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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上半年餐饮新增门店中，咖
啡茶饮品类以新增1.9万家门店排名第三，
仅次于烧烤品类的 7 万家、火锅品类的 3.2
万家，咖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当代最
火热的创业选择，可以说，中国即饮咖啡市
场正在迅速崛起，并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
关注的热门领域。但热闹的行业现状背
后，不少咖啡店“炮灰”却在疯狂退场。

为什么年轻创业者扎堆咖啡赛道？

根据企查查、天眼查等数据平台信息
显示，今年 1 月—7 月，万亿级的咖啡赛道
中，新增注册企业数量达到 3.3 万家，而截
至今年10月1日，这个数字增长到了4.6万
家。目前，国内咖啡相关企业的总数量已
经达到39.5万家。

咖啡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已经成为不
少年轻人的生活必需品。工作、学习等压力
下，似乎一杯冰美式就可以解决很多烦恼，
提升一些动力。加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选
择创业，那么自然会选择自己经常消费的咖
啡作为创业第一选择。相比于饭店，咖啡没
有太多油污，在快节奏的生活下，一杯咖啡
显得极有情调，让整个生活随着咖啡一起慢
了下来。

有数据显示：国内一二线城市养成咖啡
饮用习惯的消费者消费杯数分别是326杯/
年和 261 杯/年，而全国的平均数却只有 9
杯/年。如此看来，咖啡需求还有很大的增
长空间，那咖啡赛道能走得长远吗？

大品牌下场厮杀 小咖啡店已成“炮灰”

今年6月5日，瑞幸推出9.9元的咖啡，
而库迪咖啡以8.8元一杯的价格与瑞幸公开
宣战。10月13日，盼盼食品旗下首家咖啡·
烘焙小馆“UPPINGCOFFEE×加油满分”，
正式在福建泉州开业。10月16日，雀巢旗
下全国首家高端咖啡馆“ROASTELIER”，
在上海静安寺正式开业。在大厂扎堆入局
即饮咖啡赛道的情况下，小咖啡店现在的处
境可谓是腹背受敌。一面是头部品牌突破
万店规模，跨界品牌陆续加入，咖啡店密度
越来越大；另一面是价格内卷持续，挤压市
场份额。

西安本土的独立咖啡店也非常多，有
DoubleTreeCafe、知一咖啡、且停、山野、绿
驴咖啡、雕刻时光等。对于独立咖啡品牌，
不少消费者其实更注重其社交功能，在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年轻人除了看重咖
啡的提神功能以外，驻足小众咖啡店更多
的是为了拍照打卡。西安的不少独立咖啡
店就有搭配看书学习这一功能，加上环境
复古优雅，就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拍照打卡
地”。

企查查数据显示，在国内39.5万家咖啡
相关企业中，处于“异常状态”（吊销或注销）
的企业数量达到17.2万家，占比超过40%。
此外，另有数据显示，具体到咖啡行业的门
店数量，近一年咖啡赛道新开门店数量为
7.7万家，净增长门店数量为4.2万家，这意
味着，2023年咖啡赛道已闭店了近3.5万家
门店。在大品牌的发力下，小咖啡店很难在
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无论是价格还是口
碑，都难以对抗已经成型的咖啡品牌，即使
是跨界而来的大品牌，似乎对于做咖啡也是
游刃有余。

咖啡不光是喝一个口味 要找寻与消费
者的共鸣

对于咖啡赛道的退场倒闭和新店开业
浪潮，最先察觉到的可能是二手咖啡设备回
收行业：不断有人转让设备，与之相对的，也
不断有人购买设备。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2015年
就预判到咖啡赛道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高

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国内咖啡市场已
经进入了内卷阶段，新生代的人口红利不断
的叠加，西式生活的渗透会越来越快，咖啡
作为非常有品牌调性的品类，必将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跟追捧，再加上整个咖啡赛道的入
门门槛并不高，而且它是可标准化的，这应
该是众多创业者进入这个赛道的核心原
因。”

独立评论人王建红表示，咖啡本身并无
多大差异，在中国市场上俨然成为了一种快
消费行业。在咖啡市场中，独立咖啡品牌应
该打磨的是自身的品牌文化，找准消费者定
位、市场定位、文化定位，才能让大众看到。
现在的很多独立咖啡品牌宣传咖啡的同时
并没有去宣传自己与其他品牌的差异化特
色，在定位模糊下也就很难进入大众视野。
喝咖啡其实不光是喝一个口味，还有背后的
情调、个性，找寻与消费者的共鸣，思考咖啡
背后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创业本就是一条艰难的路，虽然咖啡市
场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但是，想光靠热
情就让咖啡馆生意兴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如果还没摸
清做生意的门路，就一味投钱，将只能短暂
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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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扎堆咖啡店 咖啡真的香吗？

相比往年，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出现
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既折射出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需求，又体现了我
国高等教育领域着眼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而作出的努力。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
报名工作于10月25日结束。近年来，硕士研
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屡创新高，社会各届对考
研的关注度逐年增加，招生工作的变化与调
整牵动着考生的心。

相比往年，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出现
了一些新变化，如专业型硕士（以下简称专
硕）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推免资格描述更
加具体，调剂工作的相关规定更加精细化
等。这些变化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带来的新需求，又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着眼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而作出的努
力。

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提升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提升

在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网上报
名正式启动之前，各高校就已经公布了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查询简章可以发现，
包括西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
先后宣布，不再在统考中招收部分专业的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学硕）。这些
专业包括工学、管理学、农学等多个学科大
类。

不仅是上述学校，近年来在研究生扩招
的大背景下，各院校专硕扩招的趋势尤为突
出。早在2022年9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
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招生比例已超60%。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
展方案（2020—2025）》，到2025年，以国家重
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
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将扩大到硕士研究
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

“专硕或学硕的招生人数、名额占比等
并不是由学校自己决定的。学校主要依据
教育部每年确定的研究生招生指标来制定
招生计划。”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
理学院教授刘继安认为，专硕招生人数大幅
增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新的人才需
求。

“以前我国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对研
究生的需求较少。但随着我国产业结构
不断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刘继安表示，产
业升级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而 专 硕 对 应 的 培 养 目 标 就 是 应 用 型 人
才。“每个新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每
次转换，都需要对新技术进行具体的调
整。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大量的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而对于从事基础学术理论研
究的人才则需求较少。”她介绍，以北美的
一些国家为例，从数量上来看，专硕在研
究生培养中占大多数。

除了专硕名额不断增加，部分高校也在
学硕招生阶段更多采取推荐免试入学的方
式。而不久前发布的《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也对推荐免试入学工
作有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刘继安认为，单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
看，推荐免试入学的方式更加符合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培养规律。“我们知道现在考研的
竞争压力很大，往往需要考生长时间、有针
对性地去准备。而采用推荐免试入学的方
式，考生能够省去大量的备考时间，可以将
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研
究方向。”刘继安同样表示，基于我国现阶段
教育发展状况，统一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仍然
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是否考研应从多方面考量是否考研应从多方面考量

随着考研的热度逐年增加，考生连续多
年备考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二战”“三战”甚
至“四战”的考生不在少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当
前，考研已经出现了“高考化”的趋势，给考
生以及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不少新问题。“现
在很多本科生都热衷于考研，甚至有的大学
还以考研作为目标来组织本科教学。这就
导致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其综合素养仍待提

升。”熊丙奇说。
要不要考研？应该考什么类型的研究

生？一次考不上还要不要继续？诸多问题
让广大学子出现“选择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刘继安给出了她的建
议。“我认为学生在作选择前，还是要想清楚
读研是为了什么。有些学生读研是因为对
学术研究感兴趣，有些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
作，也有些是‘随大流’，盲目跟从。”她认为，
学生在思考要不要读研、读哪种类型的研究

生等问题之前，首先要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有
较为清晰的想法。“这样才能作出不容易后
悔的选择。”刘继安说。

考研是一个难题，但对于已经被成功录
取的考生来说，“上岸”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一
定能够一帆风顺。“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方式
与本科阶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刘继安表
示，与导师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是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重点。因此她建议，无论
是参加统一招考还是推荐免试入学的学生，

在选择院校专业以及导师时，要充分考虑自
身的研究兴趣，并且认真了解所选专业、导
师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构建更符合规律的培养方式构建更符合规律的培养方式

无论是从社会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出发，还是从高校自身发展需求出发，研究
生扩招已是大势所趋，由此带来的“学历贬
值”等现象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对此，熊丙奇认为，高学历教育并不等
同于高质量教育。盲目扩大研究生教育招
生规模，很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考研热”。建
设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应结合社会对研
究生人才的需求，从培养高质量研究生出
发，确定研究生教育规模，并推进研究生招
生、培养改革以及用人单位的人才评价改
革。

此外，在专硕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专
硕与学硕在培养模式上需要进行有效区
分。“专硕应强调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培
养过程中重视加强实践环节；学硕则应侧
重于对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刘继安认
为，为着眼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学术型
人才培养应加强本硕博或本博贯通式培养
模式。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从这一
方面出发，本博贯通式培养更符合创新人才
培养的规律，效率更高。”她表示，基础研究
不确定性很大，科研周期往往较长，需要长
时间持续专注于一个方向。本博贯通式培
养有利于学生在某个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
好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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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人数创新高今年有何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