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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白酒市
场行情有点“热”：茅台、五粮液、
泸州老窖、洋河股份、郎酒等品
牌白酒纷纷涨价，飞天茅台的部
分零售端口价格甚至“飞”至
2400元，第七代五粮液也涨到了
每瓶1000元左右。

淡季涨价近年来早已成为
白酒市场常态，但在很多消费者
看来，名酒竞相跟风提价一定程
度上脱离了消费需求，只会将白
酒推得离80后主力消费者越来
越远。

白酒市场“涨”声齐来

“像股票似的在涨”“茅台卖
断货了”“价格涨太快”……近日
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北京多家白
酒专柜，店家纷纷感慨今年白酒
“身价”涨得有些多。

“飞天茅台卖2300元，生肖
款卖到了三四千元，还不一定有
现货。”朝阳路一家烟酒专卖店里
的几瓶茅台酒前并没有价签，因
为“一天一个价”。在海淀区一家

烟酒超市，飞天茅台更是卖到了
2400元。多位商家透露，飞天茅
台销售持续紧俏，市场价水涨船
高，到手价普遍在2300元左右，
远超1499元的官方标价。

茅台市场价格“飞天”，五粮
液等知名白酒企业跟进提价。
在朝阳北路一家白酒专卖店，摆
在最显眼处的五粮液一瓶卖
1099元，相比去年同期涨了300
元。五粮液近日对外宣布，第八
代经典五粮液（普五）将于6月
份正式上市，出厂价定为 889
元，较第七代提高了100元。同
时，第七代普五的终端建议供货
价和零售价随之上调，多数商家
的价格都突破了1000元。

今年夏天，众高端白酒厂
商纷纷调价。郎酒在其核心产
品青花郎停止供货不久后也下
发了涨价通知，宣布青花郎未
来的目标零售价为每瓶 1500
元，将在3年内分6次提价来实
现此目标。接力涨价的还有老
白干酒、酒鬼酒、西凤酒、山西
汾酒等，核心产品价格均有不

同程度的上调，涨幅少则十几
元，多至上百元。

涨价底气源自业绩？

从2015年白酒行业复苏开
始，“小步慢跑”式的涨价已成为
行业常态，价格提升支撑了白酒
企业的业绩增长，反过来也让酒
企有了提价的底气。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认为，从财报上看，各品牌白
酒的业绩持续实现高增长，正处
于行业红利期，头部企业涨价显
示了酒企对市场需求判断乐
观。“有了茅台五粮液带头涨价，
二线三线品牌看到了行业红利，
选择跟风涨价，抢占茅台身后留
下的巨大的价格带，引发了一波
又一波的涨价潮。”他说。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A股
19家白酒上市公司中，大部分酒
企当期营业收入均实现了一定
增长，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
窖等10家酒企营收增速超过了
20%。川财证券在研报中称，一

季度名酒动销情况较好，春节后
库存压力较小，利于提价的实施。

白酒行业分析师蔡学飞说，
白酒市场在淡季出货量降低且
相对可控，有利于渠道的盘整与
价格的控制，淡季涨价也能为旺
季销售做准备，淡季是一些销售
政策与战略战术很好的铺垫期
与实验期。

白酒提价成了“一群人的狂
欢”，针对此轮行情，中金公司研
究部近日给名优白酒下了一个
新定义——“快奢品”，即高端酒
迈入1000元以上时代，白酒既有
奢侈品的价格，又有快消品的高
消费频率，更是引发市场热议。
在蔡学飞看来，目前个别白酒产
品确实具备“快奢品”的性质。

高价如何面对主力消费者？

对于此轮白酒涨价，多数消
费者并不买账。

“其实大可不必炒股买房
子，囤酒就好了！”白酒消费者刘
洋发了条朋友圈调侃。他说，高

端白酒因为不愁卖而自带优越
感，普通消费者丧失了议价能
力，只能无奈地接受涨价，高价
正消磨着他的购买热情。

《2018天猫酒水线上消费数
据报告》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
80后是目前白酒最主要的消费
人群，90后、95后消费占比正迅
速提升，消费潜力巨大。调查公
司尼尔森称，2018年中国80后
消费者每月白酒消费超过1000
元的比例达到27%，其中有20%
以上的人会买700元以上一瓶
的白酒。

有市场观点认为，酒企涨价
应该考虑到消费市场的实际接
受能力，切莫一厢情愿，更何况
多数年轻消费者本身对白酒产
品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在酒类消
费低度化、利口化、多元化的趋
势下，高端白酒还没有找到取悦
他们的有效办法。

“涨价过快、价格过高会导
致消费脱档，给部分品牌力不足
的区域名酒造成隐患。”蔡学飞
提醒。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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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5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
点。2.3%、2.5%、2.7%……自今年3
月以来，CPI已连续第3个月处于“2
挡位”。

专家表示，鲜果、猪肉等食品价
格涨幅较快，仍处高位，推升CPI涨
幅有所扩大，但其价格上涨具有季
节性和周期性。随着气温回升、供
应增加，食品价格上涨可控，全年
CPI预计将保持总体平稳。

鲜果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猪肉
同比涨幅扩大

“今年的水果价格普遍较高。
目前，苹果批发价约为每公斤12
元，而去年只有约每公斤6元。”山
东省淄博市一位为多家大型超市供
货的水果公司总经理陈先生说。

数据显示，5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7.7%。其中，鲜果、猪肉等食
品价格上涨是推高5月份CPI同比
涨幅的重要因素。

“在食品中，鲜果价格处于历史
高位，同比上涨26.7%，涨幅比上月
扩大14.8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
约0.4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流通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说。

数据显示，5月份，猪肉同比价
格上涨18.2%，涨幅比上月扩大3.8
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38个
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13.3%，涨幅
比上月回落4.1个百分点，影响CPI
上涨约0.31个百分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
期表示，近期水果、猪肉等部分农产

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主要是
受前期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以水果为例，董雅秀分析，其价
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去年苹果和梨
减产，今年库存不足，加之今年南方
阴雨天气较多，时令鲜果市场供应
减少。

此外，翘尾因素也推升了CPI
涨幅。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5月
份2.7%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
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5个百分点。

环比价格趋平稳，鲜菜价格持
续回落

从更能反映价格短期变动的环
比数据来看，5月份CPI由上月上涨
0.1%转为持平，环比价格已趋平稳。

食品价格方面，5月份环比上涨
0.2%。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处于高
位的鲜菜价格继续下行，环比价格
下降7.9%。

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
数中心负责人隋玉美介绍，5月份北
方各地气温明显升高，蔬菜迎来生
长旺季，货丰量足，持续晴好的天气
使得运输、储存成本更低，菜价持续
下行。“6月份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
地蔬菜生产更加旺盛，市场进入交
易淡季，需求进一步减弱，预计下月
蔬菜价格将继续下滑。”隋玉美说。

涨势较快的猪肉价格也于5月
份出现小幅震荡回落。“受天气变
热等因素影响，消费需求减弱，猪
肉价格下降0.3%，影响CPI下降约
0.01个百分点。”董雅秀说。但业
内人士同时表示，影响猪肉价格的
因素仍在变动，未来猪肉价格或将

震荡承压。
非食品价格方面，5月份环比持

平。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
格分别下降6.5%和1.5%，合计影响
CPI下降约0.04个百分点。

专家研判全年通胀温和可控
近期部分水果价格的上涨，引

发消费者和舆论关注。在水果、猪
肉等食品价格处于高位的情况下，
未来物价是否会继续走高？

对此，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
促进司负责人表示，近期随着气温
回升，应季水果上市量逐步增加，多
种水果价格呈回落态势。据了解，
近期山东樱桃、河北香瓜和油桃、广
东荔枝等正在批量上市，多地水果
价格普遍显著回落。

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为例，6
月4日红灯樱桃、京欣西瓜、妃子笑
荔枝平均批发价格分别为每公斤23
元、2.6元和16元，较五月初价格分
别回落48.9%、46.9%和42.4%。

“预计后期价格将随着应季水
果批量上市逐步回落至合理区间。”
这位负责人说。

在猪肉方面，韩俊表示，其价格
上涨主要是市场供给阶段性偏紧。
中央已出台扶持政策，引导鼓励补
栏增养，近期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
高。同时，我国还可以增加猪肉进
口。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供给有
保障，食品价格上涨可控。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称，下半年，随着CPI翘尾因素明显
下降，增值税减税效应进一步显现，
预计年内CPI同比平均涨幅将控制
在3%以内。 （新华网）

鲜果猪肉价格仍处高位
推升CPI物价未来怎么走？

本报讯 6月12日，茅台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保芳表示，

“国酒茅台”商标将于6月30日前停用，
目前已聘请国际顶级咨询公司策划新
的产品宣传方案。

李保芳对于新商标投入使用进一步
表示，新商标已经确定，原计划于6月30
日正式启用，但由于包装材料的新旧交
替安排出了小状况影响了生产和市场投
放进度，现在相关部门已在协调，将采取
紧急措施，加快生产，加快市场投放。

李保芳表示，今年茅台酒投放量为
约3万吨，目前已经投放1.2万吨，从年初
到6月底必须确保1.4万吨的投放量。也
就是说从今天到6月底，茅台将向市场投
放2000吨茅台酒。而这部分酒将投放到
茅台自己的电商平台茅台商城上。

资料显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
团”）2001年开始先后9次对“国酒”这个
商标注册提出申请，都没有成功。2012
年7月，国家商标部门公告称“国酒茅
台”商标已经通过初审。在3个月的公
告期内，国家商标部门就收到了95件次
异议书。2016年12月，国家商标局下发
了关于第8377533号“国酒茅台及图”商
标不予注册的决定。茅台集团不服，向
原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商评委”）提出复审申请。2017年，茅
台集团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
请。2018年5月，商标评审委员会再次
决定对该商标不予核准注册。2018年7
月，茅台集团提起诉讼，要求商标评审
委员会撤销不予注册的复审决定。同
时，还将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汾酒等
31家机构和企业列为第三人。2018年8
月，茅台集团在官网发布称，放弃“国酒
茅台”商标注册申请，撤销此前对商标
委和当初对“国酒茅台”提出商标异议
的31家白酒企业的诉讼申请，并向国家
商标评审委员会致歉，称“国酒茅台”商
标注册申请已历时十多年，对国家商标
评审委员会复审决定，茅台集团“充分
尊重，也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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