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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白酒去库存持久战，“旺季不旺”冷意僵持
□ 方圆

渠道库存高企是今年白酒消费的一
大难题，旺季当头却病痛缠身，似成了白
酒消费迎面寒风吹的病灶所在。

库存难题何时解？消费热情如何提
振？酒企业绩怎么稳……一系列问题在
“旺季不旺”的窘困中浮出水面。

终端消费趋冷

茅台酒价的波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
反映高端白酒在节庆日的动销情况。截
至到9月9日，2022年产飞天茅台原箱和
散瓶的价格分别是3215元/瓶、2850元/
瓶，价格基本稳定。而这也是今年中秋到
来之前，众多名优酒的价格缩影。

重庆一位酒商对酒讯表示，“今年行
情肯定是不比往年，我们（酒商）囤货比较
少，有的品牌甚至都没有囤货。但是供给
也还算流畅，缺货时有订单可以和厂家随
时增订。”该酒商同时表示，他所接触的大
多是一些团购客户，但相较于往年，团购
销量也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安徽一位酒商则表示，中低端价位的
白酒中秋的动销量上相较于往年并未有
太大的出入，但今年许多品牌给出了折扣
优惠，一些往年不参与旺季打折的品牌今
年也放出了优惠政策。

这一现象在线下商超中集中体现出
来。通过走访华润万家、永辉超市等线下
商超了解到，自8月中旬开始，各大商超

的酒水销售已经开启了打折促销模式。
尤其是价位200元以下的低价产品，促销
力度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升。

高端向稳低端大促，2022年中秋消费
旺季的白酒销售一览无余。白酒营销专
家肖竹青表示，因为疫情的原因，给各行
各业造成很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之下，
尽管中秋节作为传统走亲访友的重要节
日，但因为消费紧缩，消费者对未来收入
预期很悲观，在消费者主动压缩所有开支
的过程中，走亲访友预算被动收缩，给中
国白酒中秋节传统旺季的销售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和影响。

旺季动销收敛

“旺季不旺”不仅表现在消费市场遇
冷，企业端也在这场冷风中格外冷静。
按照往年惯例，旺季前控量涨价能一定
程度上刺激渠道拿货，提升经销商动销
积极性。

2020年白酒热大浪来袭之际，更是掀
起了一场从年初至年尾的涨价风暴，这之
中除了名优酒这类为维护品牌势能而启
动的战略性涨价，更有众多大中小酱酒品
牌顺势而上炒起了一波酱酒涨价潮。

这在白酒行业司空见惯。业内人士
表示，白酒能够成功涨价需要有较好品牌
价值、良好的社会库存以及坚强的执行
力和销售服务体系作为前提。从这个维
度来看，品牌力比较弱，或者社会库存很
大的品牌没有涨价的底气。因此，整个
白酒行业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趋势也会
更加明显。

但今年的节前涨价潮并未如期而至，
无论是品牌强弱、底气高低，绝大多数酒
企在今年并未选择在价格上做文章。

对此，中原基金执行合伙人晋育锋表
示，今年中秋动销整体相对平稳，主要有几
个原因。一是在产业端上，两年来涨价频
次、涨幅大，需要一个相对的时间过程来消
化；二从供给端看，今年以来各级各类经销
商普遍库存周转减缓，出货放慢，资金压力
已经不小，需要快速消化库存。

综合考虑到多方面的局势变动，今年
的中秋消费旺季注定不会有太大的火花。

库存消化持续

事实上，市场消费热情趋冷，渠道商
动销动作放轻，渠道库存高企是症结所
在。这一问题早在酒企们的半年报中已

凸显一二。
通过梳理了解到，2022上半年，19家

上市白酒企业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比上
涨的仅6家。余下13家酒企该指标均有
不同程度的同比下滑，降幅区间为
17.27%-312.77%。而对于经营活动现金
流下滑的原因，众多酒企给出的解释大多
离不开一个“受疫情影响”。

而直接受疫情影响的无非两方面，一
则消费市场需求降低，二则受前期白酒热
影响酒商们过高的囤货无法消化。两方
积压之下，渠道库存在自2022年开始便
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去库存大战。

君度咨询总经理云潇雨表示，过去两
年白酒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的机遇。
这之中，酱酒品类的发展尤为迅速。

简单来说，本次去库存的大潮，某种
程度上是行业秩序恢复过程中酒企完善
营销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随着去库
存进程的推动，品牌格局尤其是集中在中
高端产品线的中小酒企将进一步得到梳
理。乐观来看，这场横扫全行业的库存大
战是曾经白酒行业时速奔跑后的一次扫
尾工作。而随着投机资本退潮，留下来认
真务实的酒行业从业者正在努力将行业
秩序推行至正轨。

云潇雨表示，去库存对于白酒行业
而言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是表面上的消
化积压库存打通动销链条，同时也会反
哺白酒行业，让他们更加理性去看待自
身的经营之道并以此为鉴走向更合理的
方向。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2022年酒水消费旺季的头号重磅也如约而至。通
过走访市场了解到，酒水消费市场“旺季不旺”的阴霾仍在持续，市场重心对
名酒青睐的同时中低端产品消费趋冷。不仅如此，以往旺季前控量涨价的酒
水销售惯例也在今年“破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