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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中 白酒再迎消费升级红利

中国白酒的消费动力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千年的

演化、传承和发展，使其具有极其强大的兼容性、牢固的群

众基础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我国白酒消费的动力之

源。在我国综合国力日渐强大的背景下，白酒将会充分受益

于民族自信及文化自信快速提升的大趋势，增强自身的发展

动力。从中短期来看，我国白酒的消费具体动力则来自于消

费升级背景下对于高端白酒需求的快速增加以及各价格带

白酒的提价。

此外，中国白酒对于国外白酒具有口感优势、文化优

势这两个强大的竞争壁垒，进口烈酒的规模有可能会在一定

范围内快速提升，但无法撼动白酒在中国市场上的统治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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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中 白酒再迎消费升级红利

中国白酒的消费动力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演化、传承和发展，使其具有极其强大

的兼容性、牢固的群众基础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我国白酒消费的动力之源。在我国综合国力

日渐强大的背景下，白酒将会充分受益于民族自信及文化自信快速提升的大趋势，增强自身的发展

动力。从中短期来看，我国白酒的消费具体动力则来自于消费升级背景下对于高端白酒需求的快速

增加以及各价格带白酒的提价。

此外，中国白酒相对于国外烈酒具有口感优势、文化优势这两个强大的竞争壁垒，进口烈酒

的规模有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快速提升，但无法撼动白酒在中国市场上的统治地位。

一、白酒消费的根本动力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白酒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在几千年的岁月里，不论朝代兴替、社会巨变、白酒始

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即便进入快速迭代发展的当代社会，白酒仍旧能够牢牢守住市场基

本盘，表现出强劲的消费动力。

而这种现象背后是白酒与中国传统文化同频共振、长期磨合的结果。首先，人是感情动物，酒

是情绪的放大器，人们喜怒哀乐等众多情感的表达和宣泄需要一种催化剂，而白酒正是这种催化剂

无可替代的选择；其次，从文化氛围来看，中国有悠久的白酒消费传承，也有浓郁的白酒消费氛围，

各地饮酒习俗、礼节、规则等，久经时光打磨，早已深入人心。人们的喜怒哀乐、百姓的婚丧嫁娶，

生活中的千头万绪均与白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白酒和文化结合的角度看，主导白酒消费的酒桌文化，既是人们情感的表达，同时又合乎礼

节的规范，是两者完美融合的产物。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白酒衍生出了自饮、宴请两大消费场

景。以这两大消费场景为基础，又衍生出了礼品馈赠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投资收藏需求。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白酒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走过千年风雨，早已经渗入到中国和中国人

的文化基因中。据《神农本草经》记载，酒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和神农时期；而通过广汉三星堆

遗址（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2870年）的考古发掘也发现，距今至少7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酒，发

展演化至今的白酒完整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岁月中，酒在社会文化活动中的特殊

地位也从来没有被撼动过，几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能找到酒活跃的身影。特殊的社会角色，

漫长的岁月积淀，最终使白酒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的形象意境深远又无所不包，

高雅、世俗、喜悦、悲苦、相聚、离别、成功、失意等的意象一旦与酒融合，均有画龙点睛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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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渲染与提升均更进一步。白酒这种丰富宏大的内涵与寓意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久历时光，

弥足珍贵。

当前，我国传统文化复兴趋势愈发明显。根本原因在于流传演进千年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的合

理性，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国力提升、民族自信增强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更是符合当前

文化自信的主流价值导向，在未来具有很高的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饱含中国文化气息的白酒也

必将随着国家文化传承、复兴与发展的脚步迎来更加强劲的消费需求。

二、消费升级是白酒消费的直接动力

近年来，我国白酒市场规模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6-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产量从

1358.4万千升下降到785.9万千升；销量从1305.71万千升下降到755.53万千升；销售收入从6125.74

亿元下降到5617.82亿元；与之对比的是白酒出厂价格却有大幅上升，从4.69万元/吨提升到7.44

万元/吨。

图表 1：我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销售收入、销量、出厂单价同比增速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测算

如果仅从产销量视角来看，白酒行业已经进入到了存量市场阶段，白酒的产销量均在2016年达

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我们认为，中国白酒市场的需求量总体上将维持在当前的水平，产生

较大反弹可能性相对较小。

2019年，我国年人均白酒消费量达到6.5L（排除掉14岁及以下不饮酒人口），与世界其它经济

体相比，2016年美国年人均酒精摄入量为9L；英国基本维持在9-11L之间；日本则常年维持在7-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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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我们认为，与我国文化背景以及饮食习惯相近的日本最具有参考性，在我国未来人口总量趋

于平稳的预期之下，判断我国白酒市场产销量规模将长期在当前水平附近波动，总体上将会表现出

存量市场的特征。

图表 2：我国白酒产销量以及人均白酒消费量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测算

（一）大众消费主导下的消费升级趋势将延续

在存量市场的环境下，我国白酒行业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白酒消费动力的转换也在同步

进行中。首先，由于国家控制“三公消费”政策的出台叠加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大众消费取

代政务消费和商务消费，成为白酒市场的主要消费动力。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3834、17131元，与2011年相比，分别增长100.98%、145.54%，涨幅巨大。相

对应的，2011-2017年，白酒大众消费占比则从18%提升至65%，而政务消费、商务消费占比则分别

从40%、42%下降至5%、30%。未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预计大

众消费仍将会是我国白酒市场发展的最大推力。

在大众消费成为白酒消费主要动力的背景之下，白酒市场同样表现出了与我国消费市场类似的

消费升级的特点，高端、次高端白酒市场份额提升明显。2013-2018年间，高端、次高端市场份额

分别从13%、4%提升到16%、6%，预计到2022年将继续提升至19%、10%。相对应的，中端、低端白酒

的市场份额占比将会从2013年的34%、49%下降到2022年的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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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白酒以大众消费为主 图表 4：不同档次白酒市场份额变化

来源：WIND、新华财经 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新华财经

我们认为，未来白酒行业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会延续，高端、次高端的市场份额仍将会继续扩

大，成为推动我国白酒消费市场发展的一大动力。

一方面是高端白酒的需求在我国有强大的消费基础做支撑。近年来在居民收入显著提升的背景

下，高收入群体的快速扩容是高端、次高端白酒保持较快增长的直接原因，根据波士顿咨询数据，

2015-2020年间，我国中产阶层、上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人群占比，分别从20%、14%、3%提升至

24%、23%、6%，成为支撑起高端白酒消费的直接动力；同时根据经济学人对我国中产阶级发展趋势

的预测，2015-2030年间我国高收入、中高收入群体占比将分别从3%、7%提升到15%、20%，消费者

对面子消费、投资需求以及对白酒品质的追求将被进一步激发，从而在未来进一步支撑起高端白酒

的需求。

图表 5：经济学人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图表 6：美国各价格段白酒营收占比

来源：经济学人、新华财经 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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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美国烈酒消费结构，2018年，美国超高端、高端、优质、性价比烈酒占比分别为24%、34%、

28%、14%；而我国高端、次高端、中端、低端白酒市场分别为16%、6%、33%、45%。

中国白酒、美国烈酒市场层级划分的标准虽然不一致，但我们认为，美国性价比烈酒、中国低

端白酒部分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都较少考虑品牌引出，因此两部分基本上可等同。2018年美国超高

端、高端、性价比烈酒市场份额合计为86%，而中国高端、次高端、中端白酒市场份额合计为55%，

从低端白酒市场份额的溢出趋势仍有较大空间，未来预计仍将延续。

（二）高端、次高端、中端、低端白酒有依次提价的内生动力

在出厂价方面，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的白酒出厂价格近二十年来总体保持明显的上升态势，尤其

是在2018、2019年，白酒出厂吨价分别达6.28万元/吨、7.44万元/吨，同比增速分别为28.9%、18.5%。

图表 7：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出厂吨价及增速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测算

而在终端价格层面，根据发改委数据，我国高档、中低档白酒价格分别从2015年底的750元

/500ML、152元/500ML，提升到今年6月底的1226元/500ML、180元/500ML，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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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高档白酒终端价格涨幅 图表 9：中低档白酒终端价格涨幅

来源：发改委、新华财经 来源：发改委，新华财经

但必须说明的是，白酒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因为白酒消费结构的优化，高价格白酒消费占比

上升，导致的总体价格提升；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品牌白酒产品的提价，尤其是近年来多家酒企为了

打造高端品牌纷纷采取控量提价的手段，使产品终端价格有明显的涨幅。

图表 10：部分白酒终端价格变动-1 图表 11：部分白酒终端价格变动-1

来源：京东、新华财经 来源：京东，新华财经

尤其是在当前，2021年产茅台散箱行情价已经达到3000元/瓶的情况下，终端价分别为1399元/

瓶、1419元/瓶的五粮液、国窖1573以及其后的诸多白酒品牌面临着宽阔的空白价格带，高端（茅

台除外）、次高端、中端、低端白酒品牌都存在着较强的价格预期，从而成为未来白酒消费的另一

大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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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酒市场积极应对国外烈酒挑战

2021年1-5月，进口烈酒的量额同比大幅增长，其中进口额达到了7.8亿美元，同比增长117%，

超过葡萄酒成为第一大进口酒类；而根据天猫国际近日公布的《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0》

显示，随着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流群体，而国内洋酒消费正呈现井喷状态。今年1-7月，天猫国际

的洋酒销量同比增长220%，其中清酒、力娇酒、白兰地、威士忌等热销酒增长比例达470%、430%、

220%以及110%。进口烈酒展现出了迅猛的发展势头，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年轻消费群体在成长过程中

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虽然国外进口烈酒在未来的国内烈酒市场竞争中的份额可能会因为国际间交流加强

而有所提升，但总体上无法撼动白酒在中国酒水市场上的地位。这是由白酒的几大优势决定的。

首先，白酒口感更能够被国人所接受。白酒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烈酒品类，天然贴合中国人的口

味及饮食习惯，且中国消费者从小长期适应白酒，生活饮食习惯及口味偏好也早已固化，短时间更

是难以改变。因此相较于作为舶来品的洋酒，其口感更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

其次，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将助推白酒消费。白酒自身极具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看做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国力提升，民族自信增强，文化自信的潮流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之下，

相对于洋酒，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白酒将会有更广泛、更牢固的群众消费基础。

四、白酒产品品类分级和定价建议权制度亟待建立与完善

随着消费者主权时代的来临，酒类产品等级化需求日益重要。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白酒市

场消费结构向高端、次高端倾斜，众多白酒企业或者推出高端品牌，或者在原有产品基础上提价，

通过打造自身高端品牌系列，享受高端市场快速发展的红利，这是在当前市场大势下的必然选择，

也是正确的战略方向选择。但高端品牌的打造同样需要有恰当的策略和扎实的基础。尤其是之前很

多选择高性价比战略的白酒企业，在产品上，缺乏与高价位相对应的高品质白酒；在渠道上，松散

的大商模式下，经销商本身就有降价销售以加快周转的动力；在品牌打造上，其高性价比形象大多

早已深入人心，转而树立高端的品牌形象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同时，白酒行业同样具有明显的周期

属性，高端化进程虽然有确定性，但也存在着高潮与低谷，没有稳扎稳打的策略和一定的基础和准

备，一旦未来出现周期波动，相关企业的高端化进程势必受阻。因此，对于没有充分的准备，暂时

还不具备高端化条件的企业贸然跟风推进高端化品牌建设，将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

我们建议，业内有关各方要参考海外著名酿酒产区的产品品类分级和定价建议权制度，建立中

国酒类产品的品质和价值表达体系，增强海内外消费者对产区及其酿酒企及其产品的品牌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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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高端化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名优酒企一定要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进而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策略。对于高端品牌的建设，也一定要审视自身条件，提前做好在产品品

质、渠道改革、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明确高端品牌

的定位，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中找准阻力较小、自身优势相对突出的方向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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