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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业创新
联盟企业展示

2025 年，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调整

期，行业面临缩量竞争、价盘向下、库

存压力加大等问题，各种行业新的增

量机会被挖掘出来，其中，低度白酒成

为热度话题——随着“Z世代”的崛起

并成为消费主流，低度白酒成为追求

轻松饮酒人群的首选，因此，在主流人

群、新消费人群和众多低度白酒发展

迅猛的推动下，低度白酒迎来了最好

的时代。

但事实真得如此吗？低度白酒真

得成为缩量新周期下，未来中国白酒

增量的重要入口吗？带着对低度白酒

的发展思考，以及对白酒行业穿越周

期的路径探讨，我们来全面了解一下

低度白酒。

低度白酒，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低度白酒更易适应海外消费者的口感，同时，低度白酒的发展也迎合了国际化市场的发展需要，
降低了不同地区税收及销售限制的门槛，有利于白酒走出国门。

本报特约撰稿人 邹文武 发自北京

低度白酒市场虽然近几年占比快

速增长，也符合当前白酒消费周期年

轻群体的喜好，以及中国白酒国际化

进程的需要，是白酒行业创新和迭代

的新一轮动力，也是企业追求更高毛

利的发展方向。但是，还不能完全用

当前数据来定义低度白酒市场即将迎

来最好的时代。

首先，虽然低度白酒短期迎合了

“Z世代”主流人群的当前饮酒需要，但

是随着人群饮酒次数和频率的增多，

高度白酒必然会成为最终收割白酒主

流人群的利器。这既是当前高度白酒

一直是主流人群饮酒选择的原因，也

是20世纪70、80年代以举国之力普及

低度白酒以降低粮耗，最终低度白酒

没有成为白酒主流的原因。

其次，白酒是时间的增值品，低度

白酒无法实现升值、升质。当前，白酒

行业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认知——高度

白酒更适合保存，而且保存时间越长，

品质越高、升值越大。因此，在这种认

知教育下，低度白酒削弱了白酒的时

间藏品属性，虽然短期有利于教育入

门级消费者，但是从长期来看，则放弃

了白酒的宝藏价值。

再者，白酒是主流品类，低度白酒

让其陷入替代风险。白酒作为中国酒

类首选产品，进行年轻消费者的低度

化教育，短期看，培养了年轻消费人

群；但长期看，则有把中国白酒推向被

洋酒、葡萄酒、啤酒、果酒等中低度酒

替代的风险，不利于白酒品类建立市

场壁垒。

最后，白酒库存产量居高不下，低

度白酒无法缓解产能压力。虽然低度

白酒的毛利更好、更高，适合白酒企业

逐利需要，但是当前超万亿的白酒市

场库存，发展低度白酒不利于行业去

库存，也不利于行业激活高峰期2016

年已经形成的 1358.36 万吨行业产

能。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追求的低度

化，主要是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角度

推动白酒低度化发展，当前，中国白酒

行业的粮食消耗和来源充足，短期对

于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比较小，同时

也并不占用中国主粮的耕地面积。

总的来说，当前低度白酒虽然增

长比较迅猛，但是，真正为白酒提供长

久行业动力的，还是需要依靠高度白

酒来完成。

同时，要警惕低度白酒发展过热

为其他中低度酒，如洋酒、果露酒等品

类替代白酒培养消费的温床，尤其是

以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朗姆酒等

为主的中低度烈酒。

中国低度白酒的发展，如果一定

要作为当前白酒突破行业周期的必选

项，那么，行业协会及企业应该尽量将

低度白酒产品主战场放到国外市场，

这样可以为高度白酒进入国际市场培

养口味基础。

低度白酒未来市场发展思考

近年来，低度白酒的市场占比呈

现快速攀升态势，尤其在2020年后进

入加速增长阶段。

市场增长迅猛：低度白酒的市场

规模从2020年的约200亿元增长至

2024年的570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

破 742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0%。

这一增速远超白酒行业整体水

平，反映出消费需求的结构性转变。

销售份额攀升：2022年，低度白

酒产量占比约 15%，2024 年已升至

25%以上，部分酒企的低度产品（如38

度国窖1573）在区域市场占比甚至超

过50%。

场景渗透激增：在华东、华北等传

统低度酒消费市场，低度白酒占比已

达70%-80%，并逐渐渗透至高端宴席

和商务场景。

市场偏好提高：低度白酒打开年

轻消费市场，宏观数据显示，目前国内

潜在年轻酒饮人群高达4.9亿，年轻人

酒饮市场规模高达4000亿。另有平

台数据显示，低度酒消费者40岁以下

人群占比高达76.4%，其中，18岁-26

岁人群占41%。

政策利好增加：四川2023年发布

《低度白酒产业发展规划》，对掌握核

心降度技术的企业给予每吨500元补

贴，推动低度白酒占比从35%提升至

50%。

国际销售助力：低度白酒更易适

应海外消费者的口感，同时，低度白酒

的发展也迎合了国际化市场的发展需

要，降低了不同地区税收及销售限制

的门槛，有利于白酒走出国门。

低度白酒的市场表现

低度白酒是指酒精度数通常在

40度以下的白酒，其历史发展与中国

酿酒工艺的进步、消费需求的变化及

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缘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

1955 年《关于限制生产高度酒的决

定》要求“白酒酒精度逐步降至60度

以下”，1972年轻工部试点“55度白酒

工艺”，核心目标是为了节约粮食。

规范：1989年国家出台标准GB/

T10781系列标准，明确白酒分为高度

酒（≥54度）、降度酒（40度-54度）、低

度酒（<40度），推动行业规范化。国

家真正开始规范低度酒市场发展，并

且长期有了低度白酒。

滞涨：2000年以后，随着健康意

识提升，42度-53度酒成为市场主流，

40度以下的低度酒发展停滞，白酒忠

实的消费者更偏爱42度以上的白酒，

其中，酱香、清香以53度为好，浓香以

52度为好。

突破：2010年以后，白酒行业将

酒精度从“能降”向“降好”升级，科研

机构及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也不断突

破白酒降度极限，使得低度白酒发展

成为行业创新的热点。2015年，江南

大学通过“微胶囊包埋技术”，使30度

白酒风味保留存率提升至85%，茅台、

五粮液则开始引入AI勾调平台，设计

低度白酒。

低度白酒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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