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4至2025產季，全球
咖啡價格持續飆升，今年2月，
阿拉比卡咖啡期貨價格更是每磅
突破430美分，創下47年來新高，
同比漲幅達118.57%。同樣，今年
以來，雲南咖啡豆的價格亦一路上
揚，甚至首次超過了國際期貨價
格。

雲南省咖啡行業協會會長李曉
波介紹，進入這個產季，雲南產

地的一級生豆價格每公斤在
52元左右浮動，而去年

同期每公斤為32元
左右，漲幅已超
過62%。上海的
一名咖啡主理
人伍哥以 「瘋
狂」 兩字來
形容本輪的
咖啡價格
上漲。他

指出，特別是進口豆，按本季倫敦黃金
的漲幅27.22%計，豆價的漲幅比黃金
還要高， 「真的變成金豆豆了。」

普洱市種出百億咖啡產值
在雲南咖啡核心產區普洱，普洱茶

葉和咖啡產業發展中心副主任張雄介
紹，今年普洱生豆產量預計5.8萬噸左
右，與上年基本持平。普洱市目前共有
22萬咖農，而按目前的市場行情，今年
產值將突破100億元，這是普洱種植咖
啡以來最好的一年。

內地不少咖啡主理人都會提供進口
和雲南咖啡豆，在進口咖啡豆價格大漲
的背景下， 「倒逼」 他們推進國產替
代。

米阿咖啡主理人何女士是一名資深
咖啡烘焙師，在大理開設自己的工作室
差不多6年。她說最受歡迎的咖啡豆是
從埃塞俄比亞進口的花魁，復購率相當
高。3年前她開始烘焙銷售雲南豆，到

目前她銷售的咖啡豆大約 「進口一半、
國產一半」 ，何女士坦言，之前一直下
不了決心多做雲南豆，但現在國際咖啡
豆價格飆升， 「這可能是一個契機，推
動我做更多的國產豆。」

精品率躍升 去年突破30%
數據顯示，去年中國進口咖啡豆

（僅生豆及未焙炒品類）超過21萬噸；
雲南咖啡豆上一季產量約為14.6萬噸，
近年來雲南大力推動咖啡產業發展，特
別在提高精品率方面下功夫，從2021
年精品率的8%，到2024年已經提升至
31.6%。

業界認為，據相關數據顯示，過去
幾年，中國咖啡市場的年複合增長率超
過15%，市場空間巨大，這一波行情
或可推動以雲南為代表的中國咖啡的崛
起，而這不僅是國際行情波動下的 「替
代方案」 ，更是一場從種植技術到品牌
心智的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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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咖啡把握漲價機遇
加速推進國產替代

咖啡產業鏈可分為上、
中、下三個環節。咖啡價格上
漲浪潮，給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帶來哪些影響？上游的咖農笑了，中游的烘
焙商有點緊張，下游的消費者選擇更多一
點。

上游為咖啡豆供應，包括咖啡豆種植、
初加工，以及生豆貿易；中游為咖啡豆精加
工，包括烘焙、萃取等；下游為速溶咖啡、
即飲咖啡、現磨咖啡等成品製作及銷售。

對於咖啡豆價格上升，普洱咖農李先華
很是開心，他透露，上一個產季的種植收入
有16萬多元（人民幣，下同），從現在來看，
今年全部採摘結束後收入將達30萬元。

中下游憂成本增加 影響銷情
藍珀咖啡主要銷售精品生豆，精品焙炒

豆各百噸左右，另有精品掛耳咖啡，精品凍
乾咖啡，養生咖啡等產品。其董事長姚健龍
指出： 「目前根據市場情況，精品生豆漲
50%以上，咖啡焙炒豆漲30%左右，這有
一個傳導的過程，不能再漲了，不然消費者
實現咖啡自由的願望又要耽誤了。」 愛你咖
啡經歷的情況也相若。其銷售人員說： 「公
司銷售價格已上調30%，客戶大多能接受

10%至20%左右的價格上調，但也有一些
客戶因為價高轉而去尋找更便宜的豆去
了。」 從上述可看出，一方面要面對原料的
大幅漲價，另一邊下游消費市場又未必接受
產品漲價，作為中游的精加工商家在本輪咖
啡漲價中 「最受傷」 。

近期，日本AGF咖啡產品已全線漲價約
15%至30%；內地品牌連鎖瑞幸、庫迪暫
時仍堅守 「9.9元」 水平。但無論如何，咖
啡漲價已直接影響消費者選擇。一天兩杯咖
啡是顧女士的標配，她認為： 「最重要的是
堅守住品質，如果品質保持水準，甚至還有
提高的話，一杯咖啡如果漲個2、3元是可以
接受的。」 但也有消費者直言，如果漲價太
多，自己恐怕也會謹慎選擇。

雲南是中國最大咖啡產
區 ， 螞 蚱 拿 鐵 、 竹 蟲 美
式………當地有咖啡店結合了

當地的 「美食」 推出昆蟲咖啡。雖然看似是
風馬牛不相及的食材，但咖啡店負責人表示
其 「銷量不錯」 。

雲南普洱一家已開業兩年的咖啡店，
3月初上架了一系列的昆蟲
咖啡，包括螞蚱拿鐵、竹
蟲美式、老土蜂拿鐵等。
有網友對此直言 「創意很
棒 」 、 「高蛋白，高營
養」 、 「雲南人有了自己
的 『拿蚱』 」 。雖然咖啡
的外表 「其貌不揚」 ，對
部分人來說甚至有些 「驚
嚇」 ，但仍然吸引不少市
場目光，希望能嘗鮮。

昆明陳女士此前已體
驗過昆蟲咖啡。她介紹
說： 「體驗感很獨特，裏

面的螞蚱、竹蟲都是可以吃的。」 她並稱，
這些昆蟲在雲南是常見的美食，並不是 「黑
暗料理」 ，味道非常不錯，值得品嘗。

螞蚱竹蟲為雲南常見食材
該咖啡店負責人指出，螞蚱、竹蟲這些

蟲子是當地常見的下酒菜，是很普遍的食
材，平常都會吃。他將蟲
子處理和炸製，再搭配咖
啡進行銷售。他透露，咖
啡店一直做本地特色咖
啡，而3月上架的昆蟲咖
啡 單 杯 價 格 為 68 元
（人民幣，下同）、78
元、88元不等。每天都有
人購買，最多一天能賣到
10杯左右，銷量還是挺好
的。他又預告，除了昆蟲
咖啡，後期還會繼續推出
結合當地美食的咖啡新
品。

▲螞蚱、竹蟲都是雲南食材，
所以昆蟲咖啡可反映當地的飲
食文化。 網上圖片

高營養昆蟲咖啡 你願意品嘗嗎？

上游成贏家 咖農收入翻倍
有喜
有憂

作為深耕雲南咖
啡產業30餘年的領軍
人物，普洱咖啡協會

會長劉明輝指出，近期國際咖啡期
貨價格暴漲，為中國咖啡產業帶來
了前所未有的短期紅利，但也需警
惕長期結構性風險，產業升級仍是
核心命題，產業需在機遇與挑戰中
尋找平衡點。劉明輝表示： 「價格
暴漲是機遇，更是警鐘。只有從種
植端到消費端構建完整價值鏈，才
能讓中國咖啡真正擺脫周期律，在
全球市場掌握話語權。」

劉明輝分析，此輪價格上漲主
要受益於全球供應鏈失衡，巴西、
哥倫比亞等主產國因自然災害減
產，疊加中國咖啡消費市場年均
20%至25%的增速，形成 「供不應
求」 的利好局面。

設期貨交易 對沖風險
受惠2024/2025產季普洱咖啡

鮮果價格每公斤突破10元（人民
幣，下同）的歷史高位，帶殼豆與
咖啡米價格分別漲至每公斤44元和

60元，咖農收入倍增，極大提振了
種植端信心。儘管短期行情看好，
但劉明輝提醒，目前需正視三大長
期風險。

首先是國際價格波動傳導壓
力，劉明輝表示，國際期貨市場受
資本炒作影響劇烈波動，而雲南咖
啡仍高度依賴出口定價權，一旦國
際期貨價格回調，本土加工企業將
面臨庫存貶值與成本倒掛（即成本
大於收入）的雙重壓力。

其次要正視中國咖啡產業鏈附
加值偏低的現狀。劉明輝指出，雖
然普洱咖啡生豆精品率已提升至超
過三成，但深加工與品牌化仍滯
後。他說： 「多數利潤被國際品牌
賺走，本土企業仍困於原料供應商
角色。」

最後是可持續生產挑戰，勞動
力成本上升、極端氣候頻發及種植
面積有限，可能制約產能擴張。他
呼籲加強 「咖旅融合」 等創新模
式，通過莊園經濟與文旅消費反哺
種植端。

針對上述風險，劉明輝提出三

點建議，一是推動 「雙提升」 行動
計劃，通過標準化種植與加工技術
升級，力爭3年內將精品率提高至
50%以上；二是建立價格風險對沖
機制，探索本土咖啡期貨交易試
點，減少國際資本波動衝擊；三是
加速品牌化與國際化，扶持本土企
業打造高附加值產品，並借助 「一
帶一路」 拓展新興市場。

改良技術打造精品 劍指國際市場
「自這個產季開始，我

的豆子從每公斤5.8元（人民
幣，下同）開始賣，然後就一直往上漲，沒有停過，現在賣
到每公斤10.5元，價格差不多翻了一倍。」 雲南是中國咖啡

主要產區，在一波漲價潮的推動下， 「國產替代」 的
呼聲愈來愈高，一些咖啡銷售商和咖啡主理人
甚至被 「倒逼」 推進國產替代。雲南咖啡有望
成為 「去進口化」 的核心力量，甚至在全球精
品咖啡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

大公報記者 譚旻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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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品牌化發展 提升國際話語權

▲雲南咖啡有望成為國產咖啡 「去
進口化」 的核心力量。

▲不少咖啡愛好者表示，只要品質有保
障，可接受咖啡價格稍微上漲。

與眾
不同

出口3.25萬
噸，同比增長

358%，遠銷

29個國家和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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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全省種

植面積約120萬
畝，佔全國98%；
2023-2024產季，全
省咖啡生豆產量為

14.6萬噸
（全球佔比
1.08%）全省精品率從

2021年的8%
提升至2024年

31.6%

精品率

從2021年的

20%提升至
2024年的

80%

精深加工率
京東等銷售平台銷量五年增

長30倍，咖啡豆／粉銷

量增長28倍，2024年相
關搜索量同比增30%

消費增長

出口增長

種植規模

全全
球球
咖咖啡啡市市場場價價格格持持續續飆飆升升原原因因

供應端緊張

•氣候異常與自然災害：巴
西（全球最大產區）於
2023年遭遇嚴重乾旱，導
致阿拉比卡咖啡豆減產約
15%-20%，2024年收穫
季進一步惡化；越南（羅
布斯塔豆主要產國）於
2023年遭遇暴雨和颱風，
影響咖啡種植園恢復，預
計產量下降8%

需求端增長

•新興市場消費升級：中
國、印度等國家對速溶咖
啡與現磨咖啡需求激增

成本壓力增長

•化肥與能源價格：全球化肥價
格較2020年上漲超100%，燃
油成本推高運輸費用

•人工與包裝成本：勞動力短缺
與環保包裝要求提升，進一步
壓縮利潤空間

金融投機與地緣政治

•大宗商品聯動：原油價格上漲
帶動咖啡期貨投機情緒升溫

•出口政策干預：印尼臨時禁止
咖啡出口以穩定國內市場，加
劇短期供應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