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酒业高端化扩容 消费复苏助力产业升级
文/本报记者 党鹏

“春节前需要再去一次茅台

镇，看看年末生产的进展情况。”作

为诗婢家酱酒品牌运营负责人，从

成都到茅台镇对张皓然来说已经

是轻车熟路。

在张皓然看来，2022 年到茅

台镇的散户明显少了，不仅是投

资客户，还包括消费客户。“茅台

镇的挤出效应明显，尤其是环保

监管的加强打击了低质和假冒伪

劣酱酒，使得茅台镇产区开始呈

现高质量、上规模发展，是产区升

级的重要一年。”

行业观察人士蔡学飞认为，在

2022年酱酒发展降速之后，白酒行

业更加的务实与理性，产区概念逐

渐成熟，加快了相关区域的产业升

级。“稳定增长、强分化、高库存、常

态化、产区时代、结构升级……这

些是2022年白酒行业的关键词。”

啤酒行业也是如此。在啤酒

专家方刚看来，2022 年行业呈现

“稳”发展，高端化、资本、扩产等成

为行业发展的“关键词”。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随

着国家针对拉动消费出台的一系

列措施，酒类消费场景正“烟火归

来”。“白酒在消费市场扮演着重要

角色，对消费起着强大的拉动作

用。企业应该抓住机遇，迎接即将

到来的这一轮消费复苏。”中国酒

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强调。

“稳”字当头的高端化路径
在方刚的印象里，2022年啤酒

行业的亮点之一，就是出现了千元

价格带的啤酒。

记者注意到，自2021年华润啤

酒推出定价999元/盒（2瓶）的超高

端系列啤酒“醴”后，2022 年以来，

青岛啤酒推出了 1399 元/瓶的“一

世传奇”，百威亚太则推出了 1588

元/瓶的“大师传奇”。

“在此之前，大家都不会想到

啤酒会触及千元价格带这个高度，

2022 年各大巨头推出超高端的产

品，意味着啤酒的高端化达到了一

定的高度。”方刚说。

重庆啤酒总裁李志刚表示，从

中国五大啤酒公司的业绩来看，即

使在受疫情影响的近3年里，普遍

都有良好的业绩表现，有的指标还

优于行业发展良好的2013年。“这

是因为中国啤酒行业的发展质量

更高了。”

“疫情3年未阻断啤酒行业高

端化升级趋势，啤酒高端化将迎

‘最后一战’，中国高端啤酒的竞

争格局面临重塑。”华润雪花啤酒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孝海公

开强调。

与此同时，白酒的高端化仍是

主流。中研普华研究院《2022—

2027 年中国高端白酒行业市场深

度调研及投资策略预测报告》认

为，“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稳健增

长、中产及以上阶级人群扩容、消

费升级趋势延续共同推动高端白

酒需求侧扩容，而供给侧高品质白

酒产能稀缺意味着高端白酒价格

带仍有上移空间，预计未来高端白

酒行业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白酒还是

啤酒，2022年都呈现产量下滑的态

势。“虽然白酒总产量和规上企业

出现略微下滑，但营收和净利润仍

呈现上涨态势，这就凸显出了白酒

行业的韧性。”宋书玉分析说，“中

国酒业稳中有好、稳中有进的趋势

没有改变，产业向名酒产区、名酒

品牌集中的格局没有改变，仍然延

续结构性繁荣的长周期，整体效益

持续提升，具有极强产业韧性和发

展活力。”

方刚认为 2022 年中国啤酒市

场的特点可以用“稳”字形容。他

判断 2022 年的啤酒行业总量大概

是一个持平的状态，销量微下滑，

但利润大幅度上升，总体态势相对

比较稳定。

“中国啤酒市场已进入了高端

化、产销两旺的红利期。在红利期的

持续推动下，啤酒行业的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对

于产业端、渠道端、消费端来说，都是

一个非常利好的消费周期。”中国食

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资本助力下的新一轮扩产
自 2022 年以来，包括贵州茅

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在

内的多家企业，相继宣布了新增投

资及相关产能扩张计划。其中，五

粮液计划投资27.5亿元、泸州老窖

计划投资 47.83 亿元、今世缘计划

投资 90.76 亿元、山西汾酒计划投

资91.02亿元。

“与以往不同，这一轮扩产的

酒企从一线名酒品牌如酱、浓、清

各品类代表，到区域省级强势名

酒如苏酒今世缘、舍得酒业等，大

多数集中于产区名酒和品类名酒

品牌，它们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

行产品结构的高端化。”蔡学飞表

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目前白酒

行业消费结构升级，次高端与高

端扩容明显，“未来白酒的竞争价

格带是次高端和高端市场，如果

没有高品质的基酒做储备，将无

法支撑产品结构升级以后的产品

高溢价。”

同时，蔡学飞注意到，白酒行

业资本化依然活跃，但从投机转为

对酿酒产业的长期布局，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酿酒行业的产业升级；张

皓然认为，头部酒企开启新一轮的

扩产，是产业资本对长期主义的坚

守，产业资本和头部企业看好白酒

行业未来的发展。

在啤酒行业，新一轮的扩产也

是如火如荼。2022年以来，百威亚

太宣布在福建莆田产能1万吨的精

酿啤酒工厂正式投产；重庆啤酒日

前宣布将追加投资，总投资近30亿

元在广东佛山新建生产基地；燕京

啤酒与青岛啤酒披露了多项建厂

和改造工程；珠江啤酒总投资 7.3

亿元的扩建工程正在推动。

朱丹蓬表示，此番扩产意味

着中国啤酒行业已进入从量变到

质变的阶段，许多原有的工厂硬

件设施无法适应新阶段的要求。

特别是在高端化和年轻化的趋势

下，许多企业不断调整革新以顺

应趋势。

跨界带来行业新格局
2022 年，茅台与冰淇淋结合，

将白酒跨界再次推上热搜榜。实

际上，在白酒领域，这样的跨界早

已开始，比如泸州老窖跨界香水，

五粮液跨界茶叶等。但 2022 年白

酒圈子的跨界，正在开启行业营

销和品牌传播的新格局。

2022 年 1 月初，“青花汾酒 30

白酒酒心巧克力”在北京亮相；7

月，洋河股份举办海之蓝升级·元

宇宙发布会；9月，泸州老窖新酒业

公司“百调酒馆”在成都开业，聚焦

“轻酒、轻咖、轻食”。

消费品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

为满足“Z世代”消费人群对低度、

健康、时尚、果味等口味潮流消费

需求，传统酒厂创新推出低度、新

潮酒类新品，满足了市场求新、求

变、个性化、时尚化的需求，获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白酒的年轻

化也需要引进年轻化的品牌策划

人才，以新的传播方式与年轻人建

立互动交流。

除了营销跨界，更重要的是资

本跨界。2022 年 10 月 25 日，华润

啤酒发布公告称，其间接全资附属

公司华润酒业控股拟以123亿元收

购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

55.19%股权。记者注意到，自2018

年以来，华润啤酒多次涉足白酒领

域，已先后投资山西汾酒、景芝白

酒、金种子酒。

方刚认为，目前国内啤酒市场

存在天花板，人均消费量已到达瓶

颈，啤酒企业采取多赛道布局是对

未来战略的探索和补充。华润集

团频繁落子白酒领域，一方面由于

白酒行业利润率更高，一方面由于

啤酒市场增量有限，本质上是啤酒

企业在白酒领域发起的“跑马圈

地”行动，后续可能会有更多啤酒

企业投资白酒企业。

此外，2021年以来，盒马、海底

捞等零售、餐饮商切入精酿赛道。

2022年，精酿啤酒更是受到各路资

本的青睐，轩博啤酒、新零啤酒等

品牌分别获得大额融资。

“从宏观上讲，这是消费端倒

逼产业端创新升级以及迭代的一

个具体表现，并从规模效应上往高

质量发展。”方刚认为，从中观去

看，细分赛道高端化是未来很重要

的一个趋势；从微观去看，行业的

集中度会进一步往头部企业倾斜，

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行业复苏消费强劲
“国内啤酒将在 2023 年经历

第一季度春节前后的低潮，以及春

节期间假日增长后，将在第二季度

迎来春节后的筑底和补偿增长，到

第三季度实现旺季较快增长，待第

四季度完全放开后，实现高速增

长。”在 2022 年 12 月 21 日举行的

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上，侯孝海预

测道。

侯孝海认为 2023 年国内啤酒

消费将总体保持前低后高、全年中

高增长的趋势，表现出“不均衡高

增长、规模和质量双驱动增长、品

牌化增长、头部效应突出、年轻消

费和升级消费先行”的特点。

国泰君安发布研究报告称，即

饮渠道2023年有望双位数修复性增

长，与非即饮渠道同时驱动行业结构

升级。“传统中高档大单品销量修复

的同时，价格更贵的升级产品增长势

头更强劲，健康、好喝、新鲜成为日、

美疫后啤酒升级的共同趋势，精酿、

无醇、低度、鲜啤产品畅销。”

“2022 年，虽然受到疫情等影

响，但中国酒行业，特别是名酒企

依然在规模与利润方面持续高增

长，这说明中国酒结构性增长的态

势没有变化。”蔡学飞认为，随着疫

情的结束，未来白酒品牌化与品质

化消费的趋势明显，中国名酒在宴

席、礼品与商务等市场的需求依然

旺盛。

蔡学飞强调，随着消费者个性

化与健康化需求的发展，小众酒快

速增长，成为行业新增量市场，基

于酒庄、社群、数字化等的体验营

销与新技术营销模式不断成长，中

国酒的未来发展依然值得肯定。

张皓然认为，2023年在消费复

苏的带动下，白酒消费也将迎来复

苏：仍将呈现强者恒强、大鱼吃小

鱼、酱香挤压浓香、浓香挤压其他

香的局面。白酒是典型的长周期

产业，基建和外贸的增长都会拉动

白酒的市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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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

车”之一，消费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纵观2022年，中国消费

行业处于稳健前行中。这一年，我们见证了酒行业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快速

发展，白酒行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展现了产业极强的韧性和发展活力。啤酒

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端化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这一年，

中国体育产业成绩斐然，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推动实现了“3亿人上冰雪”。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更为体育产业发展指

引了新的方向。这一年，软实力竞争成为乳企的共识，纷纷加大对技术研发的

投入。这一年，咖啡赛道风起云涌，新老品牌展现出不凡的竞争力，本土品牌如

雨后春笋，强势崛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站在新的起点，不断扩大的

消费市场将谱写出新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回顾2022年的风云变幻，展望新一

年的趋势和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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