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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动态

中国低度白酒占市场一半份额中国低度白酒占市场一半份额

■ 部委信息

7月31日，外卖平台饿了么宣
布与即时物流平台点我达达成合
作，并完成第一阶段在全国50多
个重要城市的众包配送服务对接，
共同推动本地生活服务的发展。
在各大网餐平台商户拓展已经趋
于饱和的背景下，加紧建设即时配
送网络，有望进一步激活“非餐”领
域市场。

早在今年4月，饿了么CEO
张旭豪就曾表示，饿了么的非餐
饮交易额已经占到平台整体的
10%。这充分表明，用户对餐饮
以外消费品的即时配送需求不
仅真实存在，而且潜力巨大。未
来，饿了么将发力消费品即时配
送市场。

而据饿了么早些时候发布数
据，截至2016年8月，平台商超品
类交易额同比增长11倍，商家数
同比增长6倍，两项数据均在正餐
以外的“新品类”中位列第一，且高

于平台整体水平。
美团点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截至今年6月，美团外卖日最
高单量达到1255万单，交易额突
破5亿。而在日平均1200万订单
中，有超过 30万单是非餐饮订
单。另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
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
2.09亿，年增长率为83.7%，占网民
比例达到28.5%。对此，有媒体报
道称，从发展阶段来看，在线外卖
平台已进入比拼品质、服务和产业
渗透能力阶段，并为未来市场全品
类配送，从技术、商业模式及多元
化的服务上做足准备。

据了解，不止饿了么，美团外
卖、百度外卖也早已开始布局非餐
饮品类，商超、生鲜、鲜花蛋糕等高
频次购买产品成为首选的布局领
域。

与外卖平台积极布局商超相

比，面对成本上升而扩张缓慢的传
统商超，也开始积极拥抱互联网。
媒体报道称，商超巨头沃尔玛与京
东到家宣布将展会更多合作。据
统计，今年3月份至今，全国共有
12个城市的50多家沃尔玛新入驻
了京东到家，这使得沃尔玛和京东
到家的合作已经扩展到了包括北
上广深在内的全国18个主要城市
134家门店。

而在近年中因快速扩张而陷
入同质化竞争的便利店，也在各大
外卖平台开始寻求突破。对于外
卖“非餐”市场的快速发展，有业内
人士表示，当前即时配送品类仍以
外卖餐饮为主，尽管商超、鲜花蛋
糕等品类的配送量也在快速增长，
但基数还较小，能否成为餐饮配送
之外另外一块巨大的市场，取决于
品类的消费频率和配送习惯的养
成。

（中国网）

“每年入夏后，西瓜价格都会出现季节性下跌，但今年
走势与往年有些不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赵俊晔说。以北京新发地普通京欣西瓜为例，去年
5月底至6月上旬，价格下滑，但之后到7月底回升。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介
绍，今年新发地普通京欣西瓜每斤批发价6月15日跌破1
元，7月10日以来基本徘徊在0.55元至0.8元之间。据
悉，河南、安徽一些产地西瓜每斤批发价已经跌破0.2元，
宁夏、山东的硒砂瓜单价也跌到了0.2元至0.4元之间。

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7月份，全国西
瓜整体价格呈高开低走态势。1月份和2月份，西瓜价格
最高上摸到每斤2.8元，为2015年以来最高月度价，之后
一路走低。6月下旬以来，全国西瓜快速下跌，从6月中
下旬每斤1.5元，快速跌至7月中旬0.9元。7月份均价比
去年同期低了12.3%。

6月份以来，全国西瓜价格为何持续大跌？赵俊晔
认为，既有季节性原因，也有露地种植面积扩大、主产区
产量高、上市时间重叠、降雨影响西瓜质量和销售等原
因。

每年夏季是露地西瓜上市期，去年露地西瓜供应偏
紧，导致6月底到7月上旬价格偏高。不少瓜农以为露地
西瓜行情不错，今年大幅增加了种植面积。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露地西瓜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
了10%以上。加上天气条件基本适宜，上半年全国西瓜
普遍增产，山东、东北、河南西瓜单产提高了 10%至
15%。6月底以来，各主产区集中上市，短时间内西瓜供
给迅速增加，导致价格下跌。

瓜贱伤农，令人痛心。赵俊晔建议各主产区加强
监测，及时准确掌握西瓜面积、产量、上市期、销售等
信息，尽可能建立产销信息发布的权威渠道，为生产、
流通、营销、消费各方提供可靠的全方位信息，帮助瓜
农避免盲目扩种。另外，有关部门要帮助瓜农拓宽销
售渠道，积极利用电商平台扩大销售半径，推进产销
对接和订单种植。

“每年西瓜大量上市时，社会上都会出现‘打针西瓜’
‘激素西瓜’等谣言，混淆视听，抑制消费。新闻媒体要站
出来，还西瓜以清白，正确引导消费。”赵俊晔觉得，目前
我国西瓜知名品牌还是太少，建议主产区加强品牌建设，
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高知名度，掌握定价
权。再就是主产区可以尝试推出西瓜价格保险或收入保
险，在西瓜价格跌破成本时，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障。

一个好消息是，由于产地价已经接近采摘成本，西
瓜价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并不大，后市将趋于平稳。不
过，鉴于目前山东、河南、宁夏、甘肃等主产区西瓜还处
于大量上市期，到8月中下旬之前，全国西瓜供应相对
充足，短期内价格恐难大幅反弹。赵俊晔认为，8月底以
后，随着主产区西瓜下市，供应量减少，全国西瓜价格将
显著回升。 （新华网）

多重原因致西瓜价格大跌
7月均价同比低 12.3%

网络外卖“非餐”市场增速显现

本报讯 据农业部监测，8月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96.33，比前一天上升 0.33个点，

“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 95.54，比前一天上升 0.39个
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
均价格为19.83元/公斤，比前一
天上升0.4%；牛肉52.43元/公斤，
比前一天下降 1.0%；羊肉 46.22
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3%；鸡
蛋 6.78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
0.9%；白条鸡13.24元/公斤，比前
一天下降 2.3%。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3.85元/公斤，
比前一天上升1.4%；重点监测的7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5.06元/公斤，
比前一天上升0.9%；鲫鱼平均价
格为17.72元/公斤，比前一天下
降0.6%；鲤鱼11.37元/公斤，比前
一天下降0.6%；白鲢鱼7.10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 3.7%；大带鱼
35.76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2.7%。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

点监测的60个品种中，与前一天
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豆角、
西葫芦、芹菜、白鲢鱼和莴笋，幅度

分别为5.3%、4.5%、4.1%、3.7%和
2.9%；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大带
鱼、白条鸡、土豆、大黄花鱼和白萝
卜，幅度分别为2.7%、2.3%、1.4%、
1.1%和1.0%。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上升0.33个点

北京市8月2日部分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单位（元/公斤）

品种

大白菜

油菜

小白菜

韭菜

蒜苗

白萝卜

土豆

胡萝卜

大蒜

最高价

1.5

5.0

8.0

4.0

7.0

1.0

1.7

1.8

7.0

最低价

1.2

3.6

6.0

3.2

2.6

0.6

1.2

1.0

5.4

品种

莴笋

莲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花

西红柿

尖椒

茄子

苦瓜

最高价

1.9

4.8

2.0

1.8

3.0

4.0

2.2

2.4

3.0

最低价

1.0

4.0

1.6

1.4

2.4

1.4

1.2

1.4

2.0

在近日举行的“2017中国
低度白酒发展高峰论坛”上，
与会专家透露，目前50度以下
的降度白酒和低度白酒已经
占白酒消费市场的 90%以上，
低度白酒的市场份额在不到
40年间增长近50倍。不过，中
国低度白酒面临如何应对消
费市场升级、白酒消费市场年
轻化的问题。

低度白酒市场需被再认识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秘
书长宋书玉提出，中国白酒呈现
低度化趋势。据他透露的数据，

中国50度以下的降度白酒和低
度白酒已占白酒消费市场的
90%以上，42度白酒占白酒消费
量的50%左右。而在上世纪80
年代以前，低度白酒占白酒市场
的份额不到 1%；1980-1985年
间，份额不到10%；在1985年后，
其份额不断攀升。

据了解，国际上很多国家对
烈酒的酒度有所限制，欧美国家
烈酒的酒度在40度以下，日韩的
烈酒酒度在25度以下，而在国际
白酒分类中，中国白酒被包含在
浓度小于80%的基酒中。“从国
际贸易口径上，食用酒精和中国
白酒被当成了一回事，这真的是

很滑稽。”宋玉书称。
事实上，中国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形成了现行的白酒标准，
把低度白酒规定为乙醇含量40
度以下。宋玉书透露，新的浓香
型标准很快就会颁布，或将把这
个低度白酒的标准定到酒精含
量45%以下。宋玉书认为，目前
市场上的优质低度白酒是稀缺
资源中的稀缺，低度白酒市场需
要被再认识。

白酒市场近日利好连连。7
月27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半年
报显示，今年1-6月，贵州茅台
公司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酒基
酒42198.18吨；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2.51亿元，
同比增长27.81%。水井坊近日
公布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水井坊实现营收8.4亿元，同
比增长70.62%，归属股东净利润
1.14亿元，同比增长25.66%。

面临消费升级和年轻化

“强势品牌回暖现象明显。”
有业内人士如此表示。知行力
酒类战略营销托管咨询董事长
梁超认为，高、中、低度白酒各有
其市场需求、占比不同，不同市
场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据他调查
的结果，河北省市场主流度数在

42度左右，山东省市场主流度数
是30～38度之间，甘肃省、青海
省等西北市场以52度为主，贵州
酱酒的主流度数是53度，广东、
浙江的主流度数是33度，而低度
白酒仅是中国白酒发展方向之
一。

不过，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
朱丹蓬认为，中国低度酒的发展
必须面对消费市场升级和白酒
市场年轻化两个趋势，“中国白
酒低度酒正在发力，但要解决对
接年轻消费者、达到高频次购买
率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低度酒
乃至白酒都面临的问题。

（中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