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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它强调既不影响当代人的发展，

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发展，关键是可持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

展目标和战略思想已被社会普遍接受。

同样，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个能否持续的问题。中国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集团公司平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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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中小企业平均 2.9岁。企业发展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企业的发展受到较多内外因素

如政治、法律、环境、生态、资源、资金等的制约。

有的企业不顾自身资金、管理、技术等的约束，盲目扩张，导致一夜倒闭；有的不顾本应承担

的社会责任，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被要求关停并转；有的靠粗放式经营取胜，而未能与时俱进，

及时转变经营方式，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以上情形都是企业只强调发展而忽视发展的可持续性

造成的。

下面，我们先从复合调味品行业市场进行分析，然后重点分析并解答以上问题。

相信通过本文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解答，您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与把控，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这将为您经营管理、战略部署、成功投资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价值，也为您抢占市场先机提供有力

的保证。

第二章 2023-2028 年复合调味品市场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复调行业否极泰来，头部企业修身聚能

一、需求企稳、格局优化，行业发展迎新起点

行业历经“大起大落”，格局更迭优化，现迎来发展拐点。我国狭义的复合调味 品（即料包等

产品）起步较晚，直至 2010 年前后，调味品行业复合化需求逐步显 现，以火锅底料、鱼调料等

单品为主导的企业逐步入局，并稳健成长。直至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居家消费需求上涨，

推动复合调味品行业 C 端迎来高速增 长，2020 年复合调味品零售端市场规模增速达 15.4%，

2017-2020 年 CAGR 为 12.5%。 2021 年由于疫情趋向稳定，消费者居家烹饪次数减少，对复合调

味品的 需求有所疲软，叠加行业竞争加剧，供给增加，使得行业进入调整期。2022-至今， 行业

历经调整，逐步趋于稳定，竞争态势有所放缓，并呈现出市场份额逐步向行 业龙头企业集中的趋

势。

起步成长阶段（2012-2016 年）：需求多元化催生调味品复合化，发展成长拓 展品类。我国

调味品行业的发展以酱油、醋等基础调味品为先，随着消费者 对调味品的诉求升级，“多类菜系全

国化”的餐饮消费趋势盛行，调味品企 业开始尝试向多元品类迈进，复调品类逐渐扩容，如 2013 

年海天味业上新拌 饭酱和锦上鲜系列酱产品，2016 年天味推出“好人家”鱼调料多种口味，复 调

行业逐步进入发展阶段，行业市场规模 2012-2016 年 CAGR 达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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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加速阶段（2017-2020 年）：资本推动叠加疫情影响行业快速增长，头部 企业彰显行业

发展特征。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2019 年中国百强企业复 合调味料产业生产总量由 49.5 

万吨增至 71.1 万吨。同时资本开始不断涌入， 众多新品牌获得融资。据企查查相关数据显示，

2018 年调味品品牌投融资披 露金额骤增，突破 46 亿大关。此外，个体公司表现也印证了行业发

展情况，以颐海国际、天味食品等上市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竞争优势逐渐显现。颐 海国际的股

价 2020 年初至 9 月涨幅达 174%，同时段天味实现了 141%的增 长。营收方面，2018-2020 年，

天味食品与颐海国际均维持高增速，其中，以 C 端为主的天味食品在 2020 年增速提升至 

36.90%。在资本推动和疫情影响 下，复调行业迎来快速增长。

阵痛回调阶段（2021-2022 年）：高景气度下行业竞争加剧，后疫情时代热度 减退市场需求

疲软。复调行业在旺盛需求下迅速扩容，积累众多新进入企业。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已有超过 4800 家复合调味品相关 企业，其中 2800 余家企业成立于 5 年内，占比 

59%。 同时，传统调味品企 业也开始加速布局复合调味品赛道，抢占市场份额，例如海天在 2020 

年底率 先推出了中式复合调味料以及火锅底料。因此，复合调味品行业在景气度迅速攀升的同

时，也伴随着更加激烈的竞争。随后，因后疫情时代消费需求相 对偏弱，复调市场开始调整。我

们认为行业景气度回调的原因如下：（1）2021 年疫情趋向稳定，外出就餐逐渐恢复，消费者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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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次数减少，分流部分 对复合调味品的需求；（2）渠道库存积压，特别是企业推出大量新品，

需要 进行库存去化；（3）复合调味品行业竞争格局恶化，产能过剩导致供大过求， 且行业同质

化严重，企业难以生产出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爆款产品；（4）渠道 红利暂时褪去，经历了 2020 年

的快速发展，渠道扩张迅速，渠道治理亟需调 整优化；（5）消费者教育和市场渗透率有待提升，

且需长时间培养消费者心 智。基于此，复合调味品行业进入阵痛期，行业步入调整期。

拐点重生阶段（2022 年-至今）：格局有所改善，渗透率提升叠加标准化需求， 行业或迎新

起点。经历行业调整后，部分中小调味品企业在行业承压的情况 下退出市场，中国调味品协会数

据显示，2022 年调味品企业注册量出现了断 崖式下滑，全年共新注册企业 14862 家，同比下降 

58.4%；截至 2023 年底，调味品在业存续企业为 385315 家，相比 2022 年下降 4.6%。随着行业

竞争格 局调整优化， 2021 年复合调味品市场规模达 1588 亿元，艾媒咨询预计 2023 年该市场

规模达 2032 亿元，CAGR 达 13.12%。从行业占比看，复合调味品 在调味品行业的市场占比逐步

攀升，从 2014年的 25% 提升至 2021年的 35%。 2023 年随餐饮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连锁化率提

高，带动复合调味品 B 端需 求提升。同时，随着近几年复调渗透率的提升，叠加消费者对便捷

化、风味 化的需求，行业整体进入稳健增长态势。

二、头部企业修身聚能，积极调整内外双修

行业震荡期间，头部企业修身聚能，积极应对。随着行业崛起，企业间竞争加剧， 发展出现

瓶颈，处于亟待调整的临界。行业历经 2021 年的阵痛期，热度冷却，投 资回归理智，是头部企

业的调整契机，各企业开始重新规划产能及目标，积极变 革，转移资源重心，进行自我修复。

从外部看，渠道管理优化，消化库存整合经销商。一方面，经历行业快速崛 起阶段，部分企

业经销商数量快速扩张，但管理能力尚未随之升级。另一方 面，20221 年下游需求疲软，渠道库

存难以消化，暴露出公司渠道管理方面的 问题。因此头部企业着重调整渠道，并对经销商管理进

行规范。例如天味食 品通过大力促消化积压库存，对经销商进行分级管理，推出优商扶商的分级 

运营模式；颐海国际细化渠道划分，根据不同品类间的销售终端差异，将调 味料与方便速食在经

销商等方面做出区分。

从内部看，组织架构革新，内部激励持续推进。为匹配渠道管理调整，提高 整体管理能力，

部分企业进行部门组织架构革新。天味食品在调整前存在 B端 C 端渠道发展不均衡，难以实现 C 

端优势赋能的问题，调整后的组织架构 系统性和综合性提升，更好地服务于渠道精细化建设；颐

海国际则在营销区 域制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权，提高资源配置、运营管理等策略与公司发展 现

状的匹配程度。此外，为激发企业内部动力，提振调整阶段信心，部分企 业持续推进内部激励政

策，例如天味、日辰，从而深度绑定管理层及公司， 利好公司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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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BC 双轮驱动，行业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可持续

一、他山之石：从日本复调行业经验看国内复调发展新机遇

（1）日本复调行业：横向扩张是企业发展趋势，行业渗透率和集中度高

日本复调已进入成熟发展期，社会经济推动渗透率提升，头部效应更显。复盘日 本调味品的

发展历程，基本呈现大单品起家、调料复合化、品类多元化拓展三大 阶段。

大单品起家（初期）：1909 年龟甲万建立日本第一座全自动酱油酿造工厂， 拉开了日本调味

料工业化生产的帷幕，此后，凭借大单品的规模化和标准化 生产，生产效率提高，价格降低，并

成功建立国民品牌的心智。

调料复合化（成长期）：1950 年代开始，日本复合调味品市场快速增长。首 先，宏观经济快

速发展，外食率和餐饮连锁化率提高，消费者对餐饮服务便 捷化和多元化的需求应运而生；其

次，社会结构改变，家庭规模缩小、人口 老龄化、女性参工比例提升均促使家庭端增加快速食材

烹饪的需求；最后，国际化浪潮提高消费者对异国料理的接受度。由此，日本调味品行业经历调 

料复合化的快速增长时期。

品类多元化（成熟期）：70 年代后，日本消费者对饮食便捷化和场景多样化 的需求持续扩

大，各调味品企业开始多元化布局复调赛道，品类逐渐细分化， 复调行业渗透率不断提升，2020 

年已接近 70%。目前，日本复调行业成熟期 特征更为明显，各龙头企业凭借自身规模和资金优

势，不断提高在细分赛道 的市占率，比如沙拉酱巨头丘比，截至 2022 年，其沙拉酱在日本市场

的占有 率已经达到 70%。

观察日本市场，我们发现基础调味品向定制复合调味品横向扩张是日本调味品企 业发展的主

要趋势。龟甲万作为日本酱油市场绝对龙头企业，在日本酱油需求量 开始回落的时候，开始发力

复合调味品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人均酱油购 买量开始持续下降， 1972 年人均酱油购买

量为 5.649 升，截至 21 世纪初，该数 值已降至 2.826 升。而龟甲万顺势而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陆续推出照烧腌 料、番茄酱、味增、烤肉酱等产品，拓展产品种类，布局复合调味品。

目前，龟 甲万已从酱油生产龙头成长为海内外综合食品集团。另一头部企业味之素最早以 味精起

家，逐渐完成向复合调味品的转型。1978 年，味之素捕捉到家庭消费者在 家做中餐所面临的配料

和调味困难，推出 Cook Do 调味品恰好解决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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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复合调味品行业具有渗透率高、集中度高等成熟期行业特点。行业渗 透率方面，

据华经产业研究院，2020 年日本复合调味品行业渗透率达 66%，复合 调味料的人均年度消费额可

达 89 美元。行业竞争格局方面，日本复合调味品行业 集中度高，寡头竞争格局显著，2016 年，

日本复合调味品行业 CR3 已达 63%，好 侍、味之素、丘比位居前列。

（2）我国复调行业：行业格局优化空间大，集中度提升是趋势

对标海外成熟市场，我国复调行业仍具巨大发展空间。虽然中国复合调味品行业 发展迅速，

但仍处于类似日本复调的成长阶段，暂未出现一超多强的局势，且渗 透率相对较低。据华经产业

研究院，2020 年中国复调渗透率仅为 26%，预计中国 复合调味品市场至少存在一倍以上的发展空

间。我国复合调味品的品类渗透及消 费培育仍有较大空间，同时中国较大的人口基数和不同的饮

食习惯也提供了很多 细分领域机会，不同阶段的品牌仍有较大机会脱颖而出。

我国复合调味品行业格局分散，原因主要在于进入壁垒低，企业议价能力高，利 润率可观。

相较日本复合调味品行业的发展阶段，我国复合调味品仍处于发展初 期，市场参与者较多且分

散。从制作工艺看，复合调味品行业仍以传统工艺为主， 准入门槛较低，结合发展成熟的基础调

味品油盐酱醋进行原料混配便可产出差异 化的复合调味品。从产品属性来看，复合调味品通常针

对某一特定菜式研发生产， 产品 SKU 相对较多，差异化使得复调企业议价能力高，利润可观。由

于进入壁垒 低、利润大，吸引众多腰尾部企业进入者，且多专注细分品类。对比酱油/醋渗透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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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100%，我国复调渗透率仅约 26%，较低的渗透率决定了复调行业格局呈 金字塔型，收入规模 

10 亿以上的企业大部分已经从优势品类过渡到全品类、多 元化布局阶段，但较为稀缺。目前收入 

1-10 亿的腰部企业较为常见，收入 1 亿以 下则以初创的新消费品牌为主，味型单一，受众聚

焦，且品牌的淘汰率高。 我国复调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竞争格局逐步优化。我国复合调味品行

业集中度 在逐步提升，CR3 由 2015 年的 7.31%提升至 2020 年的 13.02%，其中颐海国际市 占

率 8.20%高居榜首，天味食品和红九九市占率分别为 3.62%、1.20%。基于整个 复合调味品市场仍

呈现“小产品，大市场”的特点，行业处于竞争发展阶段，随 着迈入调整期后，中小企业阶段性出

清，龙头企业在自我修复过程中逐渐占据更 高的市场份额。因此，参考日本复合调味品行业的发

展历程以及集中度变化的过 程，我们认为我国复调行业的竞争格局正逐步优化。

细分赛道来看，火锅底料市场龙头竞争优势明显，中式复合调味料市场格局相对 分散，有待

优化。火锅底料市场方面，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2015-2019 年， 颐海国际作为行业龙头，

逐步提升市占率从 7.9%至 16.2%，推动火锅底料行业集 中度逐渐提升，CR3 从 2015 年的 

24.10%增至 2019 年的 29.10%，呈现“一超多强” 格局态势。中式复合调味品市场是近 5 年增速

最快的细分市场，但市场集中度明 显低于其他细分市场，2022 年 CR3 占比不到 10%。2019 年天

味食品、颐海国际、 日辰股份三家企业仅占 7.9%，而剩余 92%的企业仍处于亿元以内的长尾之

中。因 此我们认为行业中暂未出现强势龙头，整体较为分散，发展仍处于萌芽期。

未来行业格局或向头部企业集中：龙头企业优势明显，市占率有望稳步提升。在 复合调味品

行业中，领军企业拥有以下六大优势：1）研发产品优势：强大的研发 能力和丰富的产品线；2）

品牌形象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品牌形象；3） 渠道优势：广泛的全国经销网络；4）供

应链优势：经过长时间布局的完善供应链 体系；5）资金产能优势：充裕的资金支持和全国产能扩

张计划；6）管理能力优 势：完善高效的管理系统和快速的响应能力。小型企业在研发、产品、品

牌、渠道和供应链方面较弱，弱点之间相互制约；鉴于龙头企业的卓越研发能力，它们 能快速创

新出受欢迎的产品，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独特产品策略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产品优质、品控稳定的

龙头企业能够通过品牌、产品和渠道优势圈地跑马，稳固 竞争地位。

二、B端受益连锁化，C 端渗透率提升，BC 双轮驱动行业景气度提升

复合调味品优势契合 B 端餐饮发展需求，直击 C 端消费痛点，具备成长空间。复 合调味料

最大的优势在于使用的方便性，可直接代替多种单一调料，使食材烹饪 一步到位，极大节约时间

和成本；同时，复合调味料在生产时有固定的配方与工 艺，对餐饮企业的规模化生产过程中保持

菜品质量稳定性和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 复合调味品的属性优势契合餐饮端出餐快、标准化高等

要求，逐步成为连锁化快 速提升的餐饮端的重要参与角色。同时复调也可缓解 C 端消费者应对生

活工作节 奏加快和口味多样化需求的痛点，复调产品可一步到位解决 C 端痛点，BC 端双 轮驱动

赋予复合调味品增长新动能与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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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 B：餐饮连锁化+西式餐供本土化，定制餐调量增可期

城市化进程加快推动餐饮消费习惯调整，餐饮行业快速扩容，外卖市场快速发展 利好复合调

味品发展。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外 出就餐次数增加，餐饮业迎

来高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餐饮行业市场 规模从 2015 年的 3.2 万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7 万亿元，2015-2019 年 CAGR 达 9.66%。另外，互联网服务日益完备，手机支付率提

高，促使外卖行业迅速增长。 据华经产业研究院，2021年我国外卖行业市场规模为 8117亿元，

同比增长 22.1%。 为满足外卖便捷性和时效性的诉求，兼具风味和易操作性的复合调味料成为了

外 卖餐饮企业的最优选择。因此，作为烹饪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参与者，下游餐饮大 盘的扩容将持

续利好上游复合调味品市场。

餐饮连锁化率提升进一步带动复合调味品标准化需求。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我 国餐饮行业

连锁化率稳步提升，由 2018 年的 12%提升到 2021 年的 18%。美国和 日本 2020 年餐饮连锁化

率分别为 54%和 49%，相较而言，我国餐饮连锁化率仍 有 3~4 倍的提升空间。此外，降本增效是

餐饮企业实现连锁化扩张的必然要求， 例如减少后厨人员数量及菜品加工步骤，在保持高出餐速

的同时保证菜品口味一 致性、稳定性、独特性。复合调味品能满足餐饮企业上述需求，定制化解

决方案 锁定口味，降低烹饪难度，助力打造中央厨房，标准化生产满足口味稳定性及大 量需求。

因此，标准化复合调味品有望在餐饮渠道进一步提高其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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