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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为健康买单已经成为
一种消费习惯。而以保健食品消费
为代表的健康消费日益呈现出增长
态势，成为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一环。

保健食品是一类特殊食品，目前
在国际上尚无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
义，美国和欧洲国家对这一类食品的
主要称谓有“健康食品”和“膳食补充
剂”等。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
健食品》把保健食品定义为声称并具
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于特定人
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
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
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对
保健食品的认识有所差异，但不可否
认的是，放眼全球，保健食品已经成
为市场热点。

从保健食品自身特点看，这类
食品有特定的功能，如特定保健功
能或者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根据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药品管
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保健功能声
称是区分使用相同原料的普通食
品、保健食品以及药品的唯一依
据。从消费人群而言，虽然越来越
多的中青年人开始消费保健食品，
但老年人仍然是保健食品的主导消
费群体。从保健食品消费情况看，
电商渠道是保健食品销量增长最快
的渠道，相关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
升级和线上品牌推广实现了销量的
指数级增长，多年来保健食品复合
年增长率超过10%。保健食品消费
渗透速度较快，易于快速触发消费
动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具
有各种功能的保健食品买单，如蛋
白类、膳食营养补充类、胃肠道健康
类、运动功能类等。保健食品品类
多、产业链布局广，市场规模持续保
持快速增长。天眼查数据显示，近5
年来我国保健食品相关企业呈稳步
发展态势，年平均增速在30%左右。

保健食品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消费者认知度和信
任度普遍不足。很多消费者对保健
食品的定位并不清楚，导致他们认为
保健食品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这种
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我国
保健食品标准体系缺少顶层设计，导
致一些重要标准缺失，且监管政策引
导不充分。此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
时间较长，类似配方、相同功能的产
品重复研发、重复申请，企业货架不
能及时更新，制约了企业发展和国际
竞争力。

为进一步发挥保健食品推动健
康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应引导保
健食品有序发展，加强相关标准和
法规的体系化建设。鼓励产品创
新，推动保健食品注册、审评、审批
等环节分类施策，提高审评审批效
率，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线上
线下统一监管和对未经注册的境外
类似产品的科学管理，强化智慧化
管理手段应用，提高监管效能。规
范宣传口径，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明
晰消费者维权途径，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

保健食品标准体系
建设刻不容缓

虽然白酒资本市场近期波动明显，但从历
史数据来看，白酒资本市场淡季走弱与往年趋

同。可以注意到，每年春节后，白酒资本市场
股价均会有所下滑。随着端午节的临近，资本
市场逐渐升温。

面对即将到来的端午节，酒鬼酒表示，内
参酒的控货是围绕实现价格的稳定，保证经
销商利润，同时会丰富内参销售品项，保证总
体规模不减少。端午节后会加大消费者活动
力度和市场推广力度，不会单纯加大发货。

华创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华东市场白酒
板块在本轮复苏中价盘相对略好，基数效应
更加明显，回补弹性空间更足。在方向向好
确立之下，当前板块估值已处于底部区间。
上半年以走量优先，年中前后批价有望进一
步上行，则是板块更大潜在催化。

中信建投则在研报中分析称，2022年，白
酒行业由于聚饮消费场景的特征，受到的影
响较大，年底库存达到全年高点。春节热销
状态持续到3月，高端酒及地产酒龙头出货量
明显加大，渠道持续去库存。随着二季度以
来，酒企费用投放更多聚焦在消费者端，“五
一”宴席市场明显转暖，动销水平大幅提升，
渠道压力得到较大释放。

业内人士分析称，此前由于消费场景缺
失，导致终端市场库存过高。企业淡季营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化库存。上半年以去库
存为主，随着旺季的到来，白酒资本市场下半
年或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资本市场下滑
白酒企业如何激活淡季市场
白酒进入消

费淡季，资本市场
持续走弱。近日，
北向资金净卖出
79.76亿元，从卖
出行业来看，酿酒
行业位列第十位，
净 流 出 额 达 到
10.6亿元。从板
块来看，除金种子
酒外，其他白酒股
股 价 均 有 所 下
滑。事实上，白酒
板块自二季度以
来便持续走弱，多
只白酒股股价下
滑超 10%。虽然
资本市场遇冷，但
终端市场却异常
火热。据了解，五
粮液、贵州茅台、
洋河股份等品牌
均在淡季开展诸
多品牌活动，与经
销商、消费者保持
互动。

业内人士分
析称，白酒市场春
节后进入相对淡
季，此前市场内资
金陆续离场投入
其他赛道。不过
白酒企业在夏季
也在加强宣传，像
推出文化节、光瓶
酒进入餐饮烧烤
渠道等，都是白酒
企业在淡季刺激
消费的新方式。

近日，受板块影响，除金种子酒外，其他白
酒股股价均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二季
度以来，白酒资本市场便进入下滑通道，白酒
板块持续下滑。据了解，二季度首个交易日开
盘至今日收盘，白酒板块下滑6.2%。酒鬼酒
股价下滑18.3%；老白干酒股价下滑17.65%；
口子窖股价下滑16.39%。除此之外，舍得酒
业、水井坊、金种子酒、泸州老窖等白酒股股价
下滑均超10%。

事实上，自春节之后，白酒便逐渐进入消
费淡季。白酒资本市场早在今年3月初便开启
下滑趋势，资本市场持续走弱。

据了解，从3月1日开盘至今日收盘，酒鬼

酒股价下滑30.61%；水井坊股价下滑23.24%；
老白干酒股价下滑19.88%；金种子酒股价下滑
19.65%。除此之外，舍得酒业、天佑德酒、迎驾
贡酒、口子窖等白酒股股价下滑均超10%。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白酒板块走弱，或与消费低迷有关。白酒作为
消费主流品种，受整体消费增速较低影响，虽
然今年消费复苏，但复苏力度不大。

中信建投则在研报中表示，白酒板块3月
以来出现明显回落，但从市场需求看却呈现逐
步恢复的状态，且宴席用酒档次仍然稳定。当
前行业生态更加健康，龙头市占率提升及结构
升级的逻辑仍然明确。

虽然资本市场遇冷，但白酒企业在终端市
场并未停止脚步。五粮液举办“和美文化节”、
贵州茅台推出二十四节气夏系列文化产品。
此外，还有企业联合大排档、烧烤店进行赠酒
活动。诸多动作的背后，是企业在淡季触及消
费者的新方式。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近年
来，中国白酒进入淡季不淡、旺季不旺的节点，
特别是头部企业表现尤为明显。面对白酒消
费淡季，资本市场走弱也是防御性判断，属于
相对正常的表现。

在度过销售旺季后，虽然白酒部分产品终
端市场销量会有一定波动，但同时销售旺季的
结束，白酒企业也进入营销旺季，品牌传播的
声量、市场活跃度并不像资本市场一般冷淡，
反而热度只增不减。

5月，五粮液举办第二届和美文化节。同
时，“五两一咖酒馆”限时营业，五粮液与永璞联
手为消费者带来两款“咖酒”特调产品。同月，
金徽酒举办“樱花时节珍稀春酿——2023金徽
酒樱花春酿盛典”。贵州茅台也在5月举办贵
州茅台酒二十四节气夏系列文化产品发布活

动。今年4月，第六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桃花
春曲节暨第二届古粉节启幕。今年3月，贵州
珍酒为消费者带来“你最珍贵”主题冰淇淋快
闪店，借助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活动话题“春天
的第一支冰淇淋”获得了3800多万的播放。洋
河股份除了跨界推出文创盲盒雪糕外，还推出
迎合年轻消费者的低度酒产品“微分子”。

中国消费品营销专家肖竹青表示，对于白
酒企业而言，在淡季做市场基础建设，到旺季
才会有销量。企业淡季进行营销动作，实际上
是为了与目标消费人群在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建立联系。

事实上，企业在消费淡季推出诸多动作的
背后，一方面是为了触及消费者，另一方面则
是通过举办活动等方式，在强化品牌力的同
时，促进终端市场动销。

朱丹蓬进一步表示，未来会有更多企业
在品牌年轻化方面发力。白酒企业跨界、联
名、做产品延伸等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为了
贴近年轻消费者。未来企业需要按照新生代
的核心需求跟诉求去创新、升级和迭代自己
的产品。

资本市场遇冷

反季节营销热

为旺季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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