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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您遇到的有关酒水问题，我
们将为您解忧。欢迎广大消费者提供
酒水行业相关线索。有效举报，可获
精美礼品或现金奖励。

热线电话：15266162222
邮箱：277287797@qq.comQQ：277287797
来信：枣庄市市中区文化中路 61

号枣庄日报社酒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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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酒类市场结构性复苏背景下，进
口酒市场却呈现微跌态势。近日，中国食品
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的一
季度国内酒类进口数据显示，包括烈酒、葡萄
酒、啤酒在内的国内酒类进口总量2.91亿升，
进口额9.28亿美元，同比均出现下滑，分别下
降34.90%和5.21%，进口酒市场持续下行。

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葡萄酒进口量
1.52亿升，进口额5.82亿美元，金额同比小幅
下跌1.50%，啤酒和烈酒进口额则延续增势，
分别增长18.45%和12.13%。受益于白兰地的
持续升温，其1-3月进口额为1.6亿美元(约占
烈酒进口额的 75.1%)，同比增长 23.6%，在进
口酒类中仅次于瓶装葡萄酒。

葡萄酒方面，整体维持小幅跌势。瓶装
酒量额涨跌幅度较小，散装酒量额升幅较大，
葡萄汽酒量额互有涨跌。瓶装酒进口额 5.4
亿美元，占葡萄酒进口总额92.2%，同比下降
3.6%。此外，一季度数据显示，法国、澳大利
亚、智利占据进口瓶装酒市场前三名，三者市
场份额高达78%，其中法澳延续小幅跌势，智
利稳健上行。

另据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啤酒进口量
1.2亿升，同比增长17.3%，进口额1.2亿美元，
同比增长12.1%。德国、荷兰、墨西哥占据一
季度进口啤酒市场前三名，其中荷兰下降明
显，墨西哥、葡萄牙、英国出口量有明显增加。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
分会秘书长王旭伟表示，去年进口酒类市场
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今年年初市场消化存
量、进行微调也属正常，预计今年全年进口酒
市场将维持在10%-15%的增速。随着国内消
费者对进口酒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不断扩大，
进口酒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期待。

掌握红酒市场话语权
急需建立中国特色评级体系

宁波法诗图酒业董事长朱旭东认为，
宁波地区目前的红酒市场还存在不少乱
象，缺乏具有行业标杆性质的领头企业。
这就需要相关从业人员积极应对，共同规
范进口红酒市场。一方面要开展红酒评鉴

会这样的沙龙活动，让更多消费者参与，普
及红酒知识，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培育红
酒文化。另一方面要讲究诚信经营，让更
多有实力有信誉的红酒经营企业能够占据
更多市场份额和主导话语权。在目前的市

场状况下，抱团发展是一个可行的做法。
在市场发展到成熟的时候，要适时建立相
关的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自律的行为来规
范整个市场，以诚信经营来获取市场的认
可和消费者的青睐。

随着国人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进口红酒日趋普及，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现
象。近日，在宁波的一次业内沙龙上，酒业人士对目前红酒的品质和市场进行了探讨、分析，并对红酒未来发
展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宁波江东浦根胡国荣表示，1997年
前后，市场出现一波进口红酒的高潮。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谣传”，进口红酒声
誉一落千丈，消费者敬而远之。当时有
一则谣言称“很多进口红酒是用公牛血
勾兑的，喝了对人体有害。”由于市场不
透明，信息不对称，让很多国人深信不
疑，从而对进口红酒市场造成了巨大冲
击。

直到 2010 年左右，随着电商的兴
起，资讯和物流更加发达，进口红酒又迎

来了春天。胡国荣认为，和第一次的高
潮不同，这次进口红酒的高潮主要是傍
名牌。当时国内代理商普遍存在诸如

“换标签”等违规行为。
2013年以后，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

达，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加深，同时越来越
多的国人走出国门，实地了解国外红酒
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现在消费者不再盲
目购买，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进
口红酒，这其实对于进口商和代理商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海法诗图酒业庄毓仁认为，红酒更多
地体现了一种文化。目前业界普遍把红酒
分为“新世界”和“旧世界”两大类。所谓“旧
世界”就是以传统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欧洲国家出品的葡萄酒为代表，而“新世
界”则包括了北美、南美以及大洋洲等新兴
地区生产的葡萄酒。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产
的红酒也可以看做是“新世界”的一个代表。

业内人士认为，所谓新旧世界之分只是
一种基于历史传统的划分，并不代表品质的
好坏。红酒的品质主要还是和产地、葡萄年
份以及酿造工艺有关。

与会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进口红酒市
场仍处于上升阶段，市场潜力很大。上海泰
瑞酒业周红人认为，随着国内红酒市场的不
断扩大和发展，以及国产红酒品质的不断提
升，完全有必要在全球市场掌握更多的话语
权和主动权。

“目前，高端的红酒基本上还是被欧美市
场所垄断。他们拥有一整套完整的评级体
系。比如所谓的日内瓦金奖、布鲁塞尔金奖
等，作为普通消费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和
内涵，容易被误导。而且国外的评级体系也
并不一定适合国内市场。红酒的口感因人而

异，并不是价格高的就一定好，还要根据不同
人群进行细分市场的打造。”周红人认为，中
国地大物博，不同的饮食习惯和菜品体系决
定了人群口感的多样性。所以有必要在尊重
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讨一套中国特色
的评级体系。

红酒暴利时代一去不返

多重因素决定红酒品质

需制定自己的评级体系

红酒经营者要抱团诚信

白酒行业结构性复苏
投资者倾心龙头企业

在前述分析人士看来，行业分
化带来的是企业内在价值的改变，
与之相对应，投资者的投资逻辑也
会相应改变。

随着上市白酒企业年报和一季
报相应披露，谁是复苏真正的赢家，
谁在复苏中浑水摸鱼，投资者已然
开始细细斟酌。

4月28日，随着洋河股份、水井
坊等最后一批酒企的年报和一季报
披露，白酒股当日遭遇暴跌。

当天洋河股份、水井坊一度跌
停，沱牌舍得、古井贡酒、酒鬼酒、泸
州老窖等个股也纷纷下杀，贵州茅
台下跌超1%。

多数市场观点认为，除了前期
涨幅过大带来的泡沫之忧，部分白
酒企业增长不及预期是下跌的主要
原因。

“特别是主打高端酒的酒企，大
家之前对标的是茅台和五粮液”，华
东一家大型券商的资管人士告诉记
者，“年报出来之后，发现高端市场上
二者和茅台和五粮液确实有很大差
距。”

“我们去年在前几个品牌上基
本是平均布局，现在觉得有点后

悔。”上述资管人士说，“白酒行业复
苏还是结构性为主，我们会将仓位
更多集中在白酒龙头。”

该投资界人士坦承，白酒行业
分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投资要更
注重选股。

上海一位同时经营多个酒类产
品的大型经销商告诉记者：“在高端
市场，主要还是茅台和五粮液最受
认可。”

该经销商以一家江苏的大型酒
企举例，去年该企业主打的高端产
品卖得很好，但是企业也投入了很
多市场费用，最终只是获得了销量，

“并没有赚到钱。”
不过随着高端酒价格持续上

升，次高端白酒将打开涨价空间，洋
河股份、水井坊、沱牌舍得等企业亦
将获得机会。与只关注龙头的投资
人不同，一些投资机构也更多将目
光聚焦于这样的酒企。所谓次高端
酒，主要指价格在 200 元到 500 元
之间的产品。

“我们去年的销售额是 2000
万，今年预计会有 3000 万”。一家
主营洋河的白酒经销商5月4日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销售增长将主要

源自于300元左右的产品。
“高端白酒价格的上涨会为价

格在200元到500元左右的次高端
产品打开空间。”吕昌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随着茅台和五粮
液不断调高核心产品价格，洋河股
份、山西汾酒等都在持续跟进。
2017年至今仅仅4个月，沱牌舍得、
洋河股份和山西汾酒就都对其核心
产品都进行了涨价。沱牌舍得 52
度舍得酒全渠道统一每盒提价 20
元，洋河股份旗下蓝色经典系列、山
西汾酒旗下头锅原浆汾酒也纷纷涨
价。

上海一家中型私募的投资人士
表示，震荡市中，抱团白酒仍然是比
较好的选择，但是茅台等估值已经
非常充分，“二线高端品牌可能获得
更好的投资机会”。所谓二线高端
品牌，即指上述次高端品牌酒企。

东兴证券在近期发布的一份白
酒行业深度报告中就指出，高端白
酒提价抬高了行业价格天花板，还
打开了次高端白酒价格上涨的通
道。这份报告还称，行业复苏次高
端白酒业绩弹性更大，更具投资价
值。

经历了长达数年
的深度调整，白酒行业
终于迎来结构性复苏。

随着行业相关上
市公司纷纷发布年报
和一季报，上市白酒企
业的成绩单也随之出
炉。根据 wind 统计数
据，2016 年，上市白酒
公司平均营业总收入
合计达到 72.52 亿元，
比 2015 年 同 比 增 长
13.9%，增速则是 2015
年的两倍。同期平均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20.13 亿，同比增长
10.79%。

事实上，业绩好转
的预期早已在二级市
场股价上得到体现。

以贵州茅台为代
表的白酒股股价持续
上涨，茅台股价已经从
200余元一路上涨至最
高峰时的 428.68 元，稳
稳坐牢A股市场第一高
价股的位置，五粮液、
洋河股份等股价也表
现出色。

不过和所有经历
过深度调整的成熟产
业一样，经历过数年调
整，白酒行业的竞争格
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无论是市场集中度还
是品牌集中度都在迅
速提升，高端产品为主
的龙头企业逐渐走向
赢家通吃，而以售价低
廉的中低端产品为主
的企业则陷入困境。

投资者的投资策
略也随之发生着改变，

“我们会将仓位更多集
中在白酒龙头，”一家
券商资管机构的投资
人士5月4日告诉21世
纪经济报道记者，白酒
行业分化的趋势将更
加明显，他们在投资过
程中会更加注重选股。

经历过三年调整，白酒行业的
竞争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
轮的白酒行业复苏，更多是高端产
品的强势反弹，事实上，售价低廉的
低端大众产品仍然处在低谷之中。

“白酒市场的复苏，主要是名优
酒的复苏，”申万宏源消费品行业资
深高级分析师吕昌5月4日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此次白酒行业复苏的
结构化趋势非常明显，无论是销售
额还是利润，高端产品都更具优势。

以泸州老窖为例，公司 2016
年，高档类酒收入29.2亿元，同比增
长 89.39%，低档酒营业收入 23.62
亿元，同比减少了25.9%。山西汾酒
等企业年报中也体现了相同的情
形，根据今山西汾酒2016年年度报
告，公司2016年度中高端产品营业
收入增长45.22%，于此同时，中低端
白酒营业收入同比减少超过80%。

“这一轮白酒行业复苏是以需
求端为主导，主要是消费升级、消费
者消费观念改变。于此同时此前高

端酒核心产品价格多次下跌使得消
费者的购买力也得到提升，所以高
端白酒复苏较快。”吕昌告诉记者。

白酒行业持续分化已经成为行
业共识。今世缘酒业就在 2016 年
年报中表示，目前中国白酒行业已
进入中低速发展的成熟期，白酒行
业也进入深度分化期，酒企之间形
成挤压式竞争。

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残酷竞争
模式在低端酒领域体现最为明显，
低端酒市场将持续低迷。

一位经营多个品牌产品，年营
业额在 1000 万元左右的白酒经销
商告诉记者：“现在最好卖的是两三
百块钱左右的中高端产品，几十块
钱价格的白酒现在销量甚至比去年
还差。”

上市白酒企业的一季度报告也
体现了这一趋势。

在19家上市的白酒企业中，以
高端酒为主的贵州茅台、五粮液的
依然把持着行业前两名的地位。一
季度，两家的营收分别为 133 亿、

102 亿，营业利润分别为 87.9 亿和
49.4亿。

与之相对的是，包括老白干酒、
金种子酒等以中低端品牌为主的企
业营业利润则少的多，其中老白干
酒一季度利润5735万元，*ST皇台
甚至亏损了1312万元，皇台酒业在
年报中指出，亏损的主要原因就是
销售收入减少。

“低端白酒越来越难做了，只能
有一些区域性的白酒在当地有优
势，但是这种优势要走出去很难。”
上述经销商表示。

白酒行业资深营销专家肖竹青
也告诉记者，未来一两年内，白酒行
业将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种是
全国性高端品牌强者恒强，另一种
就是区域性白酒企业通过深耕当地
获得相对优势。

“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上，高端
产品价格会稳步向上，低端市场竞
争会更激烈，越往下档次竞品会越
多。”吕昌也认为，“现在行业是存量
市场，并不是行业的整体复苏。”

投资逻辑演变

行业复苏A、B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