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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咖啡豆，为何“遍地咖”？

解码底层逻辑 浙江“村咖”炼成记

◎ 叶诗蕾 姜子桐 肖淙文 李世超 许钟予 任旦雯

“在村子里喝咖啡，也太惬意了

吧”“村里来了个‘村咖’，是向往的生

活呀”“村里的咖啡店给我惊喜到了，

等风来，一起举杯”⋯⋯在浙江乡村，

很多咖啡店成为妥妥的“网红”店，年

轻人慕名而来。

其实，乡村咖啡并不是新现象。

比如在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朱苦

拉，男女老少都喝咖啡，被称为“中国

咖啡的活化石”；再如海南小镇福山，

在 2000 年初就大力推广乡村咖啡文

化；还有甘肃陇南的康县福坝村，早在

多年前就把老旧仓库改造成咖啡馆，

可谓十分超前⋯⋯

但是，有别于其他地方，浙江的

“村咖”，却以量大质优成为“显眼包”。

那么，“村咖”又为何选择浙江？

不产咖啡豆的浙江，是如何成为咖啡

大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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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咖啡的人都知道，咖啡的风味

好坏，火候十分重要。烘焙出“村咖”独

特风味的，正是乡村旅游这把火。

在咖啡店密度超某些一线城市的

安吉，这一特征格外明显。比如，今年

“五一”期间，安吉偏远山区的一家咖

啡馆单日最多出杯量超过 5000 杯，依

靠咖啡+露营，单日最高营业额超过30
万元。

再如嘉兴海盐的永庆村，靠着浙

江省“村晚”出圈，一条贲湖老街成为

网红打卡地后，才有了“含咖量”。文

艺范、国风味，一家家“村咖”延续着网

感，成为村落里的颜值气氛组。

可见，乡村咖啡兴起的主要原因

并不在咖啡本身，而在于乡村。浙江

为何多“村咖”？正是因为浙江是乡村

旅游“优等生”。因为乡村旅游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外地人奔赴浙

江广大乡村。

宁波的媒体曾对乡村咖啡做过调

查，在一家“村咖”的消费人群中，市区

家 庭 游 客 占 比 40% ，探 店 游 客 占 比

30%，其他散客占比 30%，在这其中，本

地乡村人群的消费比例仅占二成。

专业机构数据显示，全国人均咖

啡年饮用量只有9杯，但为“村咖”买单

的最大用户群，是“喝惯了咖啡的城市

游客”以及“渴望从城市逃离的年轻群

体”。

随着“千万工程”实施 20年所带来

的持续改变，之江大地的乡村游早已

不再是“一张桌子，几条板凳”的传统

农家乐模式，743 条乡村风景线、2170
个特色精品村，千村千面、原汁原味的

乡村不仅是村民家门口的风景，更成

为众多城里人惦念着的精神原乡。

一方面，“村咖”兜售着美丽的风

景，让游客感到温暖、治愈。比如湖州

的矿坑咖啡馆，采用售票制，慕名而来

的人只为拍一张碧蓝的矿坑大片。为

了让游客满意而回，咖啡馆甚至请了

位摄影师，不仅包拍照，还包修图。

另一方面，和很多人传统观念形

成反差的浙江乡村，更容易引起游客

分享的欲望，为“村咖”带来持续不断

的流量。翻阅社交平台上对“村咖”的

评价，关于咖啡好喝不好喝、品牌是不

是大牌的评论其实不多，更多的还是

在感慨乡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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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乡村旅游的这把火，更有年

轻人返乡创业这股风，把“村咖”的味

道越焙越香。

与城市里的忙碌相比，年轻人返

乡伴着青山绿水，听着熟悉的乡音，这

本就是理想的创业环境。同时，浙江

乡村愈加给力的政策，也吸引着年轻

人的回流。比如丽水市，在打出“满城

咖啡香”的招牌后，明确提出促进咖啡

产业发展“三年目标”，真金白银补贴

经营户。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村咖”创业

成本相对较低，试错空间大，是激活乡

村价值的一驾轻骑，这也可以看作青

年创业的一种平衡。

这几年短视频等自媒体的兴起，

也拉近了青年与乡村的距离，成了返

乡开“村咖”的推手。有不少返乡青

年，在城里被快节奏的工作“吞噬”着

时间，最终因一段乡村视频而被治愈，

转而将眼光放到家乡寻求新的就业机

会。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村咖”火了，

但从绝对数量来说，返乡创业仍然是

一片蓝海。在青年和乡村的双向奔赴

中，乡村不再是简单的生活、创业空

间，还承载着年轻人的人生梦想和生

活理念。小小“村咖”，成为乡村链接

城市的纽带，串联了更多新业态走进

乡村，挖掘乡村资源价值。

不少“村咖”选择和乡村合作，通

过合资公司的方式与村集体、村民建

立利益链接。路更好了、农产品销路

更广了，村民得到了实惠⋯⋯比如宁

波市的永旺村，咖啡馆为村里带来了

客流、增加了人气，也为村民的手工艺

品、土特产打开了销路，2021 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超过340万元。

还有的“村咖”，不断拓宽功能，成

为村里的文化客厅，让村子更文艺，精

神更富足，乡村里有了音乐会和读书

会⋯⋯例如，嘉兴海盐县的朱家门，

“村咖”除了卖咖啡，还帮助村民办起

了剪纸非遗展、办起了公益艺术培训，

温州泽雅今年还举办了首届咖啡节，

民宿、研学、电商、露营、非遗等业态都

来开出展位，三天吸引游客 4 万人次，

在张扬个性的青春热血中，这届年轻

人正以自己的理念，改造乡村，让家乡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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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能够诞生那么多“村咖”，是

乡村振兴激荡出的一抹涟漪。

乡村发展，夯实了根基。农村居

民收入逐年提升，产业愈加多元，要素

不断流通，公共服务愈加完善，从小

“村咖”的窗口向外望去，是丝毫不比

城镇逊色的人居环境。刷身份证可以

预约公交车、稻田边也能找到充电桩、

卫生服务站和城里一样功能齐全⋯⋯

既能就地享受现代文明生活，又能转

角邂逅“诗和远方”。

这样的乡村即使没有流量加持，

也会让人来了还想来。

这两年，浙江乡村越来越时尚，面

对“村咖”等新兴业态，政策也在跟上

脚步，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

类型的创业给予更多个性化支持。就

像诞生多家网红“村咖”的余村，还启

动过“全球合伙人”计划，设立 1 亿元

“余村产业基金”，高调招揽人才、构建

业态，打造更多“造血”新细胞。

“毕业后回村里没出息”“没有一份正

经工作，找不到对象”⋯⋯曾经，我们

身边充斥着这样的观点，但这些偏见，

正在乡村振兴的新风中消融。

社会倡导更多青年返乡创业，但

网络也存在幸存者偏差，年轻人的乡

村梦并非“一返就行”“一返就灵”，更

需要多方的力量。于是，乡村振兴研

究院、创业联盟、新乡贤⋯⋯不断延伸

拓展，除了实打实的政策，浙江更营造

了一方包容的乡村造梦舞台。

有人问，它又能够“火”多久？从

这个小切口来看，“村咖”只是乡村振

兴图景上的一抹亮色，而与之关联的

稻田营地、体验农场、私房菜馆、艺术

研学、乡村走读等文旅项目，正在浙江

乡村兴起。

即使乡村咖啡馆的未来还需时间

检验，但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继续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引导更多年

轻人与乡村双向奔赴，必将引爆更多

超乎想象的新业态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