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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研究背景
1.1.1烘焙行业发展现状
2015-2019 年，我国烘焙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19 年我国

烘培类产品零售额达2312 亿元，同比增长7.4%。烘焙类产品
的市场竞争较充分且较激烈。当前市场上主流烘焙类产品包括
西式糕点类、中式糕点类等，其中中式糕点类在总市场份额中
占比较小。随着西式糕点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抢占，其产品与服
务竞争优势对传统中式糕点品牌形成了严峻的竞争形势。传统
中式糕点该如何“破圈”，值得我们不断深思。

1.1.2文化与消费者需求现状
糕点文化经过千百年来代代人民的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

了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一种象征。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独特的
糕点文化，莆田地区的莆仙文化衍生出了当地独具一格的糕点
文化。另一方面，成长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代、没有经历
过物质短缺的年轻消费者创造了个性化的需求。根据埃森哲的
研究报告，年轻消费者更追求个性化的体验，更愿意尝试新事
物。如何将文化传承与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有机融合起来，是糕
点店铺需要思考和探求的。

1.2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中式糕点产业蓬勃发展。企业在生产经营上

采取多元发展战略，充分应用现代化生产设备与技术，积极吸引和
吸收管理及技术人才，传统糕点产品的高品质、高产量得到保证。

但不可否认，我国中式糕点产业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体
现在文化观念和市场拓展方面：在文化观念方面，赵琴等学者指
出：（1）中式糕点文化渗透力疲软；（2）消费者营养观念变化较
大；（3）传统糕点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大[1]。在市场拓展方面，
叶青等学者指出，在西式糕点和快节奏生活的双重冲击下，中式
糕点的生存空间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许多传统糕点正走向没落
与消亡[ 2 ]。中式糕点在走出去的路上，步履维艰。

对于中式糕点（食品）如何“破圈”的问题，许多学者进行
了相关研究分析：马娟玲认为，传统糕点品牌创新突破可以从产
品、体制、管理、文化、营销五方面入手[3]，实现进一步转型
发展。刘军丽基于成都传统特色小吃业提出传统食品产业应借力
城市打造文化内核，实施多元发展战略，并启动食品相关人才培
养工程[4 ]。

综上所述，对中式糕点市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拓展问题的研
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因此，本文创新性地以莆仙地区传统糕点
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交叉并行，并据调查结果提出
相关优化建议。

2  莆仙传统糕点
莆仙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被历代文人墨客称为

“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物产丰富，也因此孕育出了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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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传承久远的传统糕点，如米思盘舍龟、仙游赤饼、印糕、红
团、枫亭糕等。而“红团”和“枫亭糕”更是莆田市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3 莆仙传统糕点面临困难与挑战
3.1 新兴文化冲击，消费者观念改变
西式糕点的蓬勃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给我国传统中式

糕点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西方糕点带给消费者的新鲜感和更
多的选择，传统糕点在这种对比下逐渐丧失了竞争力。新兴文
化的不断涌入也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步发生变化，在重大
节日传统糕点的吸引力越来越弱。[5]

3.2 宣传力度不足，地域性显著
莆田市传统糕点行业的经营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小规模实体店

铺为主，以口口相传的“祖传”工艺为制，市场范围具有明
显的地域特色[6]。据调查，莆仙传统糕点在福建省以外地区居
民中的知名度甚至还不到5%，这说明莆仙传统糕点对外宣传和
销售渠道匮乏，各方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地域特色显著，市场
难以扩大。

3.3 保护机制不完善，技艺面临失传
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传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节日

文化和传统糕点也受到冷落。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沟通与交
流的桥梁，在保护与传承传统糕点文化方面需要发挥承上启下的
纽带作用，要想实现传统糕点行业的长远发展，行业协会就必须
了解企业的需求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向政府汇报，及时向
企业传达政府的政策方针，并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协调管
理，营造诚信经营的行业环境。

3.4工艺保守落后，创新驱动不足
莆仙传统糕点是多年传统智慧的结晶，但由于其传统性、制

作工艺的复杂性，许多糕点的制作在技术的传承上仍停留在师傅
传授徒弟的方式上，缺乏正规的传授途径和场所，无法大面积推
广。尽管目前已经有部分企业开始重视莆仙传统糕点的生产，但
限于目前市场规模较小的情况，仍未得到较好的发展。随着当前
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市场主体物质需求的多样化，要求传
统糕点不能忽视品牌文化的调整，也不能忽视市场与社会的发展
变化，并且缺少文化创新精神，与市场需求不相称，无法跟上现
代市场的步伐，也只能加速传统糕点的衰亡。

4   从问卷调查看莆仙传统糕点发展现状
本次调研选取了莆田当地人以及非莆田当地人两大群体，

旨在真实地反映大众对莆仙传统糕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
状况，使调研结果更加接近真实情况。调研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
收集数据，向莆田当地人以及非莆田当地人两大群体发放问卷，
本次调研实际发放问卷255份，回收问卷250份，回收率为98.
03%，为获得具有价值的样本数量，除了调研74名莆田当地人外，
也有176 名其他地域人员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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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当地消费驱动力不足
在对受访的 74 名莆仙当地被调研者中，就他们“对当地

传统糕点的喜欢程度”这一问题的回复，我们得知：超过半
数的受访者（39 人）对传统莆仙糕点表示以喜爱，有26 人认
为一般，而有 9 人表示不喜欢吃传统莆仙糕点。

我们向 65 名对莆仙传统糕点喜爱程度为“较高”和“一
般”的莆仙当地被调研者进行进一步询问喜爱的理由，得知大
多数受访者喜爱的原因都来自于：“文化韵味、节日需要”，
共计 46 人、占比 7 0 . 7 7 %；“健康卫生”和“口感丰富”紧
居其后，分别有29 人和 32 人，占比为44.62% 和 49.23%。

而在对 35 名对莆仙传统糕点喜爱程度为“较低”和“一
般”的莆田当地被调研者询问不喜爱莆仙传统糕点的理由一问
中，我们得知：分别有 27 人（77.14%）和 21（60%）人认
为“口味单一、口感较差”和“做工粗糙、不够精致”是
他们不喜欢莆仙传统糕点的原因。

4.2 了解不足，宣传力度薄弱
就250位受访者群体关于莆仙传统糕点的熟悉度这一问题，

我们了解到：有123 人（49.2%）表示对于题中所给的莆仙传
统糕点毫无了解。

250 位受访者中近九成认为莆仙传统糕点难以走出莆田、
获得大众认知的原因在于宣传力度不够；半数被调研者认为受限
原因在于莆仙传统糕点莆仙传统糕点的购买渠道较闭塞、存在一
定的地区差异性、相关文化历史较浅薄。

从以上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莆仙传统糕点在当地消费者
中喜爱程度占比不高，并且大多数人选择购买品尝莆仙传统糕
点的原因也是因为过年过节传统节日、传统习俗的要求，而并
非个人喜好，显然目前当地消费者对于莆仙传统糕点的消费驱
动力不足，没有充分挖掘当地居民对于糕点的消费需求。

5  莆仙传统糕点“破圈”之道
面对如何使莆仙传统糕点更具知名度和普及性，笔者通过

问卷调研以及对微风糖等莆田当地烘焙企业的实地调研，构思
了以下“破圈”之道。

5.1 在包装、造型上下功夫
莆仙传统糕点需要摆脱原本简单、粗糙的包装，选择更具

有创意性、文化特色的包装，提升糕点包装的美观性，针对
包装、造型提出以下几个方向：

（1）打造文艺包装，满足当代年轻人追求精致文艺的趋势；
（2）结合莆田二十四景、莆仙戏等莆田特色传统文化打造具有地
域特色的包装，提升文化内涵；（3）可以进行国风设计，融入山
水、国画、书法，突出中国元素；（4）与知名IP进行联名合作，
扩大莆仙传统糕点知名度；（5）进行个性化定制，消费者可根据

自身需求定制莆仙传统糕点产品。
5.2 提高宣传力度，线上线下融合推广
传统的推广方式收效甚微，需要创新宣传、推广手段，增

强宣传实效。
（1 ）参考厦门大学开设海蛎煎教学课程，各大高校可以

开展传统糕点烘焙课程，开设专业学习班，高校社团可以开展
传统糕点体验普及活动，吸引学生群体参与到传统糕点的推广
活动中，提升传统糕点在高校学生中的普及度。

（2 ）将产品融入影视作品、文化节目，如《山海情》
中莆仙传统糕点红团的出现、中国地名大会中对莆田市的介
绍，它们通过作品、节目引起广大群众的好奇，吸引消费者
的购买。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产品宣传提供了渠道，可以
通过拍摄传统糕点+ 旅游短视频，满足美食达人打卡异乡美食
的吃货情结。

5.3 丰富糕点口味，开发新糕点
目前传统糕点的口味较为单一且较为甜腻，使得消费者望

而却步，因此莆仙传统糕点需要探寻新的糕点口味、开发新糕
点去寻找糕点市场空白。

（1 ）莆仙传统糕点可以将药食同源的理念融入糕点中，
根据不同食材的功效，开发具有不同养生保健功能的糕点，满
足当前消费者追求健康的理念。

（2）可结合当地富产的水果，如莆田四大名果龙眼、枇
杷、杨梅、文旦柚，推出时令限定糕点，莆田已经有美食达人进
行枇杷宴的尝试，可以将此概念移植进行水果糕点宴的制作。

5.4 去时间化、去场景化
对于“去时间化”，以红团为例，主要在春节的时候进

行销售，但是日后如果能让红团变得早餐化、日常化，就可
以让产品销售范围再次扩大；对于“去场景化”，则可以通
过将红团引入莆田市各邻里中心，通过组织活动、教社区群众
制作红团，来弘扬传统文化，帮助莆仙传统糕点获取流量。

5.5建立品牌生态圈
政府可以联合更多的企业品牌，通过企业品牌进入博物

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为美食打造课程与故事，通过场景与
文化塑造体验感，赋予美食以意义，可以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6  结论与展望
笔者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调研大众对莆仙传统糕

点的了解、喜爱程度以及调研微风糖对传统文化糕点的创新举
措，积极探索莆仙传统糕点的发展情况及问题，分析和探究莆
仙传统糕点的创新思路。

要使莆仙传统糕点不断传承并出圈，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宣
传力度，重视传统糕点行业；同时糕点企业要坚持与时俱进，结
合市场需求，运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理念，不断创新，相信莆
仙传统糕点在未来会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为大众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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