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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咖啡发展报告》，申城市民最喜欢喝生椰拿铁

上海已成为咖啡消费“头部城市”
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2025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主市集在虹口北外滩沿岸火热举行。在 4

月 30日的开幕式上，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联合虹桥国际咖啡港、交大文化创新与青年
发展研究院、美团、饿了么、淘天集团等，发布了最新的《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报告显
示，2024年中国咖啡产业规模达 3133亿元， 较前一年增长率达 18.1%， 人均年饮用数提升至
22.24杯，而作为咖啡之都的上海，咖啡外卖订单在饿了么平台就达到了 3285万单。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
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徐剑教授展开对话，请他作
为咖啡发展报告的主讲人分享对相关数据的解读。

上海咖啡市场进入

“审美力”和“运营力”比拼

Q新闻晨报： 我们看到 2024 年上海地区
咖啡外卖订单饿了么就达到了 3285 万单，那
么上海人均咖啡饮用情况如何？

A 徐剑：从整体数据看，全国人均咖啡消
费量在 2024 年已经达到 22.24 杯，比 2023 年
增长 33%。上海作为全国咖啡消费的“头部城
市”，人均饮用量远高于这个数字。以往我们对
市场的观察，上海的饮用杯数基本两倍于全国
人均消费数据。也就是说，上海人均咖啡消费
量很可能每年在 50 杯左右，甚至更高。

Q 新闻晨报：截止 2024 年底，上海地区
咖啡门店总数是 9115 家，数量并没有出现预
期当中的增长，这是否说明咖啡这个赛道竞
争还是很激烈的？

A 徐剑：可以说是竞争激烈，更可
以说是上海咖啡市场进入了“质量优
先”的阶段。门店数没再大幅上升，

其实正说明了上海咖啡市场开始有了结构上

的优化调整。开一家精品店的意义，可能已经
大于随便开十家一般门店。我们观察到，一些
缺乏差异化、 坪效低的门店开始退出市场，而
另一方面，以本土风味、空间体验、跨界融合为
核心的新门店反而逆势增长，比如以潮牌概念
为核心的“拉环咖啡”，还有氛围感良好的“一
尺花园”等。上海市场正在加速优胜劣汰，我们
认为后续市场将会是一场关于“审美力”和“运
营力”的比拼。

女性成为咖啡主力消费群体

90后成为“中坚力量”

Q 新闻晨报： 关于谁是喝咖啡的主要群
体， 从一二线城市消费群体基础画像来看，女
性消费者占比高达 67%， 这是否说明女性是
咖啡的主力消费群体呢？

A 徐剑：这个数据确实很典型，女性在外
卖咖啡消费中占到了近七成， 购买频率也是
男性的两倍多。 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性别偏
好，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女性消费者更重视
饮品的口感、仪式感和社交属性，而咖啡正好
满足了她们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找节奏感的

需求。 所以可以说， 女性不只是主力消费群
体，也是推动咖啡文化审美化、本土化的关键
力量。

Q 新闻晨报：调查显示，从咖啡消费人群
的年龄结构来看，90 后占比达到 39.98%，看
来 Z 世代已经成为咖啡消费的最重要的一个
增长群体。

A 徐剑：没错，90 后基本可以说是当前咖
啡市场的“中坚力量”，而 00 后的增速也在加
快。Z 世代不仅消费咖啡，更会参与内容创作、
品牌互动和社交分享。他们喜欢风味创新、视
觉表达、有个性的品牌故事。这些年轻人推动
了咖啡从功能型饮品向“生活方式符号”的转
变，是整个行业最具活力的引擎。

上海市民最爱喝生椰拿铁

Q新闻晨报：毫无疑问，咖啡已经融入人
们的都市生活节奏，从 2020 年到 2024 年的
数据来看 ，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
化，那就是外卖咖啡消费时段，早餐喝咖啡的
比例从 2020 年的 24%提高到了 2024 年的
30.28%， 这是否迎合了一些都市白领 “早 C晚
A”的节奏。

A 徐剑：这个趋势特别值得关注。我们看
到早 C（早上咖啡）已经从一种时髦标签，转
化为真正的消费习惯 。30%的早餐比例意味
着，外卖咖啡正在成为白领早高峰的“刚需”，
是一种新的时间策略安排。 这不只是提神那
么简单，而是对自己一天的启动仪式。有点像
是在说：先喝一杯咖啡，我才算真的开始这一
天。

Q 新闻晨报：咖啡里也有上海腔调，那么
从 2024 年上海市咖啡产品销量排行来看，生
椰拿铁无疑排在了第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是，
拿铁类的咖啡基本上都是排在销量前列，为什
么像这些品类的咖啡会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欢

迎？
A 徐剑：首先，拿铁本身就具备一种 “适

中”的特质：浓度适中、口感温和、适配人群广。

而在上海，大家对“入口体验”的要求非常讲
究，这种不刺激、够香浓又不腻的饮品，自然成
为主流。拿铁类产品能很好地平衡咖啡的强度
和奶的顺滑感，再加上生椰、厚乳、丝绒这些创
新调味，让传统奶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你可
以理解为，它既满足了“好喝”，又迎合了“好
拍”的需求，是感官与情绪的双重满足。

让咖啡成为一种城市叙事的媒介

Q 新闻晨报：报告认为，上海的咖啡消费
体现了多元融合的特点，主要有哪些特点？

A 徐剑：我们总结了几个关键词：风味融
合、空间美学、文化共创、生活参与。比如说，咖
啡和水果、茶饮、花香的融合带来层出不穷的
新口味；再比如说，咖啡馆不只是卖咖啡的地
方，它可能是一家花店、一家艺术展厅，甚至是
健身房旁的歇脚点。还有大量市集、咖啡节、展
览等公共活动， 让咖啡成为社交和文化的中
介。这种“混搭感”和“生活感”，无疑成为了上
海咖啡文化的独特腔调。

Q 新闻晨报： 这次的调查报告有一个观
点，那就是诗意已经成为上海咖啡文化的独特
气质，这个诗意指的是什么？

A 徐剑：“诗意” 这个词乍听上去可能有
点抽象， 但我们在社交媒体和用户表达中看
得很清楚———它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精致感

知。比如咖啡馆里的光影、杯沿的香气、朋友
聚会的那一瞬间，都是可以记录、可以回味的
情绪片段。上海的年轻人不是为了“喝咖啡而
喝”，而是借咖啡感受生活的节奏、分享审美
趣味、构建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这种介于现
实与想象之间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都市诗
意”。

Q 新闻晨报：在你看来，我们在将咖啡与
文旅商体展进行联动时，有哪些好的做法？

A 徐剑：咖啡天然就具备文旅资源所需要
的体验性和可传播性。以这次上海国际咖啡文
化节为例，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深化联动：
一是打造“城市咖啡地图”，把地标、老街、咖啡
馆串联成一条文化游线；二是结合文创市集和
主题展览，让咖啡与设计、艺术、手作发生关
系；三是引入专业培训与技能体验，比如拉花
比赛、风味讲座，把爱好者变成参与者、再变成
内容创作者。 这些都能让咖啡不止是一杯饮
品，而成为一种城市叙事的媒介。

晨报记者 严峻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