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酷暑季节，啤酒进入了消费
旺季，行业呈现销量增速高于行
业均价增速的特点。数据显示，
6月份啤酒销售量同比增长
16.24%，销售均价同比提升
9.74%。业内人士认为，销量增
长成为推动销售额提升的主要
原因。

川财证券食品饮料行业首
席分析师欧阳宇剑介绍，细分
来看，青岛啤酒、哈尔滨啤酒销
售 额 分 别 为 3798.97万 元 、
1585.65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95.22%、20.04%。在销售均价
方面，主要企业同比均实现增
长。在市场集中度方面，青岛
啤酒线上市场占有率从2018年
6月份的11.2%提升至2019年6
月份的17.1%；除青岛、燕京、哈

尔滨、重庆四大啤酒品牌外，其
他品牌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压
缩，从2018年6月份的79.09%
下滑至74.34%。由此看来，啤

酒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中高端啤酒价格凸显。

“今年以来，啤酒平均销售价
格呈现持续提升趋势，主要源

于中高端产品占比提升，拉动
了整体销售价格上涨。由于
消费升级、产品结构调整以及
年轻人消费习惯越来越个性
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统
啤酒品类的消费，中高端啤酒
呈现出明显高于行业平均增
长的态势。”北京理工大学管
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冀
表示。

今年二季度，继4月份啤酒
产量同比下滑5.6%后，5月份行
业下滑趋向平缓。数据显示，5
月份啤酒行业产量同比下滑幅
度收窄至3.3%。“究其原因，今
年初夏气温并未像往年一般炎
热，气温偏低影响了前两个月
的啤酒销售；同时，当前部分酒
企仍在消化一季度的库存。”欧

阳宇剑说。
从中长期看，受益于产品

结构升级、产能及成本费用优
化，啤酒行业情况有望持续改
善。欧阳宇剑表示，青岛啤酒
5月份销量情况好于去年同
期，6月份销量已恢复正增长，
其中经典、1903等中高档酒保
持了较高增速。期间，电商举
办促销活动，行业龙头青岛啤
酒销售额同比增长338%，成交
额比去年年底电商活动时增
长了 4.2倍。同时，青岛啤酒
旗舰店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
75%。在行业集中度不断增强
的情况下，青岛啤酒等龙头企
业在旺季销量稳定增长，结构
和渠道均逐步优化。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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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量价齐升中高端量价齐升 啤酒业强者更强啤酒业强者更强

截至今年6月底的12个
月中，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出
口总额增长了4%至28.6亿
澳元。其中，对中国市场的
出口额持续增长7%，创下12
亿澳币新高。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葡
萄酒的总出口量减少了6%，
至8.01亿升（等量于8,900万
桶9升装）；这主要是受到价
格区间低于2.50澳元/升（离
岸价）的葡萄酒出口量降低
的影响，降幅达到了7%。这
也导致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
出口平均价格上升了10%至
3.58澳元/升，这是自2009年
以来的最高值。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首席执行官AndreasClark先

生表示，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
额的增长和低价位葡萄酒出
口量的下降对一直致力于增
长价值而非提高数量的葡萄
酒行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
表现非常良好。回顾2019
年的前5个月，澳大利亚在
进口额上成为中国大陆排名
第一的葡萄酒进口来源国。
同时，在全球葡萄酒进口市
场总量下挫22%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大陆
的表现依然强势，其市场份
额相比于 2015年增长了
13%，达到了进口总量的
24%。澳大利亚巩固了其作
为中国市场优质葡萄酒主要
供应商的显赫地位。

Clark先生说，澳大利亚
葡萄酒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额（包括香港和澳门）刷新
了财年记录。截至2019年6
月底的这一财年，出口总额
增长了7%至12亿澳元。而
出口总量则降低了 16%至
1.54亿升（等量于1,700万桶
9升装）。这主要是受到价
格区间低于 2.50澳元/升
（离岸价）的葡萄酒出口量
较低的影响。

“澳大利亚葡萄酒平均
价值的强势增长对于葡萄
酒行业和更宽泛的经济来
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
息，因为它不仅提升了葡萄
酒的商业投资回报率，而且
也通过更高的葡萄价格刺

激了区域经济。在我们上
周公布的2019年澳大利亚
酿酒葡萄收获报告中显示，
葡萄的均价连续第五年增
长至 664澳元/吨，这是自
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
Clark先生说。

Clark先生最后指出，澳
大利亚葡萄酒的供应在中
期来看将保持紧绌。根据
上周公布的澳大利亚酿酒
葡萄收获报告显示，2019年
共压榨酿酒葡萄约 173万
吨，仅低于 10年平均水平
的 1%。这意味着澳大利亚
葡萄酒的供应，尤其是主导
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表现
的红葡萄酒的供应将继续
保持稳定。 （中国新闻网）

随着高温的来临，长沙
人雪糕、奶茶等冷饮消费日
益火爆。近日，饿了么发布
数据，6月1日以来，长沙冷
饮外卖订单同比增长46%。
雪糕国货品牌占主导地位，
长沙本土茶饮品牌迅速崛
起。长沙理工大学成为6月
以来长沙冷饮订单量最高
区域。

雪糕：网红双蛋黄雪糕
订超8倍

饿了么数据显示，夏季
以来，长沙人点外卖最爱的
雪糕品牌前五分别是伊利、
蒙牛、奥雪、美怡乐和和路
雪，可见国产品牌在今夏更
受到长沙人喜爱。

尤其是制造了诸多网
红雪糕的东北雪糕品牌奥
雪，凭借珍珠奶茶和双蛋黄

进入长沙市场，订单排名从
去年的第11晋升到第3，外
卖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超8倍。除了奥雪，红宝石
和礼拜天等东北品牌今夏
的外卖订单量同比增幅也
均在5倍以上。同时，和路
雪、雀巢和梦龙等国外雪糕
品牌单量也均以50%以上增
速增长。

饿了么数据显示，长沙
人最热爱的雪糕单品前五分
别为伊利四个圈、伊利巧乐
滋、蒙牛绿色心情、伊利苦咖
啡和美怡乐广蛋，可见长沙
人相当怀念童年经典。从偏
好来看，长沙人最偏爱的是
美怡乐，该品牌在长沙雪糕
中的订单份额是全国其他城
市的24倍，可见这个品牌长
沙人“情有独钟”。

茶饮：长沙本土品牌持
续增长

饿了么数据显示，夏季
以来，长沙人外卖最爱的茶
饮品牌前三分别是书亦、一
点点和COCO。在外卖茶
饮单量前十榜单中，一般品
牌来自内陆地区，包括来自
湖南的果呀呀、知乎茶也和
几个果子，来自成都的书亦
和武汉的益禾堂。其余上榜

品牌包括上海的厝内小眷村
和快乐柠檬、台湾的一点点
和COCO、福州的澜记老香
港茶点。其中上榜的本地品
牌主打的都是新式茶饮。

长沙本土茶饮品牌迅速
崛起。VeVe奶茶、果呀呀、
知乎茶也等外卖订单量同
比增幅也均在50%以上。几
个果子订单排名从去年的
第17晋升到第9，外卖订单
量较去年同期翻番。

饿了么数据显示，夏季
以来，长沙人外卖最爱的饮
品品牌前五分别是百事、雪
碧、可口可乐、统一和康师
傅，市场格局较去年基本稳
定。随着国潮复兴趋势的来
临，今夏以来，冰峰和李子园
等国货饮品均有增长。

（《长沙晚报》）

本报讯 张道正 进入盛
夏，饮料销售也进入旺季。
近日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
上半年，天津口岸进口饮料
4000多批次，重量4.10万吨，
货值4.39亿人民币，货值同
比增长3.29%。

天津口岸进口饮料种类
比较全面，包括果蔬汁饮料，
碳酸饮料，咖啡饮料，蛋白粉、
果蔬粉等固体饮料，冰棍、雪
糕、冰激凌等冷冻饮品等等。
上半年，共有来自60个国家
和地区的进口饮料从天津口
岸进入国内市场。按照货值
计算，天津口岸进口饮料最多
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巴西、美
国、韩国、泰国和法国。

天津海关严格把关保障
进口饮料安全，进口时严格
执行国家监督抽检要求，对
抽中查验送检进口饮料采取
标签检验、现场查验和实验
室检测等方式，查看配料有
无我国禁止添加的成分，检
测微生物、重金属等项目是
否合格，确保进口饮料符合
我国标准。

天津海关上半年检出不
合格饮料74批次。不合格原
因大部分是未加贴中文标签
或中文标签标注内容不合格，
这些进口饮料经整改后准予
入境销售。也有部分产品因
为违规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以及
微生物检测超标，依法被予以
退运或销毁处理。

进口饮料如今已经走入
寻常百姓家，消费者可以在各
大超市购买到进口饮料。天

津海关也提醒消费者，购买时注意查看中
文标签，并非由印满外文的包装材料包装
的饮料就是合格进口饮料。按照我国要
求，进口饮料销售时必须加贴合格的中文
标签，标注产品名称、配料、原产国、生产
日期、保质期、经销商名称和联系电话等
内容；对于未加中文标签的进口饮料，我
国禁止其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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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葡萄酒对我国市场出口额持续走高

冷饮火热 本土茶饮品牌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