泉水
·

果菜汁饮料
· ·

固体饮料
·

其他软饮料
·

软饮料的历年产量

软饮料的历年产量列于表
。

可以看出
,

我国大陆软饮料的产量在最近 几年中得到了

飞速发展
,

年平均递增达到
,

是食品工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

碳酸饮料的产量虽然

每年都有较大增加
,

但在软饮料中所占份额却逐年下降
,

这说明我国饮料业正从过去的单一的

碳酸饮料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

而碳酸饮料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

表 饮料业历年产 万

饮料业

软饮料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占软饮料的比率

曰一二」只︺︺,‘口‘二一匀口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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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饮料业的现状

我国台湾与大陆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习惯与爱好等
。

台湾饮料业起步较早
,

具有

相当高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

由表 可以看出台湾当今各种饮料的发展情况
。

其中茶饮料
、

碳

酸饮料
、

运动饮料和果汁饮料等 种饮料
,

占软饮料消费的绝大部分
,

达
,

表明了人们的

巨大需求量
。

而这 种饮料中茶饮料的消费量最高
,

超过了一度领先的碳酸饮料
。

其实
,

台湾

地区在 年代后期才开始推出易拉罐
、

纸盒包装的即饮茶饮料
,

此后发展十分迅速
,

年销售额增加了 倍川
,

年则被称作是
“

疯狂的
”
茶饮年

。

表 , 年台湾饮料类型和消费结构 呢

饮料类型 茶 碳酸饮料 运动饮料 一般果汁 矿泉水 咖啡 果茶汁 纯果汁

消费结构

美国和 日本的饮料消费状况

发达国家的饮料生产在最近 年中变化不大
,

这主要是针对产量而言的
,

但实际上产品

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

美国饮料消费的变化

美国市场历年饮料的消费情况如表 所示
。

美国碳酸饮料在 年代末达到消费高峰
,

其

后在总饮料中所占的比率逐渐降低
,

在 年代初达到相对稳定
,

说明美国碳酸饮料 目前正 由

成熟期向衰退期过渡
。

在碳酸饮料消费减少的同时
,

各种天然饮料如果汁
、

菜汁等的消费量迅

速增加
,

特别是冰茶饮料悄然而至
,

并很快占领了美国市场
。

美国芝加哥信息资源公司的统计

资料图显示
,

年美国超级市场上销售量增长最快的食品首推即饮茶
,

其销售额为 亿

美元
,

比上年增长了
。

更有甚者
,

美国的冰茶已经打入中国市场
,

在各大城市的超市随处

可见
。

表 ,“ 一 , 年美国饮料消费

项 目

总消费量 万

碳酸饮料 万

碳酸饮料所占比率

日本饮料市场的情况

在 日本市场
,

碳酸饮料消费量缓慢下降
,

从 年占总消费量的
,

降至 年的

川 与此同时
,

各种天然饮料和功能饮料的消费量在快速上升
,

特别是茶饮料的消费量

在陡然上升
。

年 日本的茶饮料 已占 日本饮料市场销售量的
,

人年均消费量 罐

罐
一 ‘ 图

。

同年 日本罐装乌龙茶饮料销售量达 亿罐
,

超过可口可乐等碳酸饮料
。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
,

消费者对功能性食品的需求 日益增长
,

年 日本功能性饮料市

场的销售额约为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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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软饮料的发展趋势

根据我国饮料行业的
“

九五
”

计划和 年长远规划
,

至
“

九五 ”
计划末

,

我国饮料总产量

从
“

八五 ”
末的 万 上升到 万

,

年可达 万
,

今后 年内
,

将重点发展碳

酸饮料和天然饮料
。

我国软饮料的发展遵循着
“

天然
,

营养
,

回归大 自然 ”
的总趋势

。

这里将我

国软饮料的发展趋势具体概括为 碳酸饮料主导潮流
,

茶饮料后来居上
,

天然饮料倍受亲睐
,

功

能饮料异军突起
。

碳酸饮料主导潮流

尽管碳酸饮料在饮料业中所占份额逐年减小
,

但根据行业
“

九五
”

计划和 年长远规划

提出的 目标
,

碳酸饮料仍是今后发展的主产品
,

产量约占 肠
。

我国碳酸饮料的发展会在出现

一个
“

低谷
”
后逐渐回升

。

回升的主要动力来 自其他饮料 如天然饮料
、

果汁饮料等 的渗入
,

生

产出天然碳酸饮料
、

碳酸果汁饮料等
,

扩大碳酸饮料家族
,

一改 目前品种单调
、

档次单一的局

面
,

从而给碳酸饮料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碳酸饮料所以能够主导潮流
,

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

我国消费层次多样化
,

而且中
、

低档消

费仍占绝大多数
,

碳酸饮料生产投资少
、

见效快
,

而产品的价格适中
,

深受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喜

爱
,

加之碳酸饮料的原料来源方便
,

较少受 自然条件限制
,

能大量生产来满足 日益增长的饮料

消费需求
。

此外
,

碳酸饮料在我国刚开始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转变
,

消费范围正 由城市向农村延

伸
,

消费的增长
,

必然刺激生产
,

给碳酸饮料业的发展提供绝好的机会
。

我国碳酸饮料要大力推

行
“

集中生产主剂
,

分散灌装饮料
”

的产业政策
,

要重点推广广东
“

健力宝
” 、

重庆
“

天府可乐
” 、

广

州
“

亚洲
”和北京

“

北冰洋
”

等国产名牌产品
。

茶饮料后来居上

我国是茶的故乡和发源地
,

已有 年的饮茶历史
,

茶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

位
。

我国 目前茶饮料仅占总饮料的
,

但随着回归自然这一潮流深入人心
,

茶饮料必将在我

国蓬勃发展
,

后来居上
。

以茶为原料开发出瓶装
、

罐装和盒装等的即饮茶饮料是近 多年的事
,

它们如今在 日本
、

美国
、

韩国和欧洲各国
,

以及台湾
、

香港等地区已十分流行
。

中国人对茶饮料特别钟爱
,

这不仅

是因为我国有悠久的茶文化
,

更主要的是由于茶饮料有清淡解渴的特性
,

而且富含多种有益人

体健康的营养成分和功能因子
,

加之我国丰富的茶叶资源为茶饮料的扩大生产提供了可靠的

物质保障
。

人们对饮料的低糖
、

低热的要求也促进了茶饮料的发展
。

茶这种天然饮料
,

其低热
、

无糖
、

生津止渴
、

利尿和防暑降温等优点
,

正符合人们追求身体保健的要求
。

碳酸饮料
、

果汁饮料等
,

若没有一定糖度
、

酸度
,

就会寡淡无味
,

缺少刺激感 茶饮料则不然
,

它以清香怡然而深受人们

喜爱
。

目前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投资开发茶饮料项 目
。

比如北京翰禹茶品有限责任公司已投

资 亿多元在京
、

津
、

沪
、

穗四大城市建主剂厂和灌装厂
,

年 月茶饮产品已大量上市
。

天然饮料倍受亲睐

我 国饮料工业
“

九五
”

计划明确提出
,

要重点发展各类天然饮料
,

遵循
“

天然
,

营养
,

回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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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的总趋势

,

加快发展果汁饮料
、

菜汁饮料
、

植物蛋白饮料和乳饮料
。

我国天然饮料的发展

重点
,

是果菜汁饮料
,

使天然饮料产量从 目前占饮料总量的 提高到 左右
。

天然饮料由于取 自自然
、

富营养
、

对人体健康无害
,

与人们追求 自然
、

健康的意识吻合
,

必

将在饮料工业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

天然饮料介入其他饮料中
,

必然导致人们对天然饮料需求

的增加
,

从而刺激果菜汁饮料业的发展
。

果汁饮料中
,

要重点发展橙汁和苹果汁
,

这是因为苹果

和柑桔是我国最大宗的 种水果
。

年我国水果产量已达到 万
,

居世界前列
。

其中

苹果 万
,

为世界之首
,

是美国的 倍 柑桔产量为 多万
,

居世界第 位
,

仅次于 巴

西和美国
。

这两大水果可为我国果汁工业提供丰富的加工原料
。

目前我国年产原果汁 万
,

加工量不到总产量的
,

而发达国家则达 呱以上
,

因此
,

随着水果产量和人们对果汁需求

的增加
,

天然饮料必然得到大发展
。

另外
,

要重点开发不宜鲜食而又适合加工果汁的水果品种
,

如黑加仑
、

山植
、

山葡萄
、

酸枣
、

沙棘
、

西番莲和番石榴等
。

植物蛋白饮料中的豆奶
、

椰子汁
、

杏仁露
、

花生乳和核桃乳等也应予

以积极开发
。

功能饮料异军突起

对于饮料
,

人们不再仅仅是为了用以解渴
,

更需要有较高的附加营养
、

能调节人体机能和

提高免疫力等
。

顺应这一需求
,

功能饮料必定成为软饮料业中的一支新秀
。

人体的任何一项生命功能
,

无不需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

无不与一定的生化反应有关
,

而所

有这一切的物质都来自食物和饮料
。

随着生命科学
、

生物技术和中医学的发展
,

各种生命规律

逐渐被认识
,

人们对功能饮料的追求将从幻想变为现实
,

所以功能饮料的发展必然异军突起
。

研究表明
,

智力与食品直接有关
,

在饮料中添加提高智力所需的物质
,

可开发出益智饮料
。

随着世界人 口 日趋老年化
,

延缓衰老将是 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

生命科学研究表明 机体

的衰老
,

主要由超氧离子的氧化作用所引起
,

而超氧化物歧化酶 能消除超氧离子的氧化

作用
,

从而保护脂质
,

延缓衰老
。

所以在饮料中添加能为人体吸收利用的
,

对于延缓衰老

也就起到了积极作用
。

功能饮料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

它是饮料科学与医学和生物学结合的产物
。

我国功

能饮料的发展将以保健饮料
、

智力饮料
、

抗衰老饮料为主
,

而野生植物
、

中药材的应用是功能饮

料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

笔者正在研究开发的香菇饮料
、

杜仲可乐和杜仲口服液等均属功能饮

料的范畴
。

综上所述
,

我国软饮料将呈现以碳酸饮料领头
,

茶饮料
、

天然饮料和功能饮料齐头并进的

发展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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