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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再迎盛会：小酒种回归竞争升级
本报记者 刘旺 北京报道

酒水行业再次打入了一针强

心剂。

近日，第 106 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组委会官宣：第 106 届全国

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酒

会”）将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20 日

在成都市举办。展览形式及参展

参会流程不变。

汾酒、舍得酒业等酒企均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确认，将会参加

糖酒会，五粮液方面也对外透露称

将携主要核心产品参展。

回顾往年，糖酒会一直是酒

水行业的晴雨表，在信息交流方

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品

牌方与经销商撮合交易提供平

台。另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在行业整体动销放缓，新式

酒饮产品层出不穷抢占市场份额

和新国标带来行业变局的情况

下，这届糖酒会无疑能够起到稳

定军心的作用。

“今年的糖酒会虽然来得有

点晚，但重要性却非常高。”传才

战略智库首席专家王传才向《中

国经营报》记者如此评价这届糖酒

会，“酒业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

迫切需要一次深刻的 盘 整 。 同

时，今年是‘十四五’承上启下的

一年，行业标准化建设进入到新

阶段，行业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议

题也将深刻影响‘十四五’后半场

的发展趋势。”

而作为行业风向标，业内人

士认为，今年糖酒会，酱酒仍然

会具有很高热度，低端光瓶酒升

级、小酒种回归也会成为行业关

键词。

缓解销售疲软

此届糖酒会定档 7 月中旬，较

全国糖酒会正常的举办时间，往后

推迟了4个月。

不过，2022年以来，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线下酒类交流活动相比

往年明显减少，但不少酒企仍然对

糖酒会保持浓厚的兴趣。包括汾

酒、舍得酒业在内的多家酒企也均

向记者确认，将会参加此届糖酒会。

实际上，今年并不是糖酒会第

一次延期举办，2020 年第 102 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就是在推迟了

4个月之后选择在线上举办的。但

线上的形式显然满足不了厂家和

经销商面对面沟通的诉求。有观

点认为，这或许也是今年在面临相

似处境下组委会仍然选择线下举

办的原因。

王传才认为，“线上糖酒会与

线下糖酒会不可相提并论。线上

聊十次天，不如线下喝一次酒，糖

酒会是一次重要的社交场景，既有

交易需要，也有交流需要。举办线

下糖酒会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化的重

要选择。”

整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春糖”也变成了“夏糖”，而糖酒会

定档时间距离正式召开仅有一个

月的时间，这留给展商的时间并不

算充裕。

白酒专家蔡学飞告诉记者，从

一定程度上看，今年“春糖”变“夏

糖”也有一定好处。“糖酒会原先最

大的价值就是撮合交易，到了后来

兼具了行业沟通、智慧碰撞的价

值。而7月正好处在下半年招商季

的开始，有部分酒企可能会在这个

场景进行新品发布，来进行下半年

的销售预热，对整个销售市场环境

的疲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不过，从目前来看，今年整体

市场端的需求量并不会很大，经销

商手里都还有一定的存货，所以今

年糖酒会主题价值意义会更大一

些。”蔡学飞认为。

也有河北地区的酒水经销商

告诉记者，“对糖酒会还是充满期

待的，毕竟白酒具有非常浓厚的社

交属性，自己做酒，不去亲身感受，

仅凭线上与同行沟通交流始终得

不到想要的效果。一次大型的展

会所传达出来的不同声音，也能够

给自己一定的参考，比如不同厂家

的政策、不同产品的营销特点，都

会影响自己的代理、经销选择。”

而 7 月下旬举办线下春糖会，

距离 10 月份的秋糖会不远了。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是由中国糖业

酒类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一年两

届，分春、秋两季举行。业内通俗

地称为春糖、秋糖。春糖会都是在

成都，秋糖会则是每年在不同城市

举行。第 107 届全国糖酒会（即

2022 年秋糖会）的举办地在武汉。

这是武汉自 2013 年之后第二次承

办秋糖会。

根据过往经验，秋糖会应该是

在每年的10月份召开。这意味着，

在2022年，诸多酒企在刚刚参加完

春糖会之后就要着手秋糖会的准

备工作。

不过，王传才认为，客观地说，

成都春糖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以

成都为中心，西南地区是我们糖酒

食品，特别酒类产业重要集散地，

地理位置决定会议分量，从这个意

义上说，春糖会具有不可替代性。

秋糖会往往在其他城市举办，对春

糖会形成补充功能，两者之间无论

是区位，还是时间，抑或是功能都

不一样。

酒水行业新猜想

糖酒会一直都有着酒水

行业风向标的作用。回顾过

往，不管是酱酒热、小酒热还

是高端化，在糖酒会上均能得

到印证。而在业内人士看来，

2022 年糖 酒 会 尽 管 延 期 ，但

结合今年以来的行业背景，

依然会将“风向标”作用最大

化发挥。

记者注意到，在 2021 年糖

酒会期间，酱酒占据了极高的

话题度，无论是在成都城区的

世外桃源酒店，还是环球中

心、主会场西博城，到处可以

看到酱酒的身影，而且产区覆

盖贵州、四川、山东、广西、福建

等地。

根据《中国经营报》此前报

道，在参展的酱酒企业中，一般

都将飞天茅台 1499 元/瓶作为

参考标杆，推出的高端产品一

般都在300元以上，个别产品定

位为每瓶1199元、1299元、1399

元等，甚至有超过2000元/瓶的

产品。

对此，蔡学飞认为，“尽管

今年以来酱酒降温的声音不

断，但其实依旧有一定的销售

惯性，考虑到前两年整个酱酒

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大量的企

业推出了很多新品，酱酒依然

会很热。”

记者注意到，正如蔡学飞

所说，2022 年酱酒仍具有一定

的话题度。自今年“茅台1935”

上市以来，外界就一直有声音

认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同价

格带的酱酒，但另外也有声音

认为，“茅台 1935”会给酱酒品

类带来新一轮的热度。

而在糖酒会之前，酒水行

业最热的话题莫过于新国标正

式实施，此次新国标对“白酒”

的定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液

态法白酒和固液法白酒也将明

确不得使用非谷物食用酒精和

食品添加剂；同时，调香白酒被

划入调制酒分类，从白酒品类

中剔除。

蔡学飞认为，“固态”“纯

粮”肯定会成为中小酒企和中

低端品牌新的宣传热点，特

别是在光瓶酒。“糖酒会上应

该会明显感觉到，整个光瓶酒

市场会呈现品牌升级的趋势。

原先通过低价、配制酒工艺来

做宣传噱头的可能基本上就没

有了。”

另一方面，不少业内人士

认为，今年糖酒会的一个大方

向就是小酒种的回归。“包括

像清酒、果酒、葡萄酒、洋酒等

小酒种极有可能回归。大背

景是白酒行业动销不畅，当主

流消费被抑制时，小品种就会

比较活跃。”蔡学飞告诉记者，

“从现阶段了解的情况来看，

小酒种的市场期望值比较低，

但在糖酒会这种人流聚集量

和信息流很大的场所，反而能

获得与期望值相匹配的市场

价值。”

实际上，果酒赛道正在持

续扩容，包括茅台、五粮液、泸

州老窖等酒企纷纷入局。果酒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刘晓芹曾告诉记者，国产果酒

发展潜力很大，在原料品种、产

量、市场都占有一定优势。不

少媒体报道称，截至2020年，我

国果酒企业已超过 5000 家，市

场规模超过200亿元。

王 传 才 也 认 为 ，“ 当 前 ，

酒业消费已进入到‘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新周期，各种

酒饮在新周期将呈现出独特

的品类价值。我们认为，这届

糖酒会将是酱香回归理性，浓

香高质量发展，清香结构性扩

张 ，小 众 香型走向繁荣的元

年，酒业真正高水平周期来临，

值得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2022年糖酒会尽管延期，但结合今年以

来的行业背景，依然会将“风向标”作用最大化发挥。

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加强 规范市场良性发展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安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九部门印发《关于印发 2022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

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的廉洁从业水平，不

得向孕产妇和婴儿家庭宣

传、推荐母乳代用品，不得为

推销宣传母乳代用品或相关

产品的人员提供条件和场

所，医疗机构不得允许未经

备案的人员对本医疗机构医

务人员或者药事人员开展学

术推广等相关活动。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到，早在2017年，国家卫生计

生委关于废止《母乳代用品销

售管理办法》等4件部门规章

的决定，废除了实施长达二十

余年的相关文件和规定。此

次九部门的《通知》，意味着将

再次收紧在医疗渠道进行母

婴类产品的销售活动。

“此次相关部门再次强调

不得在医疗渠道向孕产妇和

婴儿家庭宣传、推荐母乳代用

品，实质上是为新一版《母乳

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的出台

做铺垫。”独立乳业分析师宋

亮告诉记者，当前的市场下，

《通知》主要为了规范市场秩

序，减轻新生婴儿家庭的经济

压力，增加出生率而制定的相

关政策。

打造更良心的市场环境

婴幼儿产品向高端化过渡

实际上，今年并不是糖酒会第一次延期举办，2020年第102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就是在推迟了4个月之后选择在线上举办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婴幼儿的

“第一口奶”是很多企业和品牌争

夺的重心，伴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

化，竞争渠道也开始从商业渠道向

医疗渠道转移，很多企业试图在婴

幼儿落地之时，就开始抢夺目标用

户。但为了保护婴幼儿和家长的

权益以及矫正不良的商业竞争，一

直以来，相关部门都对此商业行为

进行严格的监管。

记者注意到，此次《通知》中再

次强调了不得在医疗渠道以任何

形式向孕产妇和婴儿家庭推荐和

推销相关的母乳代用品（包括婴幼

儿奶粉、辅食等相关用品）。对此，

宋亮认为，在当前市场下，该文件

主要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减轻新

生婴儿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加出生

率而制定的。

记者注意到，2011 年，国家正

式出台了《母乳代替品销售管理办

法》，其中明令禁止在医院向产妇

推销、宣传奶粉产品。2017 年，国

家卫生计生委决定废止《母乳代用

品销售管理办法》等 4 件部门规

章。而相关的商业活动是以 2013

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

生委、工商总局发布的《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工商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母乳代用品

宣传和销售》规定为主。该文件阐

述了原则上“严禁医疗机构及其人

员宣传和销售母乳代用品”，但是

“如有需要，医院应从零售渠道购

买母乳代用品，并保留购物小票和

发票。严禁医疗机构接受母乳代

用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馈赠和赞助，

不得收取回扣、获取利益。严禁母

乳代用品生产经营单位在医疗机

构做各种形式的推销宣传”。

综上所述，自2017年开始，医

疗机构可以从零售渠道购买母乳

代用品，但从业人员和单位严禁从

此渠道获利。但从实际执行来看，

相关公司和销售行贿医疗单位工

作人员的事件和新闻却并未消

失。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早在相

关法律出台之前，部分乳企曾在销

售部门设立专门的医务部，以争夺

“第一口奶”的市场，相关法律的出

台使这些针对医务人员的销售部

门销声匿迹，但对于“第一口奶”的

行贿案件却依然时有发生。

“自2018年开始，虽然政策上

允许了医疗机构通过相关渠道购

买母乳代用品，但从实际来看，全

国各地执行的政策仍存在差异，

尤其是很多地方在产品选择上，

向国产品牌倾斜。”宋亮说，这类

商业行为背后很难排除其中有既

得利益者。

从数据来看，我国母乳喂养率

整体较低。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母乳喂

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中国婴幼儿

6个月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不足三成

（29.0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3%）

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7%）。

新华社曾发文指出，多名专

家将母乳喂养率不足归咎于配方

奶粉营销，认为孕产妇接触婴幼

儿配方奶粉营销活动越频繁，对

配方奶粉的态度就越积极。因

此，需要加强对母乳代用品营销

行为的规范。

此次九部门发布的《通知》，再

次明令禁止医疗机构中针对母婴

人群的产品推销行为。上述行业

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在今年新一版

的《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将

会实施，届时也将再次强调和加强

对医疗机构中对母婴人群销售行

为的监管。

“对于医疗渠道的‘一刀切’，从

消费者角度来看，切实保护了消费

者利益，杜绝了相关人员在此渠道

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从行业来

看，旨在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原

则，打造更为良心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说。

“婴幼儿阶段，主要的生育成

本集中在母乳代用品上。”宋亮

告诉记者，尤其是近年来，婴幼儿

奶粉、辅食等用品都在逐步向高

端化过渡，某种程度来看，出生率

将是影响母婴行业规模最重要的

要素。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文件中切

实地指出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

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

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

素质”。

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背景是

我国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国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21》显示，2020 年全国人口出生

率为 8.52‰，首次跌破 10‰，创下

了1978年来的新低。在放开三胎

的同时，如何降低备孕家庭的生育

成本成了提高出生率的主要方

向。此次九部门印发的《通知》，就

属于切实为孕产妇和婴儿家庭减

压的措施之一。

记者注意到，虽然出生率走

低，但母婴行业的市场规模却快速

增长。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我国母婴市场规模从 2017 年的

2.59 万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58

万 亿 元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11.4%。2021年我国母婴行业市场

规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与此同时，配方奶粉也成为很

多新生儿家庭的重要开支。据智

研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消费者

购买婴幼儿奶粉的价格分布图，在

婴幼儿以奶粉为主食的阶段，消费

者购买婴幼儿奶粉（以 900g/罐为

例）的价格低于200元的占19.7%，

购 买 价 格 在 200~300 元 的 高 达

43.3%，购买价格在300~400元的占

比 29%，而购买价格在 400 元以上

的消费者占比为8%。

“目前，在奶粉行业，尤其是国

产奶粉的价格区间还是较为广阔

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品牌已经将

部分中高端的产品拉低至200元左

右。现阶段我们要做的是引导和

培训消费者不要盲目以价格衡量

奶粉的价格和营养，而是应该从自

身需求出发，选择适当的母乳代用

品。”宋亮说。

回顾往年，糖酒会一直是酒水行业的晴雨表，在信息交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民视觉/图

虽然出生率走低，但母婴行业的市场规模却快速增长。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