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9.26
编辑：闫秀梅 读者热线：0535-6631047 Headline 重点 A5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

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

众号。

9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规上企

业酒类产量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1～8

月，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白酒产量达261.8

万千升，同比下滑13.2%。其中，8月份

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白酒产量 26.8 万千

升，同比下滑5.3%。

根据公开数据，自 2016 年以来，白

酒产量已经出现六连降，而今年白酒产

量再次下降的可能性极大。

业界认为，白酒产量逐年下降，说

明行业提前进入品质提升和优胜劣汰

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的白酒消费结

构属于存量市场竞争，行业集中度不断

提升，品牌化、品质化发展趋势愈加明

显。从白酒上市公司半年报数据来看，

多数企业营收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头部

品牌优势更加明显。随着名优白酒渠

道的不断下沉，中小酒企的发展空间进

一步被挤压。

白酒产量下滑，头部向好，中小企业过得咋样？
业界认为，白酒产量逐年下降，说明行业提前进入品质提升和优胜劣汰的发展阶段。
随着名优白酒渠道的不断下沉，中小酒企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本报记者 陈振翔 发自北京

Wind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

度，白酒类上市公司 21 家，总市值

4.74万亿元，市值规模占酿酒行业的

93%。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数量从

2016年的1593家降至2022年的963

家，证明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中小

微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处的

淮河流域，是著名的“酒窝”，这里聚集

着大大小小白酒企业数百家，85%以

上为浓香型企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数

量不是太多，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或

小微品牌，在浓香白酒消费为主的时

代，大大小小的企业经营状况形势一

片大好，无论再小的企业，也有自己的

生存空间，小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近年来，随着白酒消费差异化的

推进，酱香型白酒的消费群体在不断

增长，特别是以酱酒军团为主导的贵

州白酒对市场的占领，从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本土白酒品牌的发展，与名酒

企业和强势品牌的竞争中，小微白酒

品牌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茅台带动了酱酒的疯长，在清香

名酒汾酒、宝丰、黄鹤楼的带动下，清

香大品类也在向上发展，“汾酒速度”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2019 年，山西汾酒营收达到 118 亿

元，增速超过25%；2020年，山西汾酒

取得了 139 亿元的营收，增速超过

17%；2021年，山西汾酒营收达到199

亿元，增速超过42%；2022年，山西汾

酒营收262.14亿元，同比增长31.26%。

当酱香还在风口的时候，清香白

酒的发展势头已经显现。汾酒的快速

增长和全国化布局成功，特别是南方

核心市场的占有率飞速提升的案例足

以证明，清香白酒的风口已经来临，但

是从汾酒热到品类热，也需要时间，经

过汾酒两三年的带动，清香品类热如

火如荼。

在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

上，吕梁市市长张广勇表示，白酒产业

成为吕梁又一支柱产业，要用好链长

制、打造专业镇，一镇带一方、一方促

全盘，扎实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带动吕梁全面转型。

吕梁市提出，“十四五”末白酒产

能达到60万吨，产值突破500亿元。

今年以来，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建设锚

定“打造十里酒城，建设酒都吕梁”战

略定位，立足“以酒为基、以旅为纲、酒

旅融合、多元发展”总体方向，多措并

举，实施龙头企业带动行动，汾酒集团

技改升级开工建设。新组建的山西杏

花产区酒业集团正在打造白酒龙头企

业，支持中小白酒企业扩大规模，形成

“两核多点”白酒产业发展新格局。

8月20日，在由中国酒业协会主

办、华夏酒报社协办的“清风徐来 一

品天香”——“清香大时代”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刘

振国表示，从实业到资本，从单品到全

线，从品牌到品质，清香型白酒正展现

出由复兴到爆发的强劲形象。

清香白酒持续升温不只是带动了

山西白酒产区，更带动了河南、河北、

北京、重庆、湖北、青海等清香白酒产

区的大繁荣。除规模以上清香型白酒

企业外，众多中小型清香白酒企业的

发展也进入快车道。

《华夏酒报》记者采访河南、河北、

湖北、青海等部分中小清香白酒企业

时，多数企业负责人表示，订单数量翻

了一倍，到企业考察的白酒运营商、经

销商数量增长80%。

一清香白酒企业市场营销负责人

高先生表示，随着秋季全国糖酒会的

临近，深圳作为经济潜力丰厚的城市，

在深圳的辐射下，清香白酒的热度可

能会更高。

冯先生表示，第二季度的白酒消

费乏力进一步加速了中小企业的转

型，迷茫中的部分经销商极大可能会

抓住清香的风口，开启营销“小黄金时

代”。

清香白酒，打好大品类“晋级赛”很重要

“酱酒热的风还在刮，只不过风速

减少了不少。”在酱酒核心产区贵州仁

怀茅台镇，白酒运营商夏先生明显能感

受到酱酒热的风速在降低，随着酱酒产

业深度调整，头部强势酱酒品牌逐渐掌

握了营销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主动权，贵

州排名前十的企业营收占据90%以上，

留给众多中小型酱酒企业的发展空间

越来越小，如何进行自我调整，是摆在

小微酱酒品牌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在白酒经销商冯先生看来，随着消

费的转变，酱酒进入深度调整期，酱酒

名酒企业和强势品牌的优势更加明显，

众多酱酒中小企业面临重新“分配”和

深度洗牌，酱酒的红利正在被头部品牌

所“瓜分”，众多非知名企业及品牌的市

场在不断收缩。

《华夏酒报》记者通过采访河南、山

东、四川、贵州、安徽、江苏等白酒生产

大省白酒核心产区获悉，随着白酒集中

化程度的提升和高品质发展，头部品牌

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名酒企业和强

势白酒品牌不断加码县乡终端市场的

同时，与消费者零距离互动，通过系列

酒强化服务，让众多中小白酒企业和小

微白酒品牌在夹缝中生存。

仁怀一家酱酒企业负责人李先生

告诉《华夏酒报》记者，早在今年上半

年，在加大市场营销的同时，企业重心

向品质提升转移，要扑下身子酿出好

酒，以产品撬动市场，没有好产品，再大

的风口也没用。

抓大放小在一定程度上是贵州酱

酒发展的必经之路，扶持一批规模企业

通过改扩建实现生态持续化发展的同

时，也要清理一大批不符合生态发展的

小酒企、小作坊，只有这样，才符合酱酒

长期发展的需求。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仅仁怀

就清理退出白酒生产企业（作坊）622

家、窖池7804口；949家企业完成“四改

一建设”；完成117家白酒生产企业（作

坊）兼并重组。仁怀市2023年《政府工

作报告》显示，2023年仁怀将新增清理

退出白酒企业（作坊）100家以上，确保

白酒生产企业总数控制在1000家以

内。

产量决定销量，酱酒头部强势品牌

的产量扩张进一步抢占了中小酱酒品

牌的市场份额。在白酒生产大省四川，

产量同样下降。9月16日，四川统计局

发布了1～8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

标数据。数据显示，1～8月，四川省规

上白酒企业白酒产量98.9万千升，同比

下降15.5%。

业内人士认为，白酒的马太效应已

经凸显，一方面是产量的逐年减少，另

一方面是头部强势白酒企业的不断扩

产，在总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少一

多，中小微白酒品牌的生存压力更大。

如何在深度调整中抓住机遇，对中小微

企业来说很重要。

风速降低
众多中小品牌进入“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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