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江苏饮料行业的分析（包装饮用水除外） 

（一）市场规模与消费趋势 

规模持续增长：从全国情况来看，2024年 1-6 月饮料商品零售额 1564亿元，

同比增长 5.6%，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 的增速。 

2024年中国饮料产量统计 

2024年 1-2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2687.1万吨，同比增长 8.0%。 

2024年 3月全国饮料产量 1786.5万吨，同比增长 3.3%， 

2024年 1-3月全国饮料产量为 4501.8 万吨，累计增长 7%。 

2024年 4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602.2万吨，同比增长 9.7%。 

2024年 1-4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6105.9万吨，同比增长 7.8%。 

2024年 5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718.7万吨，同比增长 7.9%。 

2024年 1-5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7833.5万吨，同比增长 8.0%。 

2024年 6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953.5万吨，同比增长 6.5%。 

2024年 1-6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9810.0万吨，同比增长 7.9%。 

2024年 7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799.7万吨，同比下降 7.1%。 

2024年 1-7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11646.0万吨，同比增长 3.4%。 

2024年 8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905.1万吨，同比增长 3.1%。 

2024年 1-8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13516.2万吨，同比增长 5.7%。 

2024年 9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771.0万吨，同比增长 10.4%。 

2024年 1-9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15026.5万吨，同比增长 6.0%。 

2024年 10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190.7万吨，同比增长 14.0%。 

2024年 1-10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16265.9 万吨，同比增长 6.5%。 

2024年 11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103.7万吨，同比增长 5.0%。 

2024年 1-11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17357.8 万吨，同比增长 6.1%。 

2024年 12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饮料产量 1433.7万吨，同比增长 7.5%。 

2024年 1-12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饮料产量 18816.9 万吨，同比增长 6.3%。 

 



 

江苏饮料市场作为全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态势。 

江苏饮料分月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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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化需求凸显：江苏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度日益提升，无糖、低糖、0 添

加等健康饮品受到青睐，例如无糖茶、低糖果汁等产品在江苏市场的销量增

长明显。同时，以 “养生”“食补”“药食同源” 为标签的产品也逐渐受到更

多江苏消费者的关注。 

口味创新受关注：小众风味如香菜、苦瓜、姜汁等新奇口味的饮料在江苏市

场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吸引了追求独特口感和新鲜体验的消费者，一些本

地品牌也开始尝试推出具有江苏特色风味的饮料产品。 

竞争格局 

品牌竞争激烈：全国性品牌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娃哈哈、康师傅、农夫山

泉等在江苏饮料市场占据较大份额，通过不断创新产品和营销策略巩固市场

地位。同时，一些新兴品牌和本地品牌也在积极崛起，如元气森林等品牌在

气泡水等细分领域表现出色，与传统巨头展开竞争，而本地品牌如卫岗乳业

在乳制品饮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 

品类竞争多元化：碳酸饮料市场相对稳定，但增长速度放缓；茶饮料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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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激烈，包括传统茶饮和新型茶饮，如喜茶、奈雪的茶等品牌也推出了瓶装

即饮茶产品，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果汁饮料市场不断细分，纯果汁、NFC 

果汁等高品质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功能饮料市场持续增长，红牛、东鹏特

饮等品牌在江苏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此外，植物蛋白饮料、电解质水等

新兴品类也在江苏市场逐渐崭露头角。 

销售渠道 

线上线下融合加速：线上电商平台为江苏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购物方式，同

时线下超市、便利店、餐饮店等传统销售渠道仍然是饮料销售的重要场所。

品牌商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消费者

可以在线上下单购买饮料，选择到附近的便利店自提或享受送货上门服务。 

新兴渠道崛起：新零售、社区团购等新兴渠道在江苏市场发展迅速，为饮料

销售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一些小众品牌和新品牌通过与社区团购平台合作，

能够快速进入社区市场，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 

政策环境与技术创新 

政策监管加强：政府对饮料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严格要求饮

料企业遵守相关标准和规定，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科技

创新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支持健康型饮料、果蔬饮料、植物蛋白饮料

等新兴品类的发展。 

技术创新推动发展：饮料生产企业不断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例如，超高压杀菌、紫外线杀菌等新型杀菌技术能够更

好地保持饮料的营养成分和口感；可降解塑料、纸制品等新型包装材料的应

用也越来越广泛，符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机遇：随着江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饮料市场需求将持

续增长，特别是健康、功能性饮料的市场潜力巨大。同时，线上线下融合的销

售模式和新兴渠道的崛起为饮料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机会，企业可以通过

创新产品和营销策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实现市场份额的提升。 

挑战：市场竞争激烈，饮料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和研发新产品，以保持竞争力；

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需要加强成本控制和供应链

管理；消费者对健康、环保、品质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企业需要不断调整

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以适应市场变化。 

（二）江苏饮料行业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目前暂无确切的 2024 年江苏饮料行业市场规模的具体数值，但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致推断： 

与全国市场的占比关系推测 

2023 年我国饮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达 2991.3 亿元。江苏作为经济强省

和消费大省，饮料市场较为活跃，在全国饮料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若粗略

按江苏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以及人口占比等因素综合估算，江苏饮料市

场规模可能在全国市场规模的 10% 左右，即 2023 年江苏饮料市场规模大

致在 300 亿元左右。 

从部分品牌在江苏的销售情况及市场份额估算 

以农夫山泉为例，其在全国市场份额较高，假设在江苏市场的份额也大致与

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若农夫山泉 2024 年全国销售额为 300 亿元左右，按其

在江苏市场占全国市场 5% 左右的份额估算，仅农夫山泉在江苏的销售额就



可达 15 亿元左右。再综合其他品牌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康师傅、娃哈

哈等以及众多本地品牌和新兴品牌在江苏的销售情况，江苏饮料行业 2024 

年市场规模应在数百亿元级别。 

从江苏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角度分析 

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对饮料的消费需求旺盛。2024 

年 1-6 月全国饮料商品零售额 1564 亿元，同比增长 5.6%，高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3.7% 的增速。江苏的饮料消费增速可能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或

略高，若以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以及饮料消费增速等因素

估算，江苏 2024 年饮料市场规模可能比 2023 年有所增长，有望达到 300-

400 亿元左右。 

（三）江苏饮料市场的发展趋势 

江苏饮料市场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产品需求方面 

健康化趋势明显：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低糖、低卡路里、无添

加、天然成分和功能性的饮料需求持续增长。例如，无糖茶饮料市场份额逐

渐扩大，像东方树叶等品牌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NFC 果汁、纯椰汁

等高品质天然果汁饮料也备受欢迎；在功能饮料领域，除了传统的能量补充

型，具有助眠、护眼、美容等特定功能的饮料也开始崭露头角。 

个性化与多样化凸显：消费者追求个性化体验，对饮料的口味、包装、饮用

场景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定制化饮料服务逐渐兴起，一些品牌推出了

可以根据消费者个人口味偏好定制的饮品。同时，小众口味的饮料如油柑汁、

刺梨汁等也开始受到部分消费者的追捧，满足了不同人群的独特需求。 



高端化倾向渐浓：江苏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使得高端饮料市场有一定的

发展空间，进口饮料、有机饮料、高端功能性饮料等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

受到部分消费者的青睐，他们愿意为更好的口感、更优质的原料和更独特的

品牌形象支付更高的价格。 

品类发展方面 

传统品类创新升级：碳酸饮料市场虽然相对成熟，但品牌通过推出新口味、

新包装以及与其他品牌的联名合作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如可口可乐的限定

口味系列。茶饮料市场不断推陈出新，除了经典的红茶、绿茶，果味茶、花草

茶、冷泡茶等新品类也逐渐兴起；果汁饮料则在细分市场上做文章，如推出

混合果汁、NFC 果汁等。 

新兴品类加速崛起：植物蛋白饮料、电解质水、气泡水等新兴品类在江苏市

场发展迅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例如，元气森林的气泡水系列凭借独特的

口感和创新的营销在年轻消费者中广受欢迎；外星人电解质水在运动健身人

群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销售渠道方面 

线上线下融合加深：线上电商平台的便利性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网

上购买饮料，各大品牌纷纷加大在电商平台的投入和营销力度，通过直播带

货、线上促销等方式吸引消费者。同时，线下超市、便利店、餐饮店等传统销

售渠道依然重要，品牌商通过与线下渠道商的深度合作，优化陈列、促销活

动等，提高产品的曝光度和销售量。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也在不断发

展，如线上下单、线下自提或配送等。 

新兴渠道快速发展：新零售、社区团购等新兴渠道在江苏市场发展迅速，为



饮料销售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一些小众品牌和新品牌通过与社区团购平台合

作，能够快速进入社区市场，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无人零售、自动贩卖机

等新兴销售渠道也在江苏部分地区逐渐普及，为饮料销售提供了更多的场景

和机会。 

品牌竞争方面 

本土品牌崛起与全国性品牌竞争加剧：全国性饮料巨头在江苏市场仍然占据

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江苏本地品牌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如卫岗乳业、苏萨食

品等，凭借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和独特的产品特色，在本地消费者中拥有一定

的市场份额，并积极拓展市场。同时，一些新兴品牌也在江苏市场迅速崛起，

与传统品牌展开激烈竞争。 

品牌多元化与跨界合作增多：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和吸引更多的消

费群体，饮料品牌之间的跨界合作日益频繁。例如，喜茶与藤原浩、梦华录等

进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和限定饮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

此外，饮料品牌还与其他行业的品牌进行跨界合作，如与影视、动漫、游戏等

产业合作，拓展品牌的影响力和消费群体。 

可持续发展方面 

环保包装受重视：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可回收包装和可持续生产将成为饮料企业的竞争优势。饮料企业开始采用可

生物降解、可回收利用的包装材料，如纸质包装、植物基塑料等，以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 

绿色生产成必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采

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工艺，降低能源消耗和废水、废气排放，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四）哪些本土饮料品牌在江苏市场表现突出？ 

以下是一些在江苏市场表现突出的本土饮料品牌： 

卫岗乳业 

品牌优势：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卫岗乳业品牌底蕴深厚，

承载着消费者的信任和情感。 

产品特点：其以优质的奶源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为基础，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乳

制品饮料，如牛奶、酸奶、乳饮料等，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营养需求和口味偏

好。例如卫岗纯牛奶，以其醇厚的口感和高品质的奶源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卫岗大红枣酸奶，将红枣的香甜与酸奶的醇厚完美结合，口感独特。 

市场表现：在江苏本地市场，卫岗乳业拥有广泛的销售网络和较高的市场覆

盖率，其产品不仅在超市、便利店等传统渠道随处可见，还通过送奶上门等

服务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在南京、淮安、徐州等地都建有生产基地，

以保障产品的新鲜供应。 

苏萨食品 

品牌优势：作为国内椰子制品大产业链整合者和健康饮品创新者，苏萨食品

在椰子汁及相关饮料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专业性。 

产品特点：旗下拥有 “ak47”“苏萨”“头道鲜” 等众多品牌，产品涵盖生榨

椰子汁、椰子水、厚椰乳、果粒果汁等六大饮料系列，总计超过 100 个 sku，

其生榨椰汁口感浓郁、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喜爱。 

市场表现：在江苏市场，苏萨食品的产品销量逐年增长，其生产车间智能生

产线 “火力全开”，日产 5 万箱，新品椰子水系列产品供不应求，远销浙江、



上海、安徽等地，预计一季度达到 450 万箱，超出去年同期 30% 左右。 

果子熟了 

品牌优势：成立于 2019 年的新锐品牌，以创新的产品策略和年轻化的品牌

形象迅速崛起，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产品特点：旗下产品主要有气弹系列、炖系列、柠檬茶、果汁茶、熟奶茶、无

糖茶、即饮果汁等 12 个系列，其无糖茶系列更是创新推出近十种独特花香

风味，满足了年轻群体对新奇口感的追求。 

市场表现：通过与上海全家等便利店深度合作，以及高频上新和利用国潮元

素与年轻化包装设计等策略，成功在巨头环伺的茶饮料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品牌旗舰店铺曾登顶天猫类月销售额冠军。 

东洋饮料 

品牌优势：由东洋制罐株式会社和日本饮料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兴办，在食品

包装技术以及食品安全方面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在饮料灌装行业也有着丰

富的经验。 

产品特点：主要从事饮料灌装代加工生产及瓶子、瓶盖的生产业务，为国内

外各大饮料品牌商提供服务，同时也是伊藤园大麦茶在国内的生产企业，其

生产的伊藤园大麦茶口感独特，麦香浓郁，入口柔和不苦涩。 

市场表现：在江苏常熟拥有生产基地，其客户有国内外各大饮料品牌商，2024 

年较 2023 年增长 200%，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五）江苏饮料市场的竞争格局如何？ 

江苏饮料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出以下特点： 

品牌竞争 



全国性品牌主导：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娃哈哈、康师傅、农夫山泉等全国性

饮料巨头在江苏市场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和主导地位。这些品牌凭借强大的

品牌影响力、广泛的产品线、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长期以

来一直是江苏消费者的主要选择。 

新兴品牌冲击：元气森林等新兴品牌在江苏市场增长迅猛，通过创新的产品

概念、精准的市场定位和有效的营销策略，在气泡水、无糖茶等细分领域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传统饮料品牌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吸引了年轻消

费者和追求健康、时尚饮品的消费群体。 

本地品牌坚守：江苏本地也有一些具有一定区域优势和品牌忠诚度的饮料品

牌，如卫岗乳业在乳制品饮料方面，以及苏萨食品在椰子水等植物饮料领域，

凭借对本地市场的了解、独特的产品特色和地缘优势，在本地消费者中拥有

一定的市场份额，并积极拓展市场。 

品类竞争 

传统品类稳定与变革并存：碳酸饮料市场相对稳定，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

大巨头依然占据主导，但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一些小众碳酸饮料品牌也在尝试通过创新口味和包装来吸引消费者。茶饮料

市场竞争激烈，传统茶饮品牌如康师傅、统一等不断推新口味和升级产品，

同时新型茶饮品牌如喜茶、奈雪的茶等也推出瓶装即饮茶产品，进一步加剧

了市场竞争。果汁饮料市场不断细分，纯果汁、NFC 果汁等高品质产品受到

消费者欢迎，一些品牌还推出了具有特色的混合果汁和功能性果汁饮料。 

新兴品类崛起：功能饮料市场持续增长，红牛、东鹏特饮等品牌竞争激烈，

同时一些新品牌也在不断涌入，推出具有差异化的功能饮料产品。植物蛋白



饮料、电解质水等新兴品类在江苏市场逐渐崭露头角，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

喜爱，如元气森林的外星人电解质水系列产品在市场上表现出色。 

渠道竞争 

线上线下融合加速：线上电商平台为江苏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购物方式，各

大饮料品牌纷纷加大在电商平台的投入和营销力度，通过直播带货、线上促

销等方式吸引消费者。同时，线下超市、便利店、餐饮店等传统销售渠道仍然

是饮料销售的重要场所，品牌商通过与线下渠道商的深度合作，优化陈列、

促销活动等，提高产品的曝光度和销售量。此外，一些品牌还通过线上线下

融合的方式，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消费者可以在线上下单购买

饮料，选择到附近的便利店自提或享受送货上门服务。 

新兴渠道崛起：新零售、社区团购等新兴渠道在江苏市场发展迅速，为饮料

销售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一些小众品牌和新品牌通过与社区团购平台合作，

能够快速进入社区市场，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以低价、便捷的优势吸引

消费者购买。同时，无人零售、自动贩卖机等新兴销售渠道也在江苏部分地

区逐渐普及，为饮料销售提供了更多的场景和机会。 

价格竞争 

高端化与性价比并存：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对品质和健康的追求，一些高端

饮料品牌和产品在江苏市场逐渐受到青睐，如进口饮料、有机饮料、高端功

能性饮料等，这些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但消费者愿意为其品质和独特性买单。

另一方面，在大众消费市场，价格仍然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各大品牌通过推出性价比高的产品、促销活动、组合包装等方式来吸引

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价格战时有发生：在一些竞争激烈的细分市场和销售旺季，部分饮料品牌会

采取降价、打折、买赠等价格战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但也促使企业不断优化成本控制和供

应链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