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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酱酒行业，产能是市场关注的重
点，也是企业参与竞争的一道重要门槛。
金秋十月头部酱酒企业纷纷扩产。

据统计，贵州茅台、郎酒、国台酒业等
酱酒头部企业相继下沙投产（即酱香型白
酒生产的第一次投料），酱酒新一年的酿
造周期正式开启。

“目前头部酱酒企业产能扩容，是行
业发出的积极信号，说明头部酱酒企业对
白酒产业，尤其是酱酒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刘飞勇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酱酒行业集中度很
高，头部品牌优势显著。随着未来头部酱
酒企业的产能释放，意味着酒商可以更多
选择头部酱酒企业，酱酒的客群集中度也
会提高。

权图酱酒工作室创始人权图认为，白
酒产业仍处于景气周期之中，而白酒产业
景气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是名酒和酱酒。
随着酱酒行业“中场”的到来，酱酒行业的
红利也将从品类转向品牌层面，酱酒中场
阶段，酱酒行业会走向集中、规模化和成
熟化，品牌型酱酒企业将成为酱酒赛道的
主流力量。

产能是否过剩

据了解，贵州珍酒宣布投产3.5万吨，
新增酿酒产能1.4万吨，预计未来珍酒将

形成酿酒10万吨、储酒40万吨的总体规
模；郎酒官宣6万吨酱香郎酒投产，预计
到2026年，郎酒不同年份基酒储量将达
到30万吨；国台酒业新增产能7000吨，年
总投产达到17000吨。

而贵州茅台、习酒等头部酱酒企业也
均在下沙季开始下沙，但具体投产情况并
未公布。据此前公布的数据来看，2022年
上半年，贵州茅台完成茅台酒基酒产量
4.25万吨，系列酒基酒产量1.7万吨；习酒
“十四五”技改第一期1.8万吨新产能及配
套项目正在建设中。

“头部酒企扩大投产量，说明对于未
来的全国性市场，特别是中高端市场依然
抱有乐观态度。同时，以贵州省赤水河为
代表的中国核心酱酒的品类价值在持续
增长，企业也愿意继续加大市场投入来参
与竞争。”白酒行业分析师、知趣咨询总经
理蔡学飞表示。

除了头部酱酒企业在扩产外，二、三
线酱酒企业也在积极扩产进入规模酒企
行列。

大规模的扩产是否会有产能过剩的
问题？刘飞勇表示，扩产的酒企大多都是
有资金、有品牌的头部企业，这些酒企产
品本来就是比较紧缺的，扩产可以缓解市
场对产品的迫切需求，并不会有产能过剩
的问题。同时，扩产可以有效增加市场供
给，抑制不断上涨的价格，反而有利于市

场的长远健康发
展。

酱酒热度仍在

过去几年，“酱
酒热”不断发酵，酱酒
行业出现高速增长。光
大证券研报显示，2017
年至2020年，酱酒企业
收 入 年 复 合 增 速 达
13.15%，远高于白酒行业整体1.78%的年
复合增速。

从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上半年，
有人认为酱酒进入下半场,市场开始降
温，而也有人认为酱酒热度依旧存在。

在此背景下，头部酱酒企业纷纷扩
产，是否意味着酱酒热度并未消退？蔡学
飞表示，目前整个酱酒的热度依然是存在
的，但相较于2016年开始的超高速增长，
整个酱酒行业的增速在放缓，但是这种下
降相对于其他品类来看，依然处于比较活
跃的状态。

蔡学飞进一步补充道，除贵州省之
外，像北派酱香、福建地区的酱酒、中原地
区的酱酒都在发展，整个酱酒行业依然处
在发展通道中。

实际上，在整个白酒行业中，酱香型
白酒仍是利润最高、增长最快的赛道。据

天猫及
慧辰发
布 的
《2022
酱酒趋

势 报 告》
的数据显
示 ，2021
年酱酒产
能在白酒
行业中仅

为 8.4%，但酱酒占比 31.5%的营收和
45.8%的利润，且营收同比增长23%，利润
同比增长24%。刘飞勇表示，“酱酒产能
低，营收和利润的大幅增长说明仍然存在
产能缺口，未来的市场体量也有望进一步
扩大。”

中信证券最新研究认为，经过2016
年至2021年品类红利期的快速发展后，
酱酒行业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格局，虽然
品类狂欢已过，但是到“十四五”末，酱酒
行业的营收将达到3500亿元左右的规
模，在白酒行业营收中的占比将超过
40%。此外，2022年至2025年期间，酱酒
产业内部将会加速分化，头部品牌将呈现
强者恒强的发展态势。得益于当前酱酒
行业的品牌格局和占位已基本完成，头部
品牌和中小品牌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

（王丽新 李静）

头部企业扩产上规模
酱酒行业竞争行至中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