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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期积累的供需矛盾正不

断显现，其核心矛盾已发生根本性转

变：供给驱动让位于需求驱动，成为产

业转型的关键标志。基于此，中国酒业

协会提出了促进酒类市场健康发展的

七大观点。

一是稳健开局。
2025年正成为酒业价值链系统性

重塑的关键分水岭，行业发展的战略重

心聚焦三大关键词“强基、重构、立

新”。强基即产业与产区融合发展，需

聚焦产区建设、科研创新、标准完善、人

才培育等八大“强基”工程；重构即重建

渠道与消费场景、产品、品牌、渠道价值

体系；立新即创新产品与商业模式，依

托文化、AI、国际化、潮饮、场景“五新驱

动”开拓增量。

二是产能优化。
存量竞争时代，增长的压力是不可

回避的，酒类企业应主动调低预期，主

动选择可为、可不为，甚至主动盈亏，从

而赢得未来更是明智之举。切忌盲目

扩产，“瓶里”“瓶外”协同发展、产业与

城市经济协同发展、产业链价值提升应

该是主旋律。

三是重构厂商关系。
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背景下，传统

线性供应链正被打破。头部企业通过

并购、联盟等方式整合资源，形成“链

主”地位，厂商关系从单边博弈转向共

生共赢。一方面，厂商合作模式向“价

值共同体”进化，完成从生产导向到用

户导向的转变；另一方面，渠道职能加

速重构，重构业务模型，创新服务价值，

承担终端运营、消费者培育等增值角色。

四是构建线上线下全域数字化营
销体系。

线上渠道已从补充性角色转变为

驱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在年轻

消费群体中，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的转

化率持续走高。另外，新零售模式如

“即时零售”和“直面消费者”模式，正推

动渠道效率革命。《报告》指出，2025

年，34.9%的白酒企业最看重即时零售

这种创新销售渠道的拓展，占比第二的

为直播带货。

五是技术重构产业链。
面对消费升级与数字化浪潮，酒商

需突破传统框架：战略上构建生态共同

体，产品端融合科创与文创，渠道层打

造全域零售网络，品牌侧实现情感共

鸣，消费端注重场景创新和消费培育。

六是“文化+营销”双核驱动。
消费升级使得营销模式迭代，相较

于过去对技术人才队伍的高度重视和

培育，如今，酒企更加注重系统化培育

“懂酒又懂营销”的复合型人才，需构建

全面且多元化的人才储备体系，实现可

持续发展。

七是白酒国际化势在必行。
《报告》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白

酒出口整体价格上涨，量额并进，出口

额2亿美元，同比增长30%；出口量387

万升，同比增长9%，远高于白酒全行业

增长情况。2025年，有63.9%的白酒企

业均已布局或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未

来，白酒行业出海既要打造符合国外消

费习惯和价值认同的产品，也需要适应

本土化消费场景的创新，以及本土化生

产、灌装和渠道的融合，以文化驱动展

示白酒的魅力。

未来展望：七大战略重塑格局

一边是普通消费品在今年“国补”

政策下应声而涨，另一边白酒业则继

续去年的产能跌势，名酒价格进一步

倒挂，库存压力叠加而来，行业面临的

形势更为严峻。

那么，为何在消费需求巨变的当

下，普通消费品与白酒品类之间形成

了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势？白酒业该如

何扭转这一颓势？

消费品遇“补”而涨，白酒呢？
今后，白酒业应以自驱力为动力源，以自我革新为内核，来适应急剧变化的消费市场。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那么，为何白酒业与普通消费品

的境遇截然不同？

首先是“国补”的对象并不涵盖酒

类商品，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能源

汽车战略，对新能源车做重点补贴，其

后，这种“国补”覆盖范围，扩大到了电

子类产品。

今年1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发布《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

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的通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

环等数码产品首次被纳入补贴范围。

1月15日，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

印发《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

新补贴实施方案》，提出1月20日起买

手机最高补500元。

在消费品领域，房子、白酒类商品

都没有享受到国补政策，前者是出于

“房价调控”，后者则较为特殊。

业内人士认为，白酒总体消费量

在国民消费总量中占比不大，并非是

受到重视的行业。其次，烟酒类商品

由于特殊性而并不属于受鼓励的行

业，因而没有被纳入国补。

在国家层面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

不断扩大覆盖面的情况下，白酒等商

品也未被纳入其中。

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

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意味

着，“促消费”的政策进一步获得金融

层面的支持。

这份《意见》提及，强化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激励，鼓励引导金融机构

针对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体娱乐、

旅游、教育、居民服务等服务消费重点

领域的各类经营主体发放贷款；鼓励

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募

集资金，推动智慧养老、智能医疗等消

费产品提质升级；拓展多元化消费融

资渠道。发挥汽车金融公司专营特色

功能，丰富居民购车消费信贷产品供

给。

这意味着，符合未来国民经济需

求走向的智慧养老、智能医疗获得补

助，能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购车需求

得到补助，覆盖基本消费需求的餐饮、

文体娱乐、旅游、教育等获得补助，不

在此列的白酒依然未能获得补助。

其次，今年以来，政策层面的导

向，对白酒业造成一定的冲击。

今年5月发出的“禁酒令”，如同

2012年的那波“禁酒令”一样，对高端

白酒造成明显冲击，飞天茅台的市场

零售价进一步下探。

总体而言，在消费更趋理性化、消

费升级浪潮已过的情况下，在所有消

费品普遍承压的情况下，部分消费品

在“国补”刺激下创出销售小高潮，而

白酒业则需要直面更为严酷的市场环

境。欠缺外部刺激手段的白酒业，想

要渡过这一波难关，必须放弃幻想，以

自驱力为动力源，以自我革新为内核，

来适应急剧变化的消费市场。

直面更严酷的市场环境

年初就轰轰烈烈开始的“国补”举

措，对于消费的促进是实实在在的。

统计显示，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413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

售额37316亿元，增长7.0%；1-5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3171亿元，增

长5.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

零售额184324亿元，增长5.6%。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6057亿元，

同比增长 6.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269亿元，同比增长5.4%。1-5月，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76490亿元，增长

5.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6681亿元，

增长4.9%。

按零售业态分，1-5月，限额以上

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专业店、超市、

品牌专卖店和百货店零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8.5%、6.3%、5.7%、1.8%和1.3%；

1-5月，全国网上零售额60402亿元，

同比增长8.5%。

在京东等平台上，电子产品的页

面上“国补”二字随处可见，动辄20%

左右的补贴比例，有力拉动了消费。

与此同时，白酒业表现如何？统

计显示，5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白酒

（折65度，商品量）产量29.1万千升，

同比下降13.4%；1-5月，中国规模以

上企业累计白酒（折65度，商品量）产

量159.7万千升，同比下降7.6%。

今年以来，白酒产能仍然呈持续

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在库存加大、

动销趋缓的影响下，上游的产能也受

到了实质影响。可见白酒行业今年以

来的市场零售承压，很难有普通消费

品那样遇“补”而销售额提升的状态。

白酒产能仍呈下降趋势

（上接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