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白酒行业回暖，在淡
季提价热潮过后，各家白酒企业
纷纷通过提高销售成本支出，以
推动品牌实现更好的运营发
展。媒体梳理2018年上半年上
市白酒企业的财报数据时发现，
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水井坊”）、酒鬼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鬼
酒”）、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白干”）等
多家白酒企业销售成本均有所上
涨，且均面临“入不敷出”的尴
尬。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从长远
看，高额的销售成本及目前在白
酒企业中仍广泛存在的高库存
等问题，将进一步加剧白酒企业
面临的压力。

销售成本攀升

记者梳理19家上市白酒企
业的财报发现，多家企业的销售
成本均呈现出上涨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水
井坊销售成本和净利润分别为
4.19亿元、2.67亿元；酒鬼酒销
售成本和净利润分别是1.38亿
元和1.14亿元；老白干的销售成
本和净利润分别为4.1亿元和
1.46亿元。综合财报中的原因，
白酒企业销售成本增长的原因
主要包括广告投入费用增加以
及收购子公司后合并报表。

事实上，企业销售成本高的
情况在白酒行业早已稀松平
常。由于受到一线白酒企业的
挤压，近年来，区域白酒企业的
营销费用越来越大，区域白酒企
业对资金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区域白酒
企业的竞争压力正日趋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茅台、五粮
液、洋河等一线白酒企业业绩规
模远超其他企业外，二三线白酒
企业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相互之
间的营业收入差距也不算大，多
在几亿元左右。

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认为，
销售成本大幅增高是白酒企业
营收增长的表现之一，一定程度
上是市场资源投放所带来的。
另一方面，销售成本的提升也说
明大多数企业已步入挤压式增
长，市场竞争强度将进一步加
剧。此前，就曾有白酒企业因营
销过度导致入不敷出，最后在市
场上消失。对此，中国食品产业
分析师朱丹蓬指出，随着白酒企
业逐渐向高端靠拢，受高端消费
人群的观念影响，过度的营销反
而会适得其反。

“白酒的利润太高，像1000
多元的浓香高端酒，成本不过
100元左右。尤其是对于区域白
酒企业而言，如果不把大量成本
花在营销上，换不来高的销售量
和营业收入。”在朱丹蓬看来，

超高的营销费用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成为白酒行业的隐患，但由
于二线白酒企业的实力较为平
均，因此，在众多二线酒企扎堆
买市场的时候，谁砸的钱多，谁
冒尖的机会可能也会相应地增
加。不过，也有观点指出，销售
成本过高短期内是会带来一定
收益，但长此以往，或将给白酒
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小风险。

急拓省外市场

在销售成本不断攀升的背
后，是区域白酒企业出走省外决
心的体现。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
销量和品牌知名度，许多区域白酒
企业纷纷放眼全国，布局省外。为
走出省外，区域白酒企业这两年
来可谓动作频频。

今年上半年，以汾酒、老白
干、牛栏山等为主的区域白酒企
业，省外布局已取得了不同程度
的收效。其中，山西汾酒在以环
山西为重点的河南市场已实现5
亿元销售额，内蒙古、河北市场则
分别完成70%和64%左右销售目
标。牛栏山的省外增长主要来源
于重点发展市场长江三角洲地
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8%，湖南
市场、新疆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超100%，全国化布局初显成
效。老白干方面也公开表示，未
来将坚持以河北市场为中心，全

国点状突破为核心的战略。
不过，蔡学飞认为，当前区

域性白酒省外扩张还面临着品
牌力不足与资源有限的挑战。
一旦处理不当，将会为企业带来
更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外货回流
以及企业根据地市场的反噬。
“目前，白酒行业所处的阶段，属
于名优品牌时代和白酒创新红
利时代，真正的全国化机会已经
很少，而要实现企业的全国化，
就需要同时实现品牌全国化、市
场全国化、销售额规模化等条
件，能做到的不多。”

两极分化加剧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消费水
平的日益提高，为追赶一线阵
营，除了急于走出省外扩市场份
额外，二三线白酒企业还纷纷向
高端转型布局，以谋求更大的消
费空间，提升品牌调性。但随着
白酒行业企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高，规模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
位。名酒企业竞争优势愈发明
显，中小白酒企业的发展则颇受
阻碍，甚至很多区域性的非龙头
酒企都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

记者注意到，在19家上市
白酒公司2018年上半年财报数
据中可以看出，白酒企业整体业
绩飘红，17家酒企都实现了营收
同比增长，16家酒企的收入增速

保持在两位数。但也不乏有安
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和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出
现营收下滑。在白酒行业强势
复苏的背后，一二三线白酒企业
之间的规模差距也在逐渐扩
大。仅今年上半年，一线阵营中
茅台、五粮液、洋河营收均超百
亿，泸州老窖营收也超了50亿
元。值得一提的是，茅台仍然一
家独大，上半年业绩营收约为
350亿元，比其他二三线酒企的
营收总和还高。

对此，资深白酒营销专家晋
育锋表示，今年以来，二三线白酒
企业毛利率不断上升，更多的是
去年纷纷提价的结果。但高端品
牌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现
在新的全国性高端品牌的窗口期
已经过去，二线白酒此时布局高
端，最好的结果无非是在当地和
其重点市场推广一部分而已。随
着行业集中度在逐步提高，与一
线差距的拉大是必然趋势。

另外，区域酒企还面临着一线
名酒企渠道下沉的威胁。蔡学飞
指出，对于一线酒企而言，渠道只
是简单的货物流通渠道，它们不再
依靠渠道高库存实现渠道的强势
占有。而对于区域中小酒企，随
着消费者对品牌的要求越来越
高，它们对渠道的掌控力不断下
降，加上渠道的萎缩，消费量下降，
区域中小酒企的风险愈发严峻。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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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文亮 空心
西瓜、空心草莓是打了膨大剂
吗？带花无刺的黄瓜抹了避
孕药吗？某些果蔬放不坏是
加了激素吗、对人体是否有
害？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提问
题，专家们一一耐心回答。这
是9月26日在北京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实验室公众开放日
活动的现场。

据悉，为使广大市民全面
了解北京市农产品检测机构工
作情况，通过“零距离”接触，加
强检测机构与市民之间的沟
通、互动、了解，根据《北京市农
业局关于印发2018年北京市质
量兴农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
和农业农村部农业环境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以下简
称“检测中心”）举办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实验室公众开放
日”活动。

9月26日上午，受邀请的二
十多位热心市民走进了农产品
检测的“心脏”，参观和了解检测
中心实验室。在检测中心工作
人员首先向市民简要介绍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及检验检测

相关技术、实验室检测能力、检
测参数、仪器设备运行和工作开
展情况。然后以座谈会的形式
组织受邀市民代表就生活中遇
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
提问，技术人员针对市民代表提
出的疑问用通俗的语言解答问
题，通过互动环节，让市民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有更加科学的认
知，掌握更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知识，养成正确消费安全农产品
的习惯。

最后，受邀市民代表参观
了检测中心实验室，与检测人
员“零距离”接触，检测中心技
术人员向市民介绍了农产品样
品采集、制备、前处理、上机检
测等整个检测流程，展示了一
些大型精密分析检测仪器设
备，市民对农产品检测工作基
本流程有了更加直接的印象。

与会市民表示，通过本次
活动，对北京市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保障、检测过程和工作情
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同时，公众通过对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基本知识学习，增强了
对政府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信心。

本报讯 近日，由农业农村
部科技教育司指导，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
中心和中国农学会共同主办的
“2018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
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会上发
布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
报告（2012-2017）》指出，我国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
的 53.5%提 高 到 2017年 的

57.5%，取得了超级稻、转基因
抗虫棉、禽流感疫苗等一批突
破性成果。

《报告》显示，我国主要农作
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
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5%，畜禽水
产供种能力不断提升。2017年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到67%。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不断壮大，带动农村新产业新业

态蓬勃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与
食品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
绿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展
望新时代，力争到2035年，我国
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整体实力进
入世界前列，部分关键领域居世
界领先水平，若干领域引领全球
农业科技发展，全面支撑我国乡
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科技现
代化发展。

本报讯 日前，《浓香菜籽
油》标准启动暨油菜籽产业发
展研讨会在四川省浦江县召
开。会上，参会代表们就浓香菜
籽油的术语和定义、芥酸含量、
加工工艺、质量要求、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签和标识、包装等
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
油脂分会名誉会长王瑞元表
示，菜籽油曾是我国食用油消
费市场的当家油品，现在的消
费量仅次于大豆油，是我国食
用油消费市场的第二大油品。
近年来，我国油菜籽的主要产
区，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的浓

香型菜籽油发展较快，已成为
消费者喜爱的油品，亟待需要
制定浓香菜籽油标准，以填补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中的
空白，引领浓香菜籽油的健康
发展，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会
长何东平表示，菜籽油品类需
要制定统一标准，在保证安
全、无毒无害的基础上，生产
出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浓
香菜籽油。国家鼓励社会团
体、行业协会制定高于推荐性
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

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常

务副会长王兴国、河南工业大
学刘玉兰教授也表示，浓香菜
籽油是具有我国特色的油脂，
随着我国油脂加工技术体系的
不断完善，可以把其推广到国
外。浓香菜籽油标准是我国制
定的第一个浓香油脂标准，要
制定好浓香油脂系列标准，争
取早日进入国际标准体系。

据悉，《浓香菜籽油》团体标
准制定工作已启动，并力争在
2018年底颁布。随着《浓香菜籽
油》团体标准的制定，将逐步规
范产品名称、提高产品品质、引
导消费市场、规范和促进浓香菜
籽油产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实验室公众开放日开启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

我国首个《浓香菜籽油》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