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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8-2024年中国白酒产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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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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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新的环境下，白酒行业将呈现新的趋势。首先，强势龙头品牌击跨非龙头品牌。去年，

白酒行业近6千亿的销售规模，保持14%的增长，但是很多区域性的非龙头酒企出现了非常明

显的负增长，品牌集中的趋势显著。  

      其次，白酒电商消费渠道将快速发展。传统白酒企业的销售，除了厂商自建的销售渠道外

，一般情况下，需要从生产厂商到一、二、三级批发商逐步到零散的代理商，最后才抵达终

端消费者。利用电商平台，可以从生产商直接通过网络卖给消费者，扁平化的销售渠道，也

缩减了物流的环节。

      另外，从增量空间来看，网购2.8万亿占社消零售总额的10%。渗透率达到10%，必然会改

变原来的消费习惯和趋势，对于白酒行业的互联网销售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未来五年，白

酒行业电商将会处于快速发展期。白酒企业通过区域白酒平台的整合，或者物流平台的整合

打造出区域性的白酒，强强联合带来增长。

      最后，预调酒行业年复合增长率或达到50-60%。2015年预调酒行业收入36.17亿，2016年行

业进入者众多，竞争形势骤变，预调酒行业未来会有20%左右的年复合增长率。

      预调酒和整个传统白酒运作的思路不一样，首先包装非常萌，其次口感度非常年轻化。预

调酒的酒精浓度3%~8%，它主要替代啤酒市场和饮料市场。2014年啤酒市场报收入是1800亿

，如果能替代20%来看，预调酒未来的成长空间非常大。

      总的来说，前几年，国家&ldquo;限酒令&rdquo;的出台，包括央视频道禁止播放酒类广告

、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加重、三公消费禁令以及军队禁酒令等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于白酒

行业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作为我国传统酒水消费的大头，政策虽然会对消

费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白酒市场容量较大，行业在未来几年依然会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

，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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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5 湖北稻花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6 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7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8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9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0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品种类分析

（3）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公司销售网络构建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1 四川金六福酒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2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3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4 江西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5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6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7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8 安徽皖酒集团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19 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0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21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22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优劣势分析

9.2.23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24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25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26 湖北省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2.27 四川江口醇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势与劣势分析

9.2.28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第10章：白酒行业投资分析及建议

10.1 白酒行业投资特性.

10.1.1 周期性

10.1.2 区域性

10.1.3 季节性

10.1.4 销售的节日效应

10.2 白酒行业进入壁垒

10.2.1 政策壁垒

10.2.2 生产资质壁垒

10.2.3 资源壁垒

10.2.4 技术和人才壁垒

10.2.5 品牌认知壁垒

10.3 白酒行业利润水平及影响因素

10.3.1 白酒行业提价趋势

10.3.2 白酒行业改革因素

10.4 白酒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0.4.1 白酒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1）宏观环境仍有利于优质白酒企业的发展

（2）白酒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3）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白酒的消费

（4）消费升级有利于优质白酒的发展

10.4.2 白酒行业发展不利因素

（1）替代品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行业增长

（2）无序竞争是行业良性发展的潜在障碍

10.4.3 白酒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少喝酒、喝好酒，强势龙头品牌击跨非龙头品牌

（2）未来5年白酒电商消费渠道将快速发展

（3）预调酒行业年复合增长率或达到50-60%

10.4.4 白酒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0.5 白酒行业投资建议

10.5.1 白酒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0.5.2 白酒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2）政策调整风险

10.5.3 白酒行业投资建议

（1）提升产品质量

（2）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3）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

（4）充分发挥电商渠道的作用

（5）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6）加强打假的力度，提升打假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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