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现代烘焙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

我国的现代烘焙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与欧美等地区的烘焙传统相比，历史并不悠久。然而，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
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并且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活力。未来，随着我国消费者对品质和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烘焙行业还将迎来更
多的发展机遇。

17世纪中叶 20世纪80年代 2000年起

19世纪末 20世 纪 90年 代 期 间

西式烘焙由德国人第一
次传入中国南方沿海

俄国人又将烘焙传
入中国北方

比利时曼可顿、韩国的好丽友等国
外烘焙品牌进驻，徐福记、桃李、
盼盼等国内烘焙糕点企业相继成立，
共同推动了国内现代烘焙的发展

通过港台地区，西式烘焙
传入国内城市，在星级酒
店开始兴起

我国烘焙行业步入快速成长
期，烘焙企业成为中国食品
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
呈指数级增长

2010年至今

2003年

国内西饼市场消费高达600多亿。
面包新语、巴黎贝甜等外资烘焙连锁品
牌陆续开出国内首家门店，并凭借资本
优势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升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众
多网红烘焙品牌，线上
线下融合，国内烘焙行
业获得了加速发展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炼丹炉大数据整理



中式烘焙以糕点品类为主，面包作为西式烘焙的主要品类在我国的
发展较为有限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2023年12月中式糕点行业品类销量分布

品类结构上，我国虽然目前面包作为早餐的主食化倾向明显，但是整体主食仍以米面制品为主，因此面包未来作为主食在我国的发展较为
有限。糕点方面，中式糕点在我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且需求广泛，近年来中式烘焙品牌不断加大产品创新，未来有望出现国民性糕点。蛋糕过
去在我国主要作为生日蛋糕、节日伴手礼，但是近年来随着下午茶、会友、悦己等消费场景的扩大，蛋糕小分化趋势明显，未来有望持续受益。

2023年12月西式糕点行业品类销量分布



中式与西式烘焙行业规模趋向一致，中西式烘焙有融合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口味的多样化，中式和西式糕点行业都经历了快速的扩张。在消费者偏好逐渐融合的背景下，中式和西式糕点行
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些创新型企业甚至推出了结合中西特色的新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于新鲜感和个性化选择的追求。这种趋势不仅
丰富了市场的产品种类，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中式&西式糕点行业淘系平台销售趋势



烘焙行业细分化，发展出传统中式、西式、新中式三大分支

近年，中式糕点与现代烘焙技术相互碰撞，新中式烘焙应运而生。发展至今，我国面包烘焙赛道主要分为传统中式烘焙、西式烘焙、 
新中式烘焙三个主要细分品类，并各自孕育出实力强劲的品牌。

传统中式烘焙 新中式烘焙 西式烘焙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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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化程度相对较低，多
以“前店后厨”模式为主

借助中央工厂以区域连锁
发展为主

”前店后厨“与“门店+中
央工厂”模式并存，注重

产品创新与品牌营销

以酥、饼、糕点等传统中
式点心为主

以蛋糕、面包、泡芙、蛋
挞等西式烘焙产品为主

除了中式点心类产品以外，
门店还售卖西式烘焙产品

稻香村、知味观 面包新语、好利来、元祖、
多乐之日、味多美

泸溪河、鲍师傅、青桔、
木鱼、墨茉点心局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炼丹炉大数据整理



新中式品牌擅于利用新型传播渠道，以“网红感”吸引爱尝新的消费者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新中式品牌开始擅于利用新型传播渠道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和品牌理念。通过这些策略，新中式品牌能够有
效吸引爱尝新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喜欢追求个性化和文化认同感，同时也愿意为有故事、有设计感的
产品买单。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中式糕点 话题小红书互动量趋势





食品健康化，无糖、杂粮成分的中式糕点受消费者欢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食品健康化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无糖、杂粮成分的中式糕点受到了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不断提高，这类糕点在未来市场上的需求有望继续增长。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杨先生芡实糕点八珍糕 山药芡实坚果云片糕 紫薯芋泥饼

中式糕点行业消费者对功效的声量分布



基于消费者的健康需求，目前中式糕点以传统食补材料为主要口味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2023年12月中式糕点行业口味热点分布电商销售指数

社媒互动指数



针对地区口味偏好，中式糕点口味在单一领域不断细分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我国不同地域口味偏好

针对地区口味偏好在单一领域的不断细分意味着企业需要深入理解不同地区消费者的独特喜好，并据此设计和推出符合当地风味与文化特色的定
制化产品。企业可以开发出适合特定群体的商品，实施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并通过持续收集用户反馈来优化产品，以增强品牌的区域影响力和市
场竞争力。

口味偏好 华北 华南 西南 华东

酥/软 酥 软 酥 软

甜/咸 咸 甜 甜 甜

中/西 中 西/中 西 西

中式糕点行业标题地域热词分布

北京京八件糕点礼盒 新疆坚果切糕 广东酥饼糕点



迎合大众流行口味，中式糕点口味逐渐多元化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2023年12月中式糕点行业口味热点分布电商销售指数环比

社媒互动指数环比





新中式糕点品牌涌现，抢占传统中式品牌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 炼丹炉大数据

2023年12月中式糕点品牌销额TOP20品牌排名

排名 品牌 品牌类型 排名 品牌 品牌类型
1 徐福记 传统中式 11 北京稻香村 传统中式

2 轩妈 新中式 12 友臣 新中式

3 杨先生 传统中式 13 泸溪河 新中式

4 jiahua food/嘉华 传统中式 14 祥禾饽饽铺 传统中式

5 比比赞 新中式 15 俏美味 传统中式

6 知味观 传统中式 16 黄老五 传统中式

7 稻香村 传统中式 17 be＆cheery/百草味 新中式

8 buh（食品） 传统中式 18 良品铺子 新中式

9 琪士克 传统中式 19 南宋胡记 传统中式

10 潘祥记 传统中式 20 three squirrels/三只松鼠 新中式



新中式烘焙赛道品牌竞争格局尚未定型，新入局者仍有赶超机会

数据来源： 炼丹炉大数据

2023年1-12月新中式糕点品牌中式糕点品类销额趋势对比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新中式烘焙赛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这一领域的品牌竞争格局尚未完全稳定下来，这意味着对于有志于
进入这一市场的新入局者来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新中式烘焙品牌泸溪河近年稳步发展，线上销售呈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泸溪河品牌淘系平台销售趋势

泸溪河是由江西鹰潭人黄进于2013年创立的新中式烘焙品牌，总部位于江苏南京。目前，泸溪河采取“线下直营+前店后厂+线上电商”的
发展模式。全国门店数达到370余家，电商业务也覆盖天猫、京东、拼多多、 抖音等主流平台。



凭借产品口味、包装及高性价比受消费者认可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从泸溪河的消费评价上看，产品口味相关的评论数占比达39.8%，远高于其他维度，可见产品口味是消费者对于泸溪河的首要关注点；性
价比方面的好评率高，可见泸溪河产品的定价被消费者接受。整体上看，泸溪河性价比和味道均得到消费者认可。

泸溪河品牌淘系平台消费者评价分布



采取“大单品+辅助产品”的多元化产品矩阵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泸溪河旗舰店糕点种类分布

产品结构上，泸溪河以桃酥为核心产品，同时推出多种烘焙产品。针对桃酥这款大单品，泸溪河除了推出多种口味以外，还在其基础上进
行改良，衍生出桃小酥、软桃酥等产品。



持续创新保持品牌活力，季节/节日新品吸引消费者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泸溪河旗舰店淘系平台上新趋势

上新速度方面，泸溪河每月均会推出多款新产品，以提升产品活力。同时，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季节，泸溪河还会推出节日限定和季节限
定产品，创造与特定节日相关的广告、促销活动、限量产品和特殊包装，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定价锚定行业消费高频区间，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泸溪河旗舰店淘系平台价格分布

从整个中式糕点行业价位分布上看，25元一下这一区间的商品占比最高，泸溪河的最高价格区间为10-25元，处在了行业消费高频区间。
同时泸溪河品牌58-80元的偏高端商品占比高于行业整体，多为礼盒装商品，产品价格带布局完整。

中式糕点行业淘系平台价格分布



品牌全新进阶升级，“IP+国货”联动强化新中式定位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中国元素/国货品牌联动合作
泸溪河桃酥在IP跨界上保持着开放合作的姿态。相继与不可思议的敦
煌IP、三只松鼠、OATLY、武林外传手游等进行联名合作，持续夯实
自身新中式品牌内核。

全新的品牌IP形象“大掌柜”
灵感来源于泸溪河桃酥创始人黄进，并结合极具中式特色的
中华“抱拳礼”文化，创造出更具亲和力、愉悦感的中式糕
点大师形象。

泸溪河 X 不可思议的敦煌 泸溪河 X OATLY

泸溪河 X 五芳斋 泸溪河 X 三只松鼠



深度聚集新中式消费需求，花式构建丰富内容矩阵

数据来源：炼丹炉大数据

泸溪河桃酥在抖音打造的优质内容，则以多维视角撬动了消费需求，持续拉动了营销转化。入驻抖音平台2年以来，泸溪河桃酥构建了“品
牌蓝V账号+区域官方账号”的立体式账号矩阵，打造出涵盖产品福利、品牌活动、产品工艺等全方位多视角的优质内容。

品牌活动 产品上新 产品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