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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热，新茶饮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不少新茶饮品牌出现门店爆单的情况。新茶饮

热销，也直接带动茶产业和水果产业的发展。不过，有专家指出，新茶饮行业的发展需要适

应当下多元化的需求，要想长红，最关键的还是要悉心经营，把控好品质，为消费者提供健

康、美味和经济时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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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内需促消费在行动G
本报记者 曲欣悦 本报实习生 陈思

“上新的喜茶，喝到了！”5 月 17 日，北京

市朝阳区消费者胡女士在朋友圈“晒”出外卖

送来的“FENDI喜悦黄”特调的图片。

当 天 ，喜 茶 携 手 意 大 利 奢 侈 品 品 牌

FENDI（芬迪）在喜茶大陆门店推出的“FEN⁃
DI 喜悦黄”特调正式上市。记者在喜茶北京

环球贸易中心店采访发现，自上午 10 点门店

开始销售起，就有不少用户“卡点抢”，该门店

订单瞬间火速增加。

在线上，喜茶多家门店出现了“制茶繁

忙”，北京某门店半小时排队杯数超过 600
杯。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像抢演唱会门票一

样“刷票”下单。

夏天来临，新茶饮消费迎来旺季。新茶

饮品牌门店柜台上码放着的一排排五颜六色

的新茶饮，门店订单机吐出的一张张小票里，

涌动着消费市场的澎湃活力。

不少新茶饮门店爆单

自“五一”假期以来，随着天气逐渐变热，

新茶饮市场也逐渐升温。“下午来商场看电

影，打算提前买一杯奶茶，线上下单提示还要

等待 90 多杯……”陕西西安消费者陈女士告

诉记者，今年“五一”小长假，西安不仅旅游景

区游客爆满，许多新茶饮门店也都处在爆单

状态，想随到随喝并不容易。

据统计，“五一”期间，餐饮企业的营业

额同比增长超过 57%。其中，新茶饮市场迎

来了“爆发式”复苏，多家新茶饮品牌在这个

假期销量翻倍，远超去年甚至 2019 年同期

水平。今年“五一”假期，喜茶全国众多门店

销量增长超过 500%。奈雪的茶销售数据则

显示，5 天假期全国门店销售额破亿元，共

售 出 近 600 万 杯 茶 饮 ，较 去 年 增 长 120% 。

茶百道全国门店销售数据同比去年均有较

大提升，其中单一门店销量增幅最高达 40
多倍。

除了一线城市持续出现爆单现象，“五

一”出行热对三四线城市消费也产生了明显

的带动作用。海南儋州、浙江衢州和金华位

居奈雪的茶全国销售增速榜单前三。有业内

人士认为，新茶饮在三四线城市仍保有很强

的增长空间，消费潜力巨大。

新茶饮走向供应链赛道

“最近有一些新式茶饮品牌主动联系我

们 ，想 到 生 产 线 参 观 ，希 望 和 我 们 开 展 合

作。”近日，江苏大敬茶叶有限公司创始人果

果对记者说。果果经营的茶企位于江苏溧

阳，这里生产的高品质茶叶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客商的目光，其中就有一些新茶饮品

牌。“他们对我们的原料、标准化加工技术都

非常感兴趣。”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安徽省茶业

协会会长王传友表示，中高档的传统茶叶，往

往更加注重茶叶的外形，比如要是“一芽一

叶”，“而新茶饮对于原料的诉求更多是在于

茶叶的滋味和香气，这对于一些只是外形品

相欠佳的茶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费机会。

新式茶饮品牌公司与茶企建立原材料供应关

系，也有利于综合利用夏秋茶原料，扩大茶叶

销售，助力茶农增收。”

随着新茶饮赛道走向供应链时代，一些

茶叶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在借助新茶饮发展

的热度，引进新茶饮企业从源头布局，助力

当地产业升级转型。奈雪的茶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今年“龙井奶茶”“福鼎老白茶

珍珠奶茶”产品销量领先，多项数据均显示

传统茶已成为影响新茶饮消费的重要因素，

渐成新风尚。

与此同时，由于喜茶等新茶饮坚持使用

真水果、真原茶等高品质原料制作产品，带动

了水果产业的发展。黄皮、油柑、杨梅、芭乐

等“小众水果”频频登上新茶饮的菜单，并逐

渐被新茶饮带“出圈”。

产品及营销需持续创新

“制作一杯奶茶一般需要 150 毫升的茶

底，使用我们的胶囊茶萃取，只要 30秒即可完

成。”近日，来自安徽黄山某茶叶公司的秦石

磊带着一款新式茶饮产品在合肥举行的第十

六届安徽国际茶博会上亮相。这款小巧方便

的胶囊茶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品尝。

在新茶饮行业，出品的效率和稳定性一

直是个“痛点”。“胶囊茶在原料端实现了标准

化。萃取阶段用机器高压萃取代替人工传统

冲泡，整个过程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无

论是谁来操作都能得到统一的品质。”秦石磊

告诉记者，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在位于上海的

一家新茶饮品牌多家门店中应用。

有业内人士认为，新茶饮行业的门槛壁

垒并不高，因此必须要在原材料和工艺上以

及营销上持续创新，才能不断刺激消费者的

购买欲，被市场记住。

近年来，新茶饮品牌在营销方面持续

发力。例如，5 月 17 日，喜茶携手 FENDI，在

北京让消费者体验“hand in hand”茶室及具

有中国彝族特色的限定产品，吸引了不少

人打卡。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刺激消

费者的尝试欲和购买欲，创新口味、拓展品

类、加强科技研发正成为新茶饮行业竞争更

为激烈的赛道。例如，茶颜悦色近年来正着

力布局电商平台，开发出了茶粉、零食、文具

等多个品类。蜜雪冰城也在围绕网红的“雪

王”IP 形象，打造玩偶、零食、文具等周边产

品，吸引年轻消费者。

“茶饮行业的发展需要适应当下多元化

的需求，但要想长红，最关键的还是要悉心经

营，把控好品质，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美味和

经济时尚的产品。”王传友说。

不少门店爆单！天气转热新茶饮市场升温明显
在产品热销的同时，也直接带动茶产业和水果产业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顾天成

基本医疗保障关系到群众看病就医和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当前我国基本医保参保情

况如何？如何将更多新药好药纳入医保？如

何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国家医保局相关

负责人在 18 日举行的国新办“权威部门话开

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全国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
健全世界最大基本医疗保障网

“5 年来，我们不断健全世界最大的基本

医疗保障网。”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在发布

会上介绍，2018 年至 2022 年，全国人口参保

率稳定在 95%左右，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

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80%和 70%左右。

全民参保是医保事业发展的一项基础

性、全局性工作。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表示，国家医保局将从四个方面持续推进参

保扩面提质：

通过数据比对提高参保扩面精准性，完

善覆盖全民的参保数据库；通过部门联动提

高参保扩面针对性，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新生

儿、流动人员和农民工参保率；通过优化服务

提高参保扩面便利性，加强与税务部门协作，

为参保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等。

为稳步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医疗有

保障，坚决守牢不发生因病规模化返贫的底

线。国家医保局将在推动建立多元化医疗救

助体系，完善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度，完善

高额费用负担患者综合帮扶机制等多方面持

续发力。

将更多新药好药纳入医保
持续提升参保群众用药保障水平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采取医保谈判、集中

带量采购、改革居民慢性病保障方式等多种

措施，持续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介绍，5 年来，国

家医保目录累计新增 618种药品，涵盖新冠感

染、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

临床治疗领域。

为提高药品可及性，国家医保局联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出台谈判药品“双通道”等政

策，支持目录落地实施。截至 2022 年 12 月

底，全国已经有 20.9 万家定点医院和药店配

备目录谈判药品。

据介绍，国家组织集采 333种药品平均降

价超 50%，集采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 8 种高

值医用耗材平均降价超 80%，连同地方联盟

采购，累计减负约 5000亿元。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进医药集

中带量采购的扩面提质：

从国家层面看，2023 年已开展第八批药

品集采，接下来还将开展第四批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主要针对眼科人工晶体和骨科运动

医学类耗材，并将适时开展新批次药品集采。

从地方层面看，将重点对国家组织集采

以外的化学药、中成药、干扰素以及神经外科

耗材、体外诊断试剂等开展省际联盟采购。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推动更多便民举措落地

胡静林介绍，5年来，通过飞行检查、专项

治理、日常监管等手段，推动形成了医保基金

监管的高压态势。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

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

保专项整治，强化大数据监管，构筑全社会监

督防线，完善基金总额预算、集采药品结余留

用等政策。

为解决异地就医报销不方便的问题，国

家医保局大力推进跨省异地直接结算，目前

全国住院费用、普通门诊费用、门诊慢特病的

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分别达到 6.88 万家、

38.21万家和 2.46万家。

胡静林介绍，国家医保局将继续扩大覆

盖范围，推动更多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

医联网结算范围，并继续优化备案流程，鼓励

更多地区开展自助备案，方便群众异地就医。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老

年人数量不断增长，长期护理保障问题逐步

成为社会焦点。截至 2022 年底，长期护理保

险参保人数达到 1.69亿，累计有 195万人享受

待遇。

胡静林表示，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入抓

好现有试点，对前期试点中已形成的多方共

担筹资机制、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等进行

完善。同时，推动地方健全落实国家层面已

明确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助力“三医”协同发展
积极助力商业医疗保险发展

李滔介绍，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注重发

挥医保在“三医”联动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

促进医疗保障与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保

障体系的良性互动、协同改革，推动减轻群众

就医负担，促进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支持鼓

励医药技术创新。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制度化常态化开

展集中带量采购，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

制，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支持深化以公

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协同推进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推进医保改

革与医药创新相互促进。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在厘清

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责任边界的基

础上，医保部门采取了推动信息共享、支持经

办协同、提升基金效能等措施，助力商业医疗

保险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探

索基本医保和商业医疗保险协同发展、互补

互促的适宜路径和有效模式，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黄华波表示。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

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助力“三医”协同发展
——国家医保局介绍推动医保高质量发展情况

5月 18日，参加演练的消防人员通过
绳索和漂浮担架营救“被困群众”。

当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普宁市
举行“逐浪·2023”抗洪抢险跨区域实战演
练，来自揭阳、汕头、潮州、汕尾、梅州等地
的消防水域救援专业队及蓝天救援队等社
会救援力量共400余人参加。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广东消防举行抗洪抢险
跨区域实战演练

云南88条口岸快捷通道恢复启用
本报讯 （记者赵黎浩 通讯员赵国 骁雷

雨）记者日前从云南边检总站了解到，云南 88
条口岸快捷通道恢复启用。5 月 15 日恢复口

岸快捷通关当天，河口口岸使用快捷通关出

入境人员达 553人次，其中口岸入境方向使用

快捷通道的旅客 326人次、出境方向使用快捷

通道的旅客 227人次。

在河口口岸旅检大厅，持符合快捷通关

要求出入境证件的旅客，在边检民警的指引

下，使用快捷通道进行通关。旅客只需刷证

件、看镜头、按指纹，5~8秒便能完成查验快捷

通关。与以往人工查验模式相比，快捷通道

通关时间大幅缩减。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北梦原）财政部今天公布的

财政收支情况显示，1 月～4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171亿元，同比增长 11.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418亿

元，同比增长 6.8%。

前 4 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7561 亿元，同比增长

8.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5610 亿元，同比增长

14.8%。全国税收收入 70379亿元，同比增长 12.9%；非税收入

12792亿元，同比增长 6.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来看，1 月～4 月累计，国内增

值税 27923 亿元，同比增长 58%。企业所得税 17745 亿元，同

比增长 3.7%。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1 月～4 月累计，契税 2064 亿

元，同比增长 6.3%；土地增值税 2252亿元，同比下降 15.2%；房

产税 1529 亿元，同比增长 20.5%；耕地占用税 458 亿元，同比

下降 8.8%；城镇土地使用税 861亿元，同比增长 11.5%。

支出方面，1 月～4 月累计，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0196 亿元，同比增长 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6222 亿

元，同比增长 6.9%。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教育支

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6.9%、

10.3%和 8.7%。

前4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9%
支出同比增长 6.8%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杨召奎）今天，中国卫星导

航定位协会在京发布的《2023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2 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5007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6.76％。其中，包括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

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等在内

的产业核心产值同比增长 5.05％，达 1527 亿元，在总体产值

中占比为 30.5％。

《白皮书》显示，去年国内卫星导航定位终端产品总销量

约 3.76亿台/套，其中具有卫星导航定位功能的智能手机出货

量达 2.64 亿部，车载导航仪市场终端销量超过 1200 万台，包

括物联网、穿戴式、车载、高精度等在内的各类定位终端设备

销量超过 1亿台/套。在大众应用市场方面，2022年北斗系统

进一步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大众更加“有感”。

进入 2023 年，随着国家新基建、数字经济等重大战略的

实施，时空大数据、城乡数字底座、无人系统、智能信息服务等

正在蓬勃发展，推进了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在各行业各领域

的深化应用，产业整体经济效益也将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

去年终端产品总销量约 3.76亿台/套

我国卫星导航产业年产值超50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实习生许驰 通讯员聂龙）记者日

前从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子活

动——“同线同标同质”（以下简称“三同”）行动与内外贸一体

化战略研讨会上获悉，浙江省以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百

县千品万亿”行动为抓手，深入推进“三同”行动，有力促进内

外贸一体化和“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截至目

前，已累计发展“三同”企业 797 家，上线“三同”产品 1337 种，

其中食品农产品 289种，一般消费品工业品 1048种。

内外贸产品“三同”是指按照相同标准、相同质量要求，在

同一生产企业生产既能满足境外特定目标市场要求又可内销

的产品。

在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浙

江精品”主题展区，记者看到，户外移动电源、风动能滑翔机、

潜力建构球积木等“三同”产品一一展出。据有关“三同”企业

负责人介绍，“三同”行动提高了企业优质产品的供给能力，增

强了老百姓对生产企业的信任，助力企业开拓市场、打造品

牌；帮助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产品。

另外，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浙江精品”主题展区现场，还设

置了直播间，开展了公益直播和政策解读，宣传浙江质量强省建

设、浙江精品及“品字标浙江制造”建设行动、内外贸产品“三同”

行动、对标达标行动、绿色产品等高品质认证行动、知识产权促

共富行动、质量基础设施赋能升级行动等所取得的成果。

花同样的钱，买到更高品质的产品

“三同”产品亮相中国—中东欧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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