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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燕麦粥行业市场概况 

    中国燕麦粥行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成为健康食品市场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3年中国燕麦粥市场规模达到12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这一增

长主要得益于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对低糖、低脂食品需求的增加。 

    市场规模与增长率 

    2023 年，中国燕麦粥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20 亿元人民币，相比 2022 年的

104 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5%。预计到 2025年，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160亿元

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CAGR）约为 18%。这一增长速度远高于整体食品行业的平

均水平，显示出燕麦粥市场的巨大潜力。 

    消费者偏好与市场细分 

    从消费者偏好来看，年轻消费者尤其是90后和 00后是燕麦粥的主要消费群体。

他们更加注重食品的健康属性和便捷性，燕麦粥因其高纤维、低热量的特点而受到

青睐。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即食型燕麦粥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2023 年即食型

燕麦粥的市场份额达到了45%，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 50%。 

    主要品牌与竞争格局 

    中国燕麦粥市场上的主要品牌包括桂格、雀巢、家乐氏和本土品牌如西麦、五

谷磨房等。桂格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质量，占据了市场领先地位，2023

年的市场份额为 25%。紧随其后的是雀巢和家乐氏，市场份额分别为20%和 15%。

本土品牌西麦和五谷磨房也表现不俗，分别占据10%和 8%的市场份额。 

    行业发展趋势 

    1. 健康化趋势：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低糖、无添加、有机

等健康概念的燕麦粥产品越来越受欢迎。2023 年，健康类燕麦粥产品的销售额占

总销售额的30%，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提升至40%。 

    2. 线上渠道增长：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燕麦粥产品的线上销售。2023

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占比达到35%，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 40%。各大品牌纷纷加

大在线上渠道的布局，通过直播带货、社交媒体营销等方式吸引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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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创新与多样化：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燕麦粥产品不断创新，推出

多种口味和功能型产品。例如，针对减肥人群的低卡路里燕麦粥、针对儿童的营养

强化燕麦粥等。2023 年，功能性燕麦粥产品的销售额占比为15%，预计到 2025 年

将达到20%。 

    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中国燕麦粥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化。未来几年，随着健康意识的进一步提

升和线上渠道的不断拓展，燕麦粥市场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品牌之间的竞争也

将更加激烈，创新和差异化将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第二章、中国燕麦粥产业利好政策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健康食品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燕麦粥这一细分市场。通过一

系列政策扶持和市场引导措施，燕麦粥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政策背景 

    自 2018 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旨在推动健康食品产业的快速

发展。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全谷物食品，包括燕麦在内的多种谷物被列为重点推广对象。

2021 年，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发布了《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强调了农产品深加工的重要性，特别提到了燕麦等谷物的深加工产品。 

    二、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 

    为了支持燕麦粥产业的发展，政府提供了多项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10 亿元，用于支持燕麦种植基地建设、加工设备升级

和技术研发。对于符合条件的燕麦粥生产企业，政府还给予了增值税减免和所得税

优惠。2023 年，燕麦粥生产企业享受的税收减免总额达到了 2.5 亿元，有效降低

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三、科研支持与技术创新 

    政府在科研支持方面也给予了燕麦粥产业大力扶持。2023 年，科技部启动了

“燕麦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专项计划，投入科研经费5000 万元，支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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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研发。这些科研项目涵盖了燕麦品种改良、加工工艺优

化、营养成分提取等多个领域。预计到 2025 年，通过这些科研项目的实施，燕麦

粥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将进一步提升，市场接受度也将显著提高。  

    四、市场准入与品牌建设 

    为了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产品质量，政府加强了对燕麦粥市场的监管。2023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燕麦粥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了燕麦粥生

产企业的准入条件和质量标准。政府还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形象。

2023 年，全国共有 120 家燕麦粥生产企业获得了“国家优质产品”认证，品牌影

响力显著增强。预计到2025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150 家，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

提高。 

    五、市场拓展与国际贸易 

    政府还积极支持燕麦粥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2023 年，商务部组织了多次燕

麦粥产品国际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023年，中国燕麦粥出口额达到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预计到 2025 年，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燕

麦粥出口额将达到1.8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5%。 

    六、消费者教育与市场推广 

    为了提高消费者对燕麦粥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消费者教

育活动。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多家媒体和电商平台，推出了“燕麦

健康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燕麦粥的营养价值和食用方法。

2023 年，参与该活动的消费者人数超过1000 万人次，有效提升了燕麦粥的市场认

知度。预计到 2025 年，随着消费者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燕麦粥的市场渗透率将

进一步提高，年均消费量将达到150万吨，较 2023年的 120万吨增长 25%。 

    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和市场引导措施，为燕麦粥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科研支持、市场准入、品牌建设、市场拓

展和消费者教育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燕麦粥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预计到 2025 年，中国燕麦粥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率约为 18%，成为健康食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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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燕麦粥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中国燕麦粥行业近年来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普及和消费者对营养食品需求的增

加，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本章将详细分析中国燕麦粥行业的市场规模，包括历

史数。 

    一、市场规模现状 

    2023 年中国燕麦粥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 120 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较 2022

年的 105 亿元增长了 14.3%。市场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健康意识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健康饮食，燕麦粥作为一种低

糖、高纤维的食品，受到了广泛欢迎。 

    2. 产品创新：各大品牌不断推出新的燕麦粥产品，如添加各种水果、坚果等，

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 

    3. 渠道拓展：线上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燕麦粥产品更容易触达消费者，

线上销售额占比从2022年的 35%提升至 2023年的 40%。 

    二、细分市场分析 

    1. 即食燕麦粥：2023 年，即食燕麦粥的市场规模达到 60 亿元，占整个市场

的 50%。即食燕麦粥因其方便快捷的特点，特别受到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青睐。 

    2. 传统煮制燕麦粥：传统煮制燕麦粥的市场规模为45 亿元，占市场的 37.5%。

尽管市场份额相对较小，但其天然健康的特性依然吸引了一部分忠实消费者。 

    3. 儿童燕麦粥：儿童燕麦粥的市场规模为 15 亿元，占市场的 12.5%。随着年

轻父母对儿童营养的重视，儿童燕麦粥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三、未来市场预测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燕麦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以下是 2025 年至 2030

年的市场规模预测：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50 亿元，同比增长 25%。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健康饮

食观念的进一步普及和新产品线的推出。 

    2026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80 亿元，同比增长 20%。线上销售渠道的进一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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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消费者对高品质燕麦粥的需求增加将推动市场增长。  

    2027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10 亿元，同比增长 16.7%。随着消费者对燕麦粥营

养价值的认知加深，市场渗透率将进一步提高。  

    202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40 亿元，同比增长 14.3%。品牌竞争加剧，促使各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创新产品。 

    2029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70 亿元，同比增长 12.5%。市场逐渐成熟，消费者

对燕麦粥的忠诚度提升，复购率增加。 

    203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 亿元，同比增长 11.1%。燕麦粥将成为更多家庭

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市场潜力巨大。 

    四、市场增长驱动因素 

    1. 健康饮食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饮食成为主流趋势。燕麦

粥作为低糖、高纤维的健康食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 

    2. 产品多样化：各大品牌不断推出新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如无糖、

低脂、添加各种功能性成分的燕麦粥产品。 

    3. 渠道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超市和便利店，线上电商平台、社区团购等新兴

渠道的兴起，使得燕麦粥产品更易于触达消费者。 

    4. 政策支持：政府对健康食品产业的支持政策，促进了燕麦粥行业的健康发

展。 

    中国燕麦粥行业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 年

突破 300亿元。健康饮食趋势、产品多样化和渠道多元化是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因

素。企业应抓住这些机遇，不断创新和优化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四章、中国燕麦粥市场特点与竞争格局分析 

    4.1 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燕麦粥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显著

提高。2023 年中国燕麦粥市场规模达到 12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预计到

2025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至 160 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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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消费者偏好与购买行为 

    燕麦粥在中国市场的消费者群体主要集中在 25-45 岁的中青年群体，这一年龄

段的人群更加注重健康饮食和便捷性。2023 年的调查显示，约 70%的消费者每周至

少食用一次燕麦粥，其中 30%的消费者每天都会食用。消费者偏好的口味主要有原

味、蜂蜜味和水果味，其中原味占比最高，达到 45%，蜂蜜味（30%）和水果味

（25%）。 

    4.3 竞争格局与主要品牌 

    中国燕麦粥市场竞争激烈，主要品牌包括桂格、雀巢、卡乐比和本土品牌如五

谷磨房和燕之坊。2023年，桂格以25%的市场份额位居雀巢紧随其后，占据 20%的

市场份额。卡乐比和五谷磨房分别占据 15%和 10%的市场份额，燕之坊则占 8%。 

    桂格：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丰富的产品线，桂格在中国市场一直保持领

先地位。2023 年，桂格推出了多款低糖、无添加的新品，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地

位。 

    雀巢：雀巢通过不断创新和多样化的产品策略，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

2023年，雀巢推出了多款即食燕麦粥产品，方便快捷，深受上班族喜爱。 

    卡乐比：卡乐比以其高品质的原材料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2023

年，卡乐比加大了在电商平台的投入，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0%。 

    五谷磨房：作为本土品牌，五谷磨房凭借其对中国消费者需求的深刻理解，迅

速崛起。2023 年，五谷磨房推出了多款有机燕麦粥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食

品的需求。 

    燕之坊：燕之坊以传统工艺和天然原料为卖点，吸引了大量注重健康的消费者。

2023 年，燕之坊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份额稳步增长，特别是在高端市场表现突出。 

    4.4 市场驱动因素与挑战 

    驱动因素： 

    1. 健康意识提升：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燕麦粥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

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生活方式变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方便快捷的食

品，燕麦粥的即食性和便捷性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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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产品创新：各大品牌不断推出新口味和新形式的产品，丰富了消费者的选

择，推动了市场的持续增长。 

    挑战： 

    1. 市场竞争激烈：市场上已有多个知名品牌，新进入者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2. 价格敏感度高：部分消费者对价格较为敏感，如何在保证品质的同时控制

成本，是各品牌需要解决的问题。 

    3. 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始终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任何食品安全事件都

可能对品牌造成重大影响。 

    4.5 未来发展趋势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燕麦粥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随着消费者对健康

食品需求的增加，燕麦粥的市场潜力巨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更多创新产品将不断涌现，推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预计到2025 年，中国燕麦粥

市场的竞争格局将更加多元化，品牌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但整体市场仍将保持

健康稳定的增长。 

第五章、中国燕麦粥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5.1 上游原材料供应分析 

    中国燕麦粥行业的上游主要涉及燕麦种植、加工和包装材料供应。2023 年，

中国燕麦种植面积达到约150 万亩，总产量约为45 万吨，同比增长5%。内蒙古、

黑龙江和山西是主要的燕麦种植区，三地合计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 

    燕麦的采购价格在2023 年平均为每吨 3,500 元，较 2022 年上涨了 8%。价格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天气因素导致的部分产区减产，以及全球燕麦需求的增加。燕麦

加工企业的集中度较高，前五大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60%，这使得企业在采购环

节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5.2 包装材料供应 

    燕麦粥产品的包装材料主要包括纸盒、塑料袋和玻璃瓶。2023 年，纸盒包装

的市场份额最大，占比约为 55%，塑料袋（30%）和玻璃瓶（15%）。纸盒包装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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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纸盒包装的平均成本为每个 0.25 元，塑料袋为每个 0.15 元，玻璃

瓶为每个 0.5 元。随着环保政策的逐步实施，预计到 2025 年，纸盒包装的市场份

额将进一步提升至 60%，而塑料袋和玻璃瓶的市场份额将分别下降至 25%和 15%。 

    5.3 中游生产制造分析 

    2023 年，中国燕麦粥行业的总产值约为 120 亿元，同比增长 10%。行业内的主

要企业包括桂格、雀巢、维他奶和康师傅等。桂格的市场份额最大，占比约为 30%，

雀巢（20%）、维他奶（15%）和康师傅（10%）。 

    燕麦粥的生产成本中，原材料成本占比最高，约为 60%，人工成本（20%）和

包装成本（15%）。随着自动化生产线的普及和技术进步，预计到2025 年，人工成

本占比将下降至15%，而原材料和包装成本的占比将分别调整为62%和 18%。 

    5.4 下游销售渠道分析 

    中国燕麦粥产品的下游销售渠道主要包括超市、便利店、电商平台和餐饮渠道。

2023 年，超市渠道的销售额占比最大，约为45%，电商平台（30%）、便利店（15%）

和餐饮渠道（10%）。 

    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增长迅速，2023年同比增长25%，主要得益于线上购物的便

利性和年轻消费者的偏好。预计到2025 年，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至

35%，而超市渠道的市场份额将下降至40%。 

    5.5 市场需求分析 

    2023 年，中国燕麦粥市场的总消费量约为30 万吨，同比增长 12%。一线城市

和新一线城市的消费量占比最大，合计约为50%。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和生活节奏

的加快，燕麦粥作为便捷健康的早餐选择，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2023 年，中国燕麦粥市场的平均单价为

每公斤 40 元，较 2022 年上涨了 5%。预计到 2025 年，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

需求增加，市场均价将进一步提升至每公斤 45 元。 

    5.6 行业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中国燕麦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预计到 2025 年，行业总产

值将达到 15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8%。主要驱动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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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燕麦粥作为低糖、

高纤维的健康食品，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 

    2. 技术创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出更多口味和功能性的燕麦粥产品，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 渠道拓展：电商平台和新零售渠道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扩大燕麦粥的市

场覆盖范围。 

    中国燕麦粥行业在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生产制造和下游销售渠道等方面均表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行业将迎来更多的

发展机遇。 

第六章、中国燕麦粥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6.1 市场需求分析 

    2023 年，中国燕麦粥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市场规模达到 120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10%。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健康意识提升：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增强，燕麦粥作为低糖、高纤维的

健康食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2023

年约有 60%的消费者表示更倾向于选择健康食品，其中燕麦粥是首选之一。 

    2. 年轻消费者崛起：年轻一代（尤其是 90 后和 00 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他们更加注重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品牌口碑。2023 年，年轻消费者在燕麦粥市场的

消费占比达到了 45%，比 2022年提高了 5个百分点。 

    3. 渠道拓展：电商平台和新零售渠道的快速发展，使得燕麦粥产品更容易触

达消费者。2023年，线上渠道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35%，同比增长15%。 

    4. 产品创新：各大品牌不断推出新口味和新包装，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例如，桂格燕麦推出了多种口味的即食燕麦粥，如红枣、黑米、紫薯等，受到了市

场的广泛欢迎。 

    6.2 市场供给分析 

    2023年，中国燕麦粥行业的供给量稳步增长，全年产量达到80 万吨，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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