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月份，饮料类商品零售额1564亿元，同比增长5.6%

饮料市场呈现新亮点
□ 人民日报记者 林丽鹂

炎炎夏日，一口清凉。

当前正值饮料销售旺季，超市、便利

店、商铺里碳酸饮料、茶饮料、包装饮用水

等各类饮品琳琅满目。当前我国饮料市

场 情 况 如 何 ？ 消 费 需 求 发 生 了 哪 些 变

化？行业如何高质量发展？记者进行了

采访。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饮料生产
和消费市场之一

“饮料卖得特别快，经常要补货。爬

山游玩的游客需要快速补水，销量最好的

是茶饮料、矿泉水和运动饮料。”四川都江

堰市青城山景区内一家商铺的销售员王

小 说。

暑期是旅游旺季，景区饮料销售火

热。与此同时，家庭饮料消费也在升温。

“网购饮料的消费者很多，这几天快递车

里有一半都是饮料，有的人家一买就是两

三箱。”在江苏无锡市梁溪区某小区派件

的快递员邹强正在从快递车里向平板拉

车上搬运饮料，有气泡水、碳酸饮料、茶饮

料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 月份，饮

料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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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分析，二季度，大众食品

增速较快的是饮料和零食子行业，出行需

求旺盛带动饮料行业延续高景气度。

从北冰洋、崂山可乐、正广和等风靡

一时的国产老汽水，到健力宝等运动饮

料；从娃哈哈、乐百氏等乳酸菌饮料，到六

个核桃等蛋白饮料、汇源果汁等果蔬汁类

饮料；再到以康师傅、统一等为代表的茶

饮料，以及红牛、东鹏特饮等为代表的特

殊用途饮料，我国饮料市场上，每隔几年

就会出现一个新热点。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理事长张金泽介

绍，40年前，我国饮料品种单一，汽水就是

饮料的代名词。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饮

料品种已经发展到包括包装饮用水、果蔬

汁类饮料、碳酸饮料、蛋白饮料、茶饮料、

咖啡饮料、植物饮料、风味饮料、特殊用途

饮料、固体饮料和其他类饮料在内的 11

大类 65小类，品类丰富。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

饮料行业 2023 年饮料总产量 1.75 亿吨。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饮料生产和消费

市场之一。

据一家消费者研究与零售监测公司

分析，食品饮料类商品具有刚需、高频等

特点，行业具有显著韧性，对支撑市场修

复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饮料销售表现持

续亮眼。2023年中国饮料行业线上、线下

销售额分别增长 7.6%、5.9%。

饮料消费呈现多元化、健康
化、功能化的发展趋势

“7月以来，顾客对清凉饮品的需求大

增，一些低糖、清爽口感的茶饮和椰子水

今年尤为畅销，饮料整体销量环比上升了

约 200%。”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建新路一家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

正在这里选购饮料商品的消费者朱

越说：“我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但又不想

总喝含糖量高的饮料，现在无糖茶饮、无

糖气泡水等饮料产品越来越多，提供了新

选择。”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改变传统高糖高脂的饮食习

惯，偏好更新鲜、天然的成分。消费者对

饮料的需求，也从解渴、好喝延伸出健康、

养生等升级性需求。

《2024 年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展望》内

容显示，茶饮料超越碳酸饮料成为除包装

饮用水外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饮料品类，占

比达到 21%，其中，无糖茶饮料体量实现翻

倍的增长，增速高于饮料行业整体增速。

无糖饮料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

睐。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在

健康管理、营养管理、体重管理等消费需

求下，无糖饮料及功能性饮料市场得到进

一步释放。

目前，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包括不含蔗

糖、葡萄糖、麦芽糖、果糖等食糖和淀粉糖

的饮料，以及采用糖醇和低聚糖等不升高

血 糖 浓 度 的 甜 味 剂 作 为 糖 替 代 品 的 饮

料。无糖碳酸饮料与无糖茶饮料是目前

市场上主流的无糖饮料，其中无糖气泡水

是近几年市场消费的热点。业内人士认

为，无糖气泡水把瓶装水、碳酸饮料、风味

饮料甚至功能饮料的特点糅合在一起，满

足消费者对健康、刺激、风味、功能等的多

重需求。

近年来，饮料市场发展顺应需求变

化，呈现出新消费热点，饮料新品纷纷打

出健康牌。椰基饮品越来越得到市场关

注。椰子水具备低热量、富含电解质与纯

天然的健康属性，生椰牛乳、生椰马蹄等

产品陆续上市。中式养生水也颇受消费

者欢迎。红豆薏米水、五红汤、山药水、桂

圆水等饮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

选择。从解渴好喝，到健康养生，再到“专

业”“有用”，营养素、电解质等概念受到消

费者关注，功能性饮料销量持续增加。

总体来看，饮料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

化、健康化、功能化的发展趋势。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企业想赢得更多的消费者，

就需要深入了解消费者在解渴之外，对饮

料产品口感、营养、健康等诸多方面的需

求变化，不断研发新品，满足新需求。

饮料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转型

在 100—140摄氏度的高温下保持 30
秒，饮料经过超高温灭菌后，灌入无菌处

理的瓶子。在元气森林湖北咸宁工厂，透

过玻璃墙可以看到智能化生产线上一瓶

瓶饮料有序灌装封箱。

元气森林联合创始人王璞介绍，这家

工厂年产饮料超 9 亿瓶。采用无菌碳酸

生产线，可以更大限度保留产品风味、口

感、营养，从而实现全线产品不添加苯甲

酸钠、山梨酸钾等化学防腐剂。

饮料行业已形成原料供应、制造、流

通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抱人工智能、5G、

工业互联网等各种新技术，近年来，饮料

行业积极推进数字化升级，打造智能工

厂，实现效率变革。

数 字 化 转 型 促 进 饮 料 企 业 提 质 增

效。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调研显示，近年

来，规模以上饮料行业企业信息化水平

得到质的提升，在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

融合”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部分先行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已取得良好成效，

娃哈哈、农夫山泉、崂山矿泉水等一批饮

料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及成果，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等

部门评选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智能制

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项目”等。

绿色发展是饮料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近年来，饮料行业加快建立健全低

碳循环发展体系，促进全面绿色转型，饮

料企业从产品降塑、节能降耗等多方面践

行绿色制造。2023年，有多家饮料企业名

列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的“绿色工

厂”名录，充分体现了饮料企业顺应“绿色

生产”的时代需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转

型升级以及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的行业趋势。

消费场景创新带动饮料企业产品创

新。当前消费市场对于饮料的需求更加

多元化、细分化、健康化，随着生活方式的

多样化，饮料的消费场景也日益丰富。无

论是工作场所、餐饮场景、运动间隙，还是

个人独处、野餐露营、聚会等，消费者在不

同场景下对饮料的需求各不相同。这促

使饮料品牌不断推出适应不同场景的新

产品和不同规格的包装。

张金泽认为，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

入实施，公众对膳食营养的需求日益增

加，也对饮料产品的更新换代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未来，饮料行业应继续积极探索

新原料、新配方、新工艺，满足市场对饮料

更营养、更健康、更多元的需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饮料工
业协会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

会，邀请有关专家介绍暑假期间孩子如何

科学用眼，并回应近视防控中的热点问

题。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近

视是不可能治愈的。近视防控最重要的是

改变生活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

用眼。

药物器械可以“摘镜”吗

最近，一些视力视光中心宣称“摘镜”

“视力痊愈”“近视克星”等，如何正确看待

一些药物以及仪器对于儿童近视的防治效

果？

魏文斌说，研究显示，近视是不可能治

愈的，近视的发展也是不可逆的。但是，儿

童近视需要做散瞳验光，也就是解除睫状

肌麻痹以后才能明确诊断。这就是说，散

瞳验光以后再来排除假性近视。儿童近视

一般是由眼球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过度生长

导致其与屈光系统不匹配所引起的，近视

引起的眼球解剖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逆的，

因此近视本身没有办法治愈和逆转。

目前所谓的“摘镜”，是通过手术和其

他手段来改变眼球的屈光能力，并不能改

变近视本身所导致的眼球结构的变化，也

不会减少诸如周边视网膜变性、近视性黄

斑病变所引起的近视相关的并发症发生。

对于确诊近视的青少年和儿童，应该

及时配戴眼镜，这样可以使眼睛和视觉中

枢得到清晰的视觉刺激，维持眼睛的正常

发育。儿童近视最重要的是防止近视的进

展，目前市场上临床试验证实有效的近视

防控药物只有低浓度阿托品，其他器具包

括角膜塑形镜即 OK 镜、周边离焦眼镜等

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这些手段仅能够防止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还无

法做到治愈或逆转。以上器具和药物在近视防控中主要起辅助作用，其

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在大规模临床验证过程中。

手术可以治愈近视吗

暑期一到，各地眼科医院咨询和预约近视矫正的孩子明显增多，有的

孩子到医院做近视手术，如何看待这类现象？

魏文斌说，常见的近视矫正方法包括配戴眼镜和进行近视手术。根

据眼镜是否接触角膜，可以分为框架眼镜和角膜接触镜（隐形眼镜）。角

膜接触镜根据其材质和作用，又可以分为软性角膜接触镜和硬性角膜接

触镜。软性角膜接触镜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一种隐形眼镜。硬性角

膜接触镜采用的是硬质的新型材料，OK镜就是一种硬性角膜接触镜。配

戴 OK镜以后通过压力来塑形角膜，减少角膜的屈光度，可以做到夜间戴

眼镜白天不需要戴眼镜。

研究显示，OK镜具有防止近视进展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接触角膜，对

于近视防控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儿童在使用

OK镜以前，一定要进行科学的、正规的评估，要严格遵循医生的意见。所

有近视患者一旦确诊，都应该配镜矫正，并且定期进行验光复查，否则时

间一长，不仅会加快近视发展，还会影响正常视觉发育。

近视的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角膜的屈光手术和眼内的屈光手术。首先要

注意的是，手术矫正必须在 18岁以后，而且近视度数稳定以后方可进行，并

且要进行严格的术前评估。青少年眼球发育还没有结束，不宜进行手术。

目前最常见的误区是，很多人都认为手术可以治愈近视。实际上，手

术仅仅是“摘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把眼镜的屈光度施加到眼

球上，让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度数。因此，手术并不能解决近视本身

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近视手术以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散瞳检查眼底，以

防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假性近视可以恢复吗

暑假期间，孩子们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这也有可能成为近

视加深的温床。若出现假性近视，视力还可以恢复吗？

魏文斌说，假期是孩子们近视防控的重要时期，因为假期很容易导致

近视的发展。暑假期间，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的

用眼方法，这是预防近视最重要的手段。

要增加户外活动。青少年户外活动平均每天应该至少保持 3个小时。

在户外活动期间，孩子们能够接受足够的自然光刺激，同时也可以让眼睛不

断看远、看近，来锻炼调节能力。这些都是防止近视发展的有效手段。

要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暑假期间孩子们有作业需要完成，为

了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遵循“20—20—20”口诀。也就是近距离用眼

20分钟就应该将视线注视到 20英尺，也就是 6米之外，至少注视 20秒，减

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是防止近视发生的关键。

要保持良好的采光、照明。不要在过强、过弱的光线下看书，室内照

明 40瓦日光灯应距离桌面 1.4米。如果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应该将

屏幕亮度适当降低。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是缓解视觉疲劳的最

佳方法，饮食要注意营养均衡，避免高糖饮食。过高的血糖会影响眼球的

韧性。

假性近视是孩子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的睫状肌痉挛所引起的。在

儿童青少年进行验光检查以前常规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就可以解除睫状

肌痉挛，假性近视就自然消失了。出现假性近视以后，要及时调整生活习

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否则长此以往，假性近视也会转变为真性近视。

远视储备应该如何保护

远视储备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的远视。重视远视储备

的保护，对于青少年近视防控至关重要。远视储备应该如何保护呢？

魏文斌说，远视储备是监测屈光度发展的重要指标，与年龄对应的远

视储备量是预测近视发生的最佳指标。如果儿童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远视储备已经消耗完了，那么他们在小学阶段极易发展成为近视。由于

儿童青少年过早、过多地近距离用眼，导致远视储备低于其年龄对应的标

准范围，就叫远视储备不足。因此，保护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关键。

为了有效防控近视，应该将防控措施前移到学龄前儿童。包括定期

进行儿童眼保健和屈光的筛查，以检查儿童远视储备是否在正常范围

内。如果远视储备过低，那么要及时改变生活习惯，包括增加户外活动，

减少近距离用眼等措施，以预防近视的发生。同时，如果远视储备超过相

应年龄的上限，也应该注意儿童是否患有远视眼。在儿童眼球发育的过

程中，视力和屈光度的发育是互相匹配的，因此远视储备如果在正常范围

内，还应该关注儿童的视力情况。如果视力低于年龄对应的裸眼视力标

准，那么也应该进一步完善眼科的检查，以排除其他可能的眼部疾病。

暑期温度高、湿度大，人们正常的饮食

习惯有可能被打乱，从而出现健康问题。

在此期间如何科学饮食？记者采访了有关

专家。

暑期炎热，消暑别贪食冷饮。北京中

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健康人群喝少量适

度的冷饮和科学正确地使用空调，有利于

快速消除暑热。但在伏天贪食冷饮，比如

冰水、冰块以及冰镇水果、饮料等，容易损

伤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异常，出现积

滞、积食、腹痛、腹泻甚至发烧的情况。儿

童、孕妇、老人和各种慢性病人群，贪食冷

饮，容易诱使疾病急性发作。

伏天出汗多，补水非常重要。国家卫

生健康委食品安全评估中心副主任刘兆平

认为，大量出汗，体内的水分丢失增加，同

时还会带走盐分，需及时补充。要注意补

水的时间和补水的量，不能等口渴了再去

喝水。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都要进

行适当补充。补水不能一次喝太多，要少

量多次。如果在大量出汗之后，一次性大

量喝水，可能会引起低血钠。另外，要选择

合适的补水产品和补水方式。白开水、淡

茶水是很好的选择。如果活动时间比较

长，消耗能量比较大，建议补充含糖量 3%
到 8%的电解质饮料。

另外，刘兆平不建议通过喝一些含酒

精或者含咖啡因比较高的饮料来补水。因

为在高强度的运动后，喝含有酒精的软饮

料，会引起胃部不适，增加排尿，可能会增

加运动后脱水的风险；喝咖啡因含量较高

的饮料，可能会增加运动之后的心血管系

统应激反应，引起身体不适。

暑期熬夜喝酒、吃烧烤容易伤肝。天气炎热，晚上吃烤串、小

龙虾，喝啤酒，是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中日友好医院肝胆胰外科

主任杨志英说，暑期也是肝脏问题的高发期。夜晚高温，睡眠不

好本身会影响肝脏修复。过度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肉串的油脂

含量高，吃多了容易导致血脂升高，增加肝脏负担，可能导致脂肪

肝的发生。牛、羊、小龙虾等动物是肝脏寄生虫的常见宿主，建议

把这类食物烤熟、煮熟再吃，减少寄生虫感染风险。

暑期高温高湿，食物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如何避免食物中

毒？刘兆平说，要选用新鲜的食材，清洗之后及时加工，尽量做

到即买即做、即做即食，加工的时候做到烧熟煮透。对于一些

没有用完的食材或剩饭菜，及时放到冰箱里冷藏和冷冻，同时

保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一

旦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中毒症状，立即停止食用可疑

食物，尽快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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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进入暑期，多地持续高温，饮
料销售表现亮眼。1—6月份，饮料
类商品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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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消费呈现多
元化、健康化、功能化的发展趋势，
推进相关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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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暑期是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要
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专家，
对近视防控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回
应。近视是不可能治愈的，药物和
仪器只能防止近视的进一步发展。
手术也不能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
球结构变化。出现假性近视以后，
要及时调整孩子的生活习惯，减少
电子产品的使用；保护孩子的远视
储备，是预防近视的关键，要增加户
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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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陇县首届奶山羊大赛在陕西宝鸡陇县关山草原举行，“美羊羊”综合评选、“养羊能

手”技能大赛等活动吸引众多奶山羊养殖户参与其中，在比赛中交流养殖经验。

陇县气候温润、牧草丰美，是奶山羊最佳适生区之一。近年来，陇县大力发展奶山羊产

业，目前，陇县奶山羊存栏 57.2万只，全产业链总产值约 85亿元。

图①为 8月 2日拍摄的陇县首届奶山羊大赛现场。

图②为 8月 2日拍摄的陇县首届奶山羊大赛的冠军羊。

图③为 8月 2日，工作人员对参赛奶山羊进行外貌评分。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 摄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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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