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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雪糕市场整体销售与去年相对持平，
价格分布呈现“掐头去尾”的态势，低端产品和
高端产品体量较小。年轻消费群体表现出看
重新奇产品、情绪价值等的消费倾向，让新产
品更容易被接受，雪糕产品有望不再只是夏日
冷饮，雪糕消费可以贯穿全年。随着消费场景
不断延伸，行业规模持续增长仍然可期。

近日，“冰淇淋重回5元时代”登上热搜，
不少消费者发现，今年夏天，曾经红极一时的
网红高价雪糕的存在感大大降低。在北京多
家便利店、零售商超发现，平价雪糕成为今年
雪糕市场的主流，“雪糕刺客”身影难觅。

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便利店内看
到，两个冰柜内分别放着不同价格段的雪糕，
其中一个冰柜内雪糕单支价格在1.5元到6元
不等，另一个冰柜内雪糕价格在7元到22元
不等，但大多单支价格也在10元以内。“今年
没有‘雪糕刺客’了。”店主介绍，进货多以平
价雪糕为主，卖得最好的是“绿色心情”和“可
爱多”。

在另一家小超市里，看到张贴的伊利华北
大区北京南区2024年产品价格表，从每支1元
的“冰工厂”和“小布丁”到每支16元的“须尽
欢”系列，所有雪糕价格一目了然。在90种产
品中，5元以下的平价产品占比超六成。

价格分布反映市场变化，雪糕消费逐渐
从追求新奇和高价转向注重性价比，消费者
选择产品更加理性。北京物美超市广安门菜
百店售货员刘阳表示，今年雪糕类产品普遍
降价促销，折扣力度在八折左右，雪糕类商品
入夏后周转量明显提高。“相较于往年高端高
价雪糕受欢迎的情况，今年商场销售的雪糕
还是以平价雪糕为主。”刘阳说，雪糕价格整
体没有太明显的波动，但是平价雪糕销量明
显有所恢复。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今年
雪糕市场整体销售与去年相对持平，价格分
布呈现“掐头去尾”的态势，低端产品和高端
产品体量较小。这既是行业竞争的结果，也
是满足差异化需求的表现。据了解，经过
2023年的市场波动，平价雪糕的回归反映出
市场对过度营销的自我纠偏。此前，一支雪
糕的价格动辄几十元上百元，甚至还要排队
抢购。高定价提高了消费者预期，但消费体
验并没有拉开实质差距，较大的心理落差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价雪糕的口碑。此外，
随着越来越多雪糕品牌上市，产品竞争更加
激烈，部分品牌也选择通过降低价格来吸引
消费者。朱丹蓬表示，当前，消费者对商品质
价比的要求提高，兼顾质价的产品和品牌未
来会更有市场。

除了平价雪糕占据主流外，市场也出现了
一些新的亮点。一方面，复古雪糕经久不衰。
不少消费者愿意为儿时回忆和情怀买单，部分
品牌适时推出的复古产品不仅价格亲民，品牌
效应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另一方面，文创雪
糕热度不减。以创意为核心卖点，以文旅场所
为主要消费场景，文创雪糕在保持良好销路的
同时，也是较好的宣传推广载体。比如，北京
玉渊潭公园的樱花系列冰淇淋已经出到了第9
代，北海公园的荷花雪糕、故宫的屋脊兽雪糕
也成为许多游客的“打卡”必选产品。在天坛
公园，天坛祈年殿造型雪糕售价为28元，有不
少游客排队购买。“买文创雪糕与景点合影，是
件挺有纪念意义的事，虽然不便宜，但主要看
重的是造型和当下的心情。”一位拿着天坛祈
年殿造型雪糕的游客表示。

谈及雪糕行业的未来增长，朱丹蓬认为，
年轻消费群体表现出看重新奇产品、情绪价
值等的消费倾向，让新产品更容易被接受，雪
糕产品有望不再只是夏日冷饮，雪糕消费可
以贯穿全年。随着消费场景不断延伸，行业
规模持续增长仍然可期。

（刘莉）

雪糕行业规模持续增长
平价成今夏主流

根据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白
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上半年白酒市场表现强劲，白酒企业总
产量同比增长 6.0%，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8%，利润同比增长13.1%。A股白酒板块
的整体营收增长率达到了16%和15%，显示
出上市白酒企业业绩的加速分化。

从价格带来看，在300~500元、100~300
元以及100元及以下成为市场动销最好的前
三价格带。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中高端及大
众白酒产品的旺盛需求。与此同时，名酒价
格相对稳定，而地方酒价格有所下跌，市场
竞争进一步加剧。

高端酒在淡季采取控量挺价的策略，五
粮液和国窖批价表现稳定，茅台批价虽阶段
性回落但已企稳。次高端酒则分化显著，部
分酒企回款、动销、库存延续较优表现，而部
分酒企仍处于库存去化期。区域龙头酒企
在100~400元价位扩容增长中表现较优，整
体势能向上。

酒类资深专家蔡学飞指出，目前白酒
市场高度集中化有所变化，第二梯队酒企
收入继续扩大，200亿到300亿元的收入规
模，已经是一些中小区域酒企的数倍之多，
这也反映了白酒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比在进
一步提升。

上半年白酒市场表现强劲

白酒行业的竞争格局愈发呈现出强集
中、强分化的特点。以茅台、五粮液、洋河等
为代表的T9品牌继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其营收和利润增长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相
比之下，非T9品牌的销售额增长略显平缓，
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目前白酒行业竞争激烈，一线白酒品牌
的全国化扩张对区域型酒企的生存空间造
成挤压，“样板市场”成为各区域酒企重点提
及的词汇，除苏酒、徽酒等强势地产酒均强
调进一步深耕大本营市场外，酒鬼酒、舍得、
珍酒、国台等泛全国性次高端、酱酒亦强调
打造样板市场，进行重点市场精耕。

线上销售逐渐成为白酒行业的重要销
售渠道。2024年一季度，中国白酒线上总
销量累计超过7000万瓶，总销售额累计约

294亿元，同比去年呈现小幅度提升。特别
是在端午节及电商年中大促期间，白酒线
上销售额同比涨幅更是高达30%。这表明，
线上销售正逐步成为白酒企业提升销量的
重要途径。

然而，在渠道端，经销商和终端零售企
业的表现相对疲软。面对市场竞争的加剧
和消费者购买习惯的变化，流通渠道的经营
思路更加谨慎。超过半数的经销商选择优
先保住现金流，而非盲目扩大规模。

浙商证券研报观点认为，“2024年是白
酒企业整合产品线的一年，新价位和新产品
开发节奏将放缓和减少，弱周期下酒企“放
大优势”比“全面出击”更重要。目前头部白
酒企业的核心战略是“聚焦”，2024年是酒企
向核心产品要效益的一年。

白酒行业呈现分化格局

白
酒
今
年
下
半
场
待
突
破

强
集
中
、强
分
化
格
局
凸
显

具备独特市场价值和文化符号的中国白酒行业，备受市场关注。与其他赛道上市公司
相比，2024年，白酒行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从业绩来看，2024年一季度A股20家白
酒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累计为1501.56亿元，
相 较 于 2023年 一 季 度 的
1309.45亿元，增长 192.11亿
元，同比提升14.67%。

对于中期业绩，光大证券
预测，第二季度，商务场景有待改善，
居民端消费仍有韧性，酒企分化延续，
淡季经营节奏有所控制，预计第二季
度收入环比或有适度降速。其中高端白酒
第二季度收入有望维持双位数同比增长，茅
台近期在供给端采取相应措施稳定批价，估
计二季度收入、净利润同比增幅10%~15%，
五粮液八代控制投放、践行量价平衡，估计
二季度收入同比高个位数增长、利润端增速
略快于收入，泸州老窖估计二季度收入、
净利润同比增幅15%左右。全国性
次高端分化较为明显，第二季度
山西汾酒估计收入、净利润仍
有望实现接近20%增幅。

在产业发展趋势上，数字化与
智能化将成为白酒行业的新趋势。通
过数字化技术，白酒企业可以更好地进
行市场分析、消费者调研和产品开发等工
作，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智能
化技术的应用也将有助于企业优化供应链
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客户满意度。

此外，白酒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将成为
未来的重要方向。随着全球贸易的不断发
展和白酒文化的国际传播，白酒企业需要加
强国际市场的拓展和品牌推广，以提升中国
白 酒 品 牌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和 竞 争 力 。

（刘晓旭）

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