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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白酒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大型白酒企业并购整合与资本运作日趋频繁，国内优秀的

白酒企业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企业发展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变化的深入

研究。白酒行业整体表现向好，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的形势之下，行业进入

了&quot;挤压式增长&quot;阶段，企业PK竞争力的时代到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继续

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根据前瞻网统计，白酒市场可划分为超高端(600元以上)、次高端(200

元-600元)、中高端(50元-200元)、中低端(50元以下)，而超高端市场主要由茅台和五粮液占据

，市场容量较小；次高端和中高端白酒产品，市场容量较大，。  

      虽然从2012年至今，各白酒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转型调整，但事实证明，白酒企业

的冬天还要持续很久，从高端、中端到低端，整体白酒企业均呈现整体业绩放缓的疲态，无

论是高端、中端还是低端最终都未能抵住行业风暴的洗礼，不仅不再是成倍增长，甚至还出

现了大量的负增长

      2014年中国白酒产量达1257.13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增长2.5%。2010年到2014年我国白酒产

量保持稳定增长，其中2011年产量增长高达15.1%。此后三年产量增长率稳步下跌，但是没有

出现减产现象。预计2015年我国白酒产量将维持低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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