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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内容简介：

       白酒是中国传统蒸馏酒，工艺独特、历史悠久、享誉中外。中国白酒是世界著名的六大蒸

馏酒之一（其余五种是白兰地、威士忌、郎姆酒、伏特加和金酒）。白酒是指以富含淀粉质

的粮谷如高粱、大米等为原料，以中国酒曲即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采

用固态（个别酒种为半固态或液态）发酵，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酿、贮存和勾调

而制成的蒸馏酒。如：茅台酒、五粮液、汾酒、西凤酒、洋河大曲等。

       2008年我国白酒制造业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较上年有所加快。2008年1-11月，中

国白酒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146,337,958,00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9.82%；实现累计

产品销售收入141,190,334,00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9.94%；实现累计利润总额18,643,047,000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6.79%。2008年我国白酒产量保持了较为迅速的增长。

       2009年以来，白酒行业作为高端奢侈消费品的代表，在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导致政府消费缩

减、企业及个人消费能力下降、消费税从严征收、整治酒后驾车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依然

保持了良好的回升势头，尤其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行业回升态势更为明确，企业效益进一步

提升。2009年1-11月我国白酒制造行业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185,810,111,000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了30.46%；实现累计利润总额23,489,029,00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5.73%；截至2009年11

月底，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1434家。

       未来8-10年中国白酒行业整体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期，中国白酒业出口增长将达到5%

至10%，利润将达到20%。预计2011-2015年我国白酒制造行业增长速度基本上比较稳健，2015

年产值将达到8,688.4亿元；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27.7%，2015年收入将达到8,712.0亿元；利润

年均增长率约为34.2%，2015年利润将达到1,550.8亿元。

       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白酒市场运营态势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

白酒的定义、分类、特征、生产工艺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白酒产业的发展概况和市场运行情

况，并对白酒制造行业的工业统计数据进行了详实的分析。然后具体介绍了高端白酒、不同

香型白酒、中国白酒产业区域市场的发展。随后，报告对白酒市场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营销分析、企业发展策略分析、替代产品分析、包装分析和政策法规分析。最后对白酒

行业的未来前景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您若想对白酒市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白酒酿造，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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