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饮料行业动态跟踪报告：

中秋国庆消费调研反馈 

  



 

 - 2 - 

双节期间消费承压，量价均受疫情冲击 

近期，我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研了 2021 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消

费情况，受访者共 202 人，其中 71.8%来自一线城市。 

量：疫情反复，居民外出受限。从过节方式来看，本次双节期间受访

者 以 就 地 过 节 为 主 ， 占 比 51.5% ， 探 亲 访 友 / 外 出 旅 游 分 别 占 比

24.8%/20.8%。双节期间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但还未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 月 1 日至 7 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15 亿

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 1.5%，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70.1%。 

价：疫情冲击，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疫情对消费者购买力产生冲击，

居民消费意愿降低。受访者中 2021 年双节消费预算同比降低的比例最高，

为 38.1%。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 月 1 日至 7 日，国内旅游实

现收入 3890.61 亿元，同比减少 4.7%，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59.9%。 

疫情限制白酒消费场景，双节存在宴席回补 

双节存在宴席回补：渠道调研情况显示，国庆期间白酒动销出现显著

改善，主要来源于宴席需求回补。问卷调研结果显示，14.9%/7.4%/11.4%

的消费者今年双节期间在亲朋聚会/商务宴请/宴席场景下饮酒频率提升。 

部分地区受疫情反复影响：部分地区的疫情反复对消费场景造成了一

定限制，31.7%/33.2%/32.7%的消费者今年双节期间在亲朋聚会/商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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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宴席场景下饮酒频率下降，主要系疫情限制聚会及控制消费意识提升。 

白酒政商务消费占比降低，个人消费是白酒消费主体 

调研结果显示，本次双节期间在白酒的消费场景中，参加亲朋聚会的

占比最高（37.1%），宴席次之（15.8%），商务宴请最小（8.4%），与行业

整体趋势相符。 

白酒消费由政商务消费转向个人消费。白酒消费结构主要由商务消费、

政务消费和个人消费组成。自三公限制以来，白酒政商务消费规模持续下

行，其中政务消费自 2011 年的 40%降至 5%，商务消费自 42%降至 30%。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个人消费现已成为我国白酒最重要的消

费主体，其消费占比自 18%提升至 65%。 

行业挤压式增长不改，白酒消费升级趋势延续 

调研结果显示，亲朋聚会场景以 100-300 元的中端白酒和 300-600

元次高端白酒为主（合计 25.8%），商务宴请场景以 800 元以上的为主

（16.3%），宴席活动以 300-600 元的次高端和 800 元以上的高端白酒为

主（合计 22.8%），整体价位带较前几年出现了显著提升。 

消费升级趋势延续：目前我国白酒已步入量减价增的挤压式增长阶段，

价增代替量增贡献了行业的主要增长，次高端逐步成为行业增长最快的价

位带，承接中高端的消费升级。渠道调研显示，江苏、四川等白酒消费大

省宴席用酒价格带上移明显，行业消费升级趋势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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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香热度传导至消费端，品牌培育日渐成熟 

酱香热传导至消费端：近年来，酱香型白酒凭借其高品质、稀缺性、

高渠道利润，受到了业内外资本的热捧，该趋势正逐步从生产端传递至消

费端。调研结果显示，酱香（31.7%）超过浓香（17.3%）成为了双节期

间饮用频次最高的主流香型。调研结果酱香占比略高于历史水平，主要系

调研用户画像为一线城市用户，消费水平及品牌意识领先于全国水平。 

品牌培育日益成熟：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的日渐成熟，品牌

力将成为公司长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调研结果显示，有 49.0%的消费者

在挑选白酒的时候优先考虑品牌，其次才是口感（40.6%）和性价比

（29.7%）。 

消费者走亲访友饮品首选高端牛奶、茶叶 

我们调研了消费者走亲访友时赠送的首选饮品，结果显示选择高端牛

奶的用户占比最高（43.6%），茶叶其次（32.7%），碳酸饮料/植物蛋白饮

料/普通白奶/功能饮料/其他分别占比 7.4%/3.5%/1.5%/0.5%/10.9%。 

高端牛奶景气度高增：牛奶作为具备营养价值的日常消费品，满足自

饮、送礼需求。目前行业已步入稳定持续发展阶段，双寡头格局稳定，恢

复常态化竞争。在消费升级趋势下，居民健康意识不断提升，高端牛奶逐

步抢占用户消费市场，实现景气度高增。 

外出就餐频率同比提升，消费金额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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