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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白酒作为中国的国酒，是中国文化和情感的载体，而高端白酒理应肩负起与奢侈洋酒分庭

抗礼的责任。近年来，在茅台、国窖1573等高端白酒的带领下，中国白酒正逐展现出深厚的

文化内涵与气质，这是中国白酒走向世界最有力的武器。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复兴，高端白

酒也必将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茅五剑一直被业内和消费者几乎公认的高端白酒品牌形象。继

三大品牌后，国窖1573、水井坊、舍得酒突破原母公司的中低端品牌形象，打破高端白酒竞

争格局。一些中低档品牌觊觎高端白酒市场巨大的市场与利润空间，也相继开发了高端白酒

品规，但都差强人意，难有建树，最终落得高开低走，主要销售价格段位与品牌期望值相差

甚远。中国高端白酒占据了整体白酒市场份额15%。随着消费者消费能力愈发增强，消费健

康意识越来越浓，对白酒消费高附加值有了更高的期望。高端白酒的市场份额在逐年增长。

　白酒行业的传统销售旺季在年末至第二年春节前，对于高端白酒来说更是如此。不过

，2012年高端白酒遭遇了冷冬，白酒行业存在自身发展瓶颈，塑化剂事件不过是引发市场低

迷的&quot;催化剂&quot;。2012年1-12月，全国白酒（折65度，商品量）的产量达115.3亿升，

同比增长18.55 %。2012年12月份，我国生产白酒12.83亿升，同比增长11.86 %。此外，中高端

白酒的产能也将大幅提高。茅台基酒将从3万吨提高到6万吨，系列酒达到10万吨；五粮液将

实现30万吨产能；郎酒优质基酒将达到5万吨。从行业层面看，白酒行业的高速扩张已经到了

需求难以与之匹配的地步。以塑化剂事件为界，白酒行业粗犷式发展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过

去，靠放大杠杆、盲目扩张将不再有效。

　对于高端白酒来说，多年的粗放式急速发展确实为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回报，但同时也令这

个市场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市场秩序出现混乱的苗头，&quot;优胜劣汰&quot;的行业洗牌已不

可避免。即便无政策利空，高端白酒过去野蛮生长的模式也难以为继。未来几年，高端白酒

快速增长的局面将会放缓，高端白酒消费会继续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高端酒市场规模虽

然不及中低端市场，但却有着利润空间巨大、有利于提升品牌形象等特点。同时，为提升高

端白酒品牌形象，使价格与价值相符，许多高端白酒不得不在包装、内涵、品味的打造上下

足功夫，做足文章；同时，未来高端白酒在餐饮搭配引导、口感宣传的形象化、贵族品味的

打造上也在下苦功。酒类品牌的培育和提升已经成为中国酒业面临的共同课题，而高端白酒

对于品牌塑造和提升的需求尤为紧迫，广告轰炸、包装宣传、年份炒作、历史挖掘等这些同

质化的营销策略对于高端白酒品牌的提升来说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只有实施

全方位的整合营销传播，从单纯卖产品转为运营维护和提升品牌，和经销商建立稳定、有效

的联系，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有特色、有品位的品牌形象，才能取得白酒业内&quot;造星运

动&quot;的根本胜利。



　本高端白酒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

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

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各省市相关统计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报告对我国

高端白酒行业的现状和发展、各项经营指标、消费者购买行为、竞争格局、发展趋势和行业

领先企业等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中国高端白酒行业各区域市场状况以及行业优势企业

予以了重点分析，结合新时期的各方面因素，对中国高端白酒行业的发展趋势给予了细致和

审慎的预测论证。本报告是高端白酒生产、销售企业、研究机构、投资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

当前我国高端白酒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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