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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酒类流通市场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报告中的资料

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

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

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

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酒类流通主要是指酒类商品从生产领域向销售领域的流动流程，由售卖过程（W-G）和购买

过程（G-W）构成。2021年，商务部发布的《关于&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促进酒类流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我国酒类流通行业发展表达了明确支持，其中指出，

到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化发展、连锁化运营、标准化引领，多渠道、多业态、多层次、多

场景、全覆盖的酒类流通新格局。目前，我国酒类流通企业数量众多，市场集中度低，处于

充分竞争阶段，部分优势企业显现。2021年，中国酒类流通行业市场规模为超过万亿元。随

着下游需求增长、酒类流通环节附加值增加，到2027年，我国酒类流通行业市场规模有望接

近1.5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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