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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最近2011 年白酒企业的业绩相继公布，从 14家白酒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情况可以看到，预计平均业绩年增长达83%。据统计，2010

年全国白酒销售总额增幅达25%，2011年上半年更是超过 30%。在各种利好因素的刺激之下，白酒行业的扩张之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

段。本专题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 1 白酒行业的产能之争

���� 2 机遇与危机并存，兴奋呼？恐慌呼？

���� 3 品牌争夺战

���� 4 2011—2012白酒大事件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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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酒行业的产能之争

近两年来，无论是全国性品牌还是区域品牌，白酒企业相继拉开了产能之战。茅台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基酒产量达到 4 万

吨以上。水井坊投下22.83 亿元在成都邛崃建设新产品开发基地及技术改造项目。五粮液股份启动 6 万吨陈酿工程。洋河大曲去年自

筹40 亿元，用于3 万吨名优酒酿造技术改

造工程等 4 大项目……但这些数字也让人

感到些许恐慌，因为它们的提出都建立在同

一个前提上：白酒行业的“黄金时代”一直

延续下去，才能消化掉几乎倍增的白酒产

能。目前白酒行业高速发展不能过分乐观，

需警惕背后的危机，而且白酒行业很有可能

结束之前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进入行

业调整期。此外，不同规模的白酒企业还要

接受外来竞争对手的挑战，为提高市场份

额，积极谋划着如何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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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遇与危机并存，兴奋呼？恐慌呼？

行业所谓的危机其实都是基于白酒企业投入巨资去扩大产能而出现的，如今这种无限制的扩张能否被市场所消化，还是未知之数。

如果市场对白酒行业产量能充分消化，则行业将会提供更大的产量以满足强劲的市场需求。如果市场对白酒行业产能无法充分的消化，

则诸多企业将会一蹶不振。

1.1.1.1. 行业外部危机加剧

从2004 年以来，白酒行业一路上扬，即使

是2009 年的金融危机也未曾影响其销量。中秋

国庆、元旦春节，一瓶难求的茅台酒道出了中

国白酒行业的火热行情。业内人士预测，2015

年白酒行业的销售总额将突破 5000 亿元。其

中，高端白酒的快速成长以及较高利润，成为

了企业眼中的“香饽饽”，也是产能扩张中的“重

头戏”。

据业内人士估算，2005年高端白酒在市场

上的消费比例只有 5%，而到了 2011 年这个比

例已经增长到了15%，上行势头不减。尽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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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酒市场上，茅台和五粮液的地位已经奠定，泸州老窖、水井坊、汾酒也占据一席之地，但随着消费者对白酒品质的看重，高端白

酒的消费正在逐步回归传统品牌，集中度逐步提高。为了抓住仍在转移的消费需求，白酒企业将高端酒业务视为制胜关键。

但是高端白酒近年来也备受争议，以近几年失控的涨价潮为例，高端白酒寡头垄断导致价格“逢节必涨”，一些白酒甚至演变成为

奢侈品；同时，巨额的宣传品牌费用、公务消费的营销策略等，也导致各方的批评、指责声不断。

白酒业持续提价有没有天花板？在公务消费新政压力之下，高端白酒的“涨声”还能响多久？值得深思的是，目前白酒业的隐忧

已经显现，一些高端白酒销量悄然下滑，而高高在上的价格也出现了松动。

2.2.2.2. 泡沫？白酒行业也有！

在 2011 年的高端白酒大涨价风潮中，已经让大部分白酒企业赚足了银两。山西汾

酒将青花汾酒和老白汾年份酒的对外售价分别上调 20%和 10%后，换来的是利润的大幅

增长。2011 年上半年，山西汾酒净利润6.6 亿元，同比增长97%。

古井贡提价后，仅半年时间，利润增长高达 150%，股价也越过百元大关。

有消息称，包括贵州茅台在内，大多白酒生产企业均把利润的大幅增长归功于销量

增加和提价所致。受利润增长的刺激，2011年下半年，白酒企业纷纷扩产，以扩大销

售规模。

五粮液股份计划上 6万吨陈酿工程，贵州茅台投资 6 亿元用于扩产王子酒，洋河股

份投资 40 亿元进行酿酒技改，金六福也拿出 20亿元，在四川邛崃征地 1000余亩，大

建原酒基地，水井坊几千吨的基酒，也要扩建到 2.8万吨……

目前，白酒价格的节节攀升以及市场的全线飘红，致使白酒行业进入了产能“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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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段。专家预测在未来五年，全国白酒产业销售收入每年将保持10%的增长，年利润增长在 15%左右。但现在来看，白酒行业明显

已经有了过热趋势。

看似红红火火的白酒市场，其实却暗礁深藏。业内人士透露，对于茅台，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上至经销商、零售终端，下至消

费者，大家都在囤积茅台。目前保守估计市面上囤积的茅台至少超过 1万吨，未来三至五年将达 3 万吨。在目前投资渠道变窄的情况

下，茅台的投资属性如果被无限放大，价格泡沫就将出现。而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在大量资金热炒、产能扩张的背景下，如消

费市场增长的速度跟不上，必将造成大量资金的消耗，同样会为行业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同时，其他行业的资本也纷纷瞄上了白酒行业，资本的追逐更加加剧了白酒行业的产能“大跃进”。2011年 6月份，从盈盛投资受

让全兴集团4%股权的审批申请及反垄断审查申请已获国家批准，帝亚吉欧正在全力冲刺控股水井坊；8月份，ST 皇台发公告称将拟募

资收购区域白酒企业——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51%—100%的股权；继 6月斥资 1.3亿元收购湖南武陵酒业后，日前联想又斥资

控股河北承德乾隆醉酒业……目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白酒行业仍将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市场乐观不等同于可无限扩张。

据统计，目前中国白酒行业的销售总额仍处于上涨阶段，但总体来说消费量却在下跌。主要原因在于白酒的单价在不断提升，行

业在向高端产品集中。对于目前高端白酒行业这种涨势，虽然还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状态，但是已经显露出泡沫迸发的苗头。

3.3.3.3. 重量轻质行业发展难持续

除了以上两个隐患外，产能的扩张很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轻质量。部分业内人士的担忧，重产能轻质量或为白酒行业的健康发

展埋下隐患。而针对酒企对高端酒的“迷恋”，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白酒企业虽然能够通过扩张提升销量业绩，却难以此成为高

端名酒。所谓高端名酒不能单纯以知名度和销量为标准，而应该将酿造工艺、文化底蕴和产品品质等放在首位。”

高端白酒的增长态势将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而继续保持，但是高端产品的销售更多依赖的是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并非任何

企业的高端产品都能获得市场认可，尤其是在高端白酒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局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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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争夺战

承受着内部隐患的随时出现，白酒企业还要接受外来的竞争对手的挑战，如今的白酒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如果提及伦敦奥运会，那么白酒企业就可以将其想象成各类运动员，为提高市场份额，积极谋划着如何攻城略地。

1.1.1.1. 国家队

品牌：以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为代表

优势：名酒，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血统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品牌优势，进行全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和运作，在高档白酒市场攻城略地，实

现规模化拓展。

趋势：虽都身居一线阵容，但由于品牌影响力、战略思维的差异，它们在主力产品档位上形成了差异分布，阵容内呈现错位竞争格局。

比如茅台成为高档价位的新标杆，并呈奢侈化雏形。而以泸州老窖特曲在中档价位的占位和 1573的高端地位，双品牌的运作让泸州老

窖继续在第一集团军里增强和保持优势地位。

全国强势区域企业：过渡平台、不进则退

2.2.2.2. 国青队

品牌：汾酒、洋河、郎酒、稻花香、四特等企业为代表

特征：具有一定的传统名酒品牌优势，在本省具有非常稳固的基础，同事借助渠道创新和品牌传播强攻区域外中高档市场，业绩增长

迅速。

趋势：把销售模式和省级区域市场的广度作为两大衡量指标，目前规模基本突破25 亿和 2 个以上亿元的省外市场。一方面：全国区

域强势企业阵容由省级强势企业向全国强势企业过度的平台，首先在本省大市场形成了王者地位，同时，纷纷走向省外，并一路攻城

略地，迅速成为标杆型企业。

省级强势企业：分化明显，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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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省级队

品牌：衡水老白干、牛栏山、西凤、河套、宋河等

特征：在本省根据地市场地位稳固，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由于企业资源和现代营销能力尚不具备极强的竞争优势，省外市场多为机

会性操作。

趋势：虽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省内市场广泛的消费者认同，但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省级强势企业上有全国强势企业的挤压，下有

群狼地方军的冲击，同时，由于白酒行业的产品结构集中向高端发展，导致省级强势企业在品牌塑造和市场运作能力尚能够均衡发展，

建立系统营销竞争优势，则会形成爆破式增长，从而颠覆行业竞争格局，洋河当年从省级强势企业进入全国区域强势的成功就是最好

的证明。

地方割据企业：增长乏力、夹缝生存

4.4.4.4. 地方队

地方队：高炉家、杜康、宝丰、诗仙太白等

特征：运用一定的通路运作能力和广告传播手段，在省内区域市场有所斩获，属于省内第二集团军品牌，数量最为庞大。

趋势：从数以万计的地方酒厂中初步胜出，经历了企业改制、市场竞争等重重洗礼，基本都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生存之忧已经解除。

但这部分企业由于低端产品占有过重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分企业产品档次低、价格低、利润低，同时，还面对品牌和资金不

足、人才和管理水平落后等不利局面，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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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2012 年白酒大事件一览

酒价“涨”潮此起彼伏

原本“涨价”对白酒而言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对于2011 年的白酒行业来说，“涨价”却格外受关注。

2011年伊始，白酒“一哥”茅台便开始上演“让价格飞”的好戏：全面上调旗下产品出厂价格，平均价格上调为 20%。紧跟其后，

五粮液对部分产品进行调价。此后，“涨价潮”蔓延至二线品牌，古井贡酒、古越龙山、汾酒陆续对产品进行调价。

资本与白酒碰撞

2011年 3月，海航集团通过旗下一家投资公司，以 7.8 亿元收购贵州怀酒厂60%的股份。2011 年 11 月 29日，联想控股酒业对外

宣布，斥资收购河北乾隆醉酒业有限公司87%的股份。如此看来，资本的注入将会更直接地加剧白酒产业格局的变化，对于白酒而言，

转让股权的终极目的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让企业朝更加良性方向发展，并不是卖掉酒企。

“禁酒令”出台

2011年 5月 1日起，醉驾由行政违法衍变为刑事犯罪，面对“禁酒令”下的新市场形势，无论是企业及终端都推出了新招应对。

一些白酒企业也开发小包装低度酒，如诗仙太白集团就顺应市场形势推出了45 度的半斤装“新花瓷”。

酒企染指电子商务

目前，几乎所有酒类上市公司都已建立起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直接介入互联网营销这一新兴渠道。同时，各种酒类专营的垂直

行业网站也层出不穷。

央视广告限酒

从2012 年 1 月 1 日起，央视招标时段的白酒广告中将选定 12家实力较强的白酒企业，这12 家企业可以在招标时段播出商业广告，

而这12 家企业之外的白酒企业在招标时段则只能播出形象广告，形象广告片中不得出现“酒瓶”、“酒杯”等元素。央视“限酒令”，

搅动了白酒营销江湖，迫使一些白酒企业，不得不转变营销思路，适应新的变化。

业绩增长惊人

最近2011 年白酒企业的业绩相继公布，从14 家白酒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情况可以看到，预计平均业绩增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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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行业红月刊作者为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特刊由公司独家授权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发布。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其前身是“北京华经纵横经济信息研究中心”，依托《中国经济报告》课题组（课题

组核心成员）成立，是国内最早的市场研究咨询机构之一。

华经纵横主营业务覆盖细分产业研究、市场专项调研、项目投资咨询、企业竞争监测、企业IPO 咨询、权威数据发布、产业规划、

政府课题研究等领域，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作为中国权威的第三方市场研究和投融资咨询服务机构，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界和投资界的高度评价，被视

为反映中国产业发展动向的最具权威性的成果之一。

联系我们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110室

联系电话：010—82252636

特别声明

行业研究红月刊由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产业研究部撰写，红月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建议不构成对任何投资人的投资建议，

红月刊版权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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