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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维权服务站

携手共治·畅享消费

“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

所有您遇到的有关酒水的问题，
我们将为您解忧。欢迎广大消费者
提供酒水行业相关线索。

新闻·维权·举报

热线电话：0632-3310553
邮箱：zzrbjs@126.com
QQ：2358263807
来信：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中路61号酒水部。

在这里，

让我们倾听您对酒的看法；

在这里，

分享您与酒的故事分享您与酒的故事。。

消费者更青睐哪款啤酒？记者采访到正在
选购酒水的王先生，他说道，夏季，喝啤酒成了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对于口味而言，我更偏重于
国产啤酒，尤其是青岛 8°，可以说是我的最
爱，也尝试喝过进口啤酒，我自认为口感不如国
产的清爽，我还是会选择喜爱的青岛 8°。另
一位刘先生却持不同的看法，刘先生常年做钢
材生意，应酬比较多，他说道，进口啤酒的口感
比较醇厚、麦香味很浓，因为自己口味偏重所以

很喜欢进口啤酒，而且在酒场上他也准备进口
啤酒供大家享用。

“目前枣庄市场上进口啤酒占整个啤酒行
业的份额较少，但是由于市场竞争小，开发空间
也很大，不少经销商会考虑涉足这一块，而国产
啤酒的几大巨头常年处于领导地位，对工艺的
研究越来越细致化，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而
对于国产啤酒与进口啤酒的前景，要看消费者
的选择，也要看市场需求。”业内人士如是说。

进口啤酒抢滩市场
国产啤酒仍处主导地位

炎炎夏日，啤酒成了最好的伴侣，不少人在餐前先把一提啤酒放在旁边。我们经常看到的啤酒有
燕京、青岛、雪花等品牌。近两年，进口啤酒也来抢滩市场，它的销售如何？对于进口啤酒和国产啤酒
而言，消费者更青睐于谁？近日，记者走访市场进行了调查。

记者在大型超市与专营店中均看到进
口啤酒的身影，价格稍贵，每瓶在8元到25
元不等。种类不同，价格不一。高价位的啤
酒，消费者买不买账呢？导购员说道，早些
年，进口啤酒因其价位高，消费者对其关注
度底，销量平平，近两年，进口酒水越来越受
追捧，啤酒也不例外，一部分人开始尝试选
择进口啤酒，现在销售额呈上升趋势。一酒
水专卖店老板也说，我的店主要是卖白酒，
当时为了吸引人气，寻新颖点就购进了进口
啤酒附属卖，没想到大家对进口啤酒怀有好
奇心，想尝一尝与国产啤酒有何不同，逐渐
的，买进口啤酒的顾客越来越多，反而成了
我店的招牌，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业内人
士也表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个
人饮食越来越讲究，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新
鲜事物比较敏感，成为进口啤酒的主要消费
者，当然，一些高端人士也把进口啤酒当做
饮酒新宠。

据了解，市区的各大商超不仅有卖进口
啤酒，一些高端的酒店也开始供应，同时在
新城区舜天购物中心、新城区银座等大型超
市的货架上也占了一席之地。品种有黑啤、
白啤、果啤等，主要来自德国、葡萄牙、丹麦、
韩国等国家，价位虽然比国产啤酒较贵，但
是也在消费者的合理范围内，像普通装进口
啤酒，在300~500ml之间的价位，在几元到
十几元不等。可以看到，不少消费者在其货
架前驻足。导购也说道，一些消费者处于好
奇会买几听或者一提，销售量还是可以的。

进口啤酒销售呈上升趋势

进口啤酒强势来袭，国内啤酒会不会受到
影响？一导购员说道，影响稍微有点，但是并不
明显，毕竟国内几大啤酒品牌长期占据领头位
置，符合我们本地消费者的口味，价格也相当亲
民，还是有不少回头客。再者，进口啤酒作为一
种外来酒水，还未成气候，有些人愿意尝试，有
些人安于现状，或者还有些人并不习惯新的口
味，依旧热衷于国产啤酒，这些都不好说，所以，
只能让市场说话。一酒水销售员也说道，现在
销售商也是在试水，持观望态度的居多，谁也不
能妄加评论。以现在的市场来看，国产啤酒仍
旧占据主导地位，并未大幅度变化。业内人士
也表示，国产啤酒的口感较淡爽，进口啤酒的口
感比较醇厚，人们的味觉不一样，选择也就不
同，目前，市面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国产啤酒，
尤其是在夏季，啤酒入口，确实更人带来畅爽。

国产啤酒、进口啤酒：消费者各有所爱

国产啤酒仍处主导地位

白酒：
家庭消费日渐疏离
高龄化消费占主流

家庭消费疏离白酒
过完端午过父亲节，团圆、聚会你有沾上白酒的边儿吗?作

为一个85后的消费者，吴小姐表示：然而并没有。“朋友聚会肯
定不会喝白酒，而这两年家庭聚会里也越来越多的喝洋酒、红
酒。今年端午更是没有了白酒的影子。”尽管吴小姐并不解其
中原委，但作为不喜欢白酒的她，却很喜欢家庭聚会上的这一
变化。

事实上，吴小姐家庭消费的变化并不是个案，最新发布的
凯度消费者指数通过对中国城市家庭购买的监测数据显示，过
去三年间，每百户居民中，便有4户居民没有再购买过白酒。

经过了三年调整的中国白酒行业，在今年第一季度触底反
弹、整个行业眉头开始舒展的时候，却似乎正在被消费者用数
据渐渐疏离。

高龄化消费占主流
在酒类的大众消费中，白酒显然并非主力。而作为大众型

的快消饮品，健康的消费结构即25~44岁的消费者占主流，45
岁之后，随着年龄的上升，消费逐渐下降。然而，白酒却恰恰相
反。一项针对各类酒品的重度消费者进行的研究显示，每天至
少喝1次白酒的重度消费者中，高龄化消费者占据了主流。而
对比啤酒、葡萄酒、洋酒的重度消费者均以45岁以下的消费群
体为主。

数据同时显示，在白酒的重度消费者中，消费力处于较低
水平的人群占到44%，经济水平较高的消费人群占比，则远低
于其他几个品类。另一组尼尔森数据似乎也能从侧面反映出
白酒消费的动力问题：在被认为是回暖期的2014年，白酒销量
同比增长了5.5%，但销售额却同比下滑了1.2%。

拼完618、过了端午、庆贺父亲节……在品牌商、零售商、
电商都想尽办法造节日、拼消费的时代，白酒却似乎并没有在
节日消费中抬起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白酒，一边
仍然书写着高龄化消费的主流趋势，一边正被家庭消费疏离，
如何吸引年轻消费者，更成为能否走出谷底续写传奇的关键
一步棋。

安卿超 马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