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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白酒产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我国白酒行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白酒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也会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周期和相关产业政策
进入调整期。

➢ 2018年Q3销售额较去年同比上涨明显，其中，销售额排名第一的为贵州茅台，但其涨幅程度却相对较低；水井坊、汾酒和老白干的销
售额涨幅均在40%以上，高增速带动次高端酒企发展。

➢ 白酒行业整体数据量13,013,936条，整体来看相关信息多为抽奖&广告类活动，其中，敏感信息占比为8.75%，可见相关信息传播较为
积极、正向。生态体系数据量分布情况来看，相关信息主要集中在新浪体系。

➢ 从各白酒品牌的营销情况来看，微博抽奖活动、综艺节目赞助及影视剧中的广告植入可促进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壹

贰

叁

肆

行业概况

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行业内容营销数据分析

新浪用户研究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壹 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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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9年

1989-1992年

1992-1997年

1997-2003年

2003-2012年

2013-2016年

2016年-今

繁荣发展期

初遇调整期

快速发展期

再遇调整期

黄金发展期

深入调整期

复苏回暖期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

行业概况——白酒行业的发展受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大

➢ 繁荣发展期：白酒产业的供应量远不能满足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为解决供求矛盾，国家按照“以放为主”的思路进行改革，不断减少价格控制，
陆续放开了包括部分名酒在内的大多数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白酒行业进入市场化定价阶段。

➢ 初遇调整期：白酒行业产量依然保持较低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初次遇到调整。

➢ 快速发展期：白酒企业开始在竞争中着眼布局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广告营销投入显著增加。

➢ 再遇调整期：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白酒行业在宏观环境上面临较大的经营挑战，为应对艰难局面，白酒企业主动开展生产经营模式创
新。

➢ 黄金发展期：在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下，白酒行业实现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期，白酒企业的销售收入及利润总额获得了快速增长。

➢ 深入调整期：商务消费和政务消费等消费情景受限，极大影响了高档白酒的销售，导致高档白酒产品的销量快速下降，价格体系受到较大冲击。消
费需求在短期内快速下降，使得白酒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矛盾凸显，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 复苏回暖期：终端用户白酒消费需求有所上升，带来白酒行业整体收入和利润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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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酒企Q1-Q3销售额对比

2017年 2018年
涨幅（%）

品牌 营业收入（单位：亿元） 品牌 营业收入（单位：亿元）

水井坊 14.70 水井坊 21.39 45.51

汾酒 48.60 汾酒 69.15 42.28

老白干 17.30 老白干 24.31 40.52

五粮液 219.80 五粮液 292.5 33.08

今世缘 23.90 今世缘 31.63 32.34

泸州老窖 72.80 泸州老窖 92.63 27.24

古井贡酒 53.40 古井贡酒 67.62 26.63

洋河 168.80 洋河 209.66 24.21

贵州茅台 424.50 贵州茅台 522.40 23.07

迎驾贡酒 21.80 迎驾贡酒 24.37 11.79

注：该表格按照酒企营业收入的涨幅程度，从高到低排列。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

行业概况——2017年与2018年酒企Q3销售额对比中，贵州茅台销售额均最高

➢ 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销售额较2017年同比上涨，其中水井坊、汾酒及老白干上涨最多，上涨幅度均超过40%；而销售额在百亿以上的酒企不容
乐观，五粮液涨幅排名仅在第三位，知名酒企贵州茅台的涨幅度仅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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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

行业发展趋势

➢ 从行业形势看，随着“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等政策严格限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出台，产业竞争加剧对弱小白酒企业的挤出效应。白酒行
业未来增长趋势情况如下：

1、价值回归，白酒消费仍具潜力。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高端白酒回归大众消费，人口周期和消费结构变化将是影响白酒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消费升级，产品创新升级加快。
伴随中国消费水平提升， 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壮大直接推动了传统酒类消费的分化和裂变，酒类消费已进入到一个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时代。

为全方位地满足年轻人群、现代人群和特定人群的消费需求，跨品类新品和小酒品类新品不断推出。

3、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长期以来，白酒行业整体集中度显著偏低。除了中国白酒市场的集中度偏低之外，中国白酒消费的区域特征也比较明显，白酒单一品牌全国化难

度较大，未来，白酒行业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白酒企业的分化态势也将继续。拥有较强品牌和渠道竞争优势的名酒企业更能把握住机会，在行
业深度调整、挤压式竞争阶段迅速企稳，提升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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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互联网大数据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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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