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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白酒企业纷纷降度拥抱年轻消费群体
酒企运营模式亟待升级

2024年，白酒行业包括一些头部白酒
企业都遭遇了需求疲软、库存增加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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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酒业发展进入冷静期，白酒市
场“库存高企”问题突出，存量时代特征愈
发鲜明。调查显示，80%的企业表示市场
有所遇冷，在白酒生产端和流通端存量竞
争，复苏态势较弱，并呈现出明显的强分
化特点。

数据显示，2024年，19家A股白酒上
市公司的存货总额库存压力继续加剧，从
2023年末的1485亿元到2024年三季度末
的1527亿元。

库存增加对白酒价格带来了下行压
力。《报告》显示，白酒行业普遍存在倒挂
的情况，尤其是800~1500元、500~800元、
300~500元3个价位段的产品倒挂最为
严重。

山东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酒业分会
秘书长欧阳千里表示，从消费者视角出
发，线上酒水产品价格的降低为其带来了
诸多实惠，线上销售的蓬勃之势已然势不
可挡。酒企需探寻线上线下的协同增效，
主动顺应这一变革浪潮。再看线下传统
渠道，在酒水销售版图中依旧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但在当下，运营模式亟待革新
升级。酒企应着手采用契合时代脉搏、贴
合消费者诉求的全新运营模式。

中国酒业协会认为，随着酒业结构性

调整以及消费新趋势的到来，白酒的存量
时代特征愈加明显，这种形势下，转换模
式、用做增量的思维寻求对存量的破圈与
突围，将是最有效的去库存。

“年轻化”成酒业发展潮流

近日，一系列提振消费的重要决策及
政策落地给白酒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
对于白酒企业而言，积极下沉，优化渠道
布局、开拓新兴市场，培育新的消费增长
点是实现业绩增长的关键路径。

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白酒行业
的消费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报告》指
出，随着消费人群结构的变化，50后和60后
一代逐渐退出酒类消费市场的主流地位，
同时，70后和80后的消费量也在逐步缩
减。当前，1985年前出生的商务及管理人
群已成为白酒市场消费的主力军，而1985
年至1994年出生的普通白领以及95后的
职场新人则被视为未来重要的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季为民表示，白酒主力消费群体呈现
出代际交替的形势，年轻化浪潮势不可
挡。如何拥抱年轻消费者，打破固有消费
圈层，探索品牌年轻化之路，成为当下白
酒企业探索的一项课题。

在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看来，

存量竞争时代，要创造新需求、新场景。
理性、健康的饮酒态度和饮酒行为决定了
未来消费者的选择，更低的酒精度、更好
的风味，理应是酒业发展的选择。

“降度”已然成为白酒行业热词。茅
台、五粮液等名酒企业纷纷加大了对低度
白酒的布局和投入。除了产品创新，为了
契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不少品牌通过与
时尚品牌、文化IP等开展跨界合作，增强品
牌在年轻消费者心中的吸引力和认同度。

酒类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白酒“年
轻化”正成为我国酒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潮
流。传统白酒的口感偏于浓烈，欲赢得年
轻消费者青睐，需要在口感风味上进行革
新与调整。当前，低度化、果味是未来国
际酒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年轻消费者更
愿意去接受低度、果味的酒类产品。

中国酒业智库专家蔡学飞表示，年轻
人市场是企业寻找细分市场的重要突破
口，是企业培育潜在消费者获得新增量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在推进白酒“年轻化”
进程中，企业需在品牌营销时转变话语体
系，运用新媒体工具、体验营销等手段，以
契合年轻消费者喜好的方式开展营销活
动。如此更易引发群体传播与裂变效应，
达成传统白酒内容向当代创新输出的转
变，进而赢得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

大众白酒产品市场扩大

2024年，高端酒面临压力的同时，部
分大众价格带的白酒产品有着优秀的表
现。《报告》显示，2024年1—6月白酒市场
经销商、零售商反馈市场动销最好的前三
价格带分别为300~500元、100~300元、
100元及以下。其中100~300元价位的产
品动销表现更好。行业人士认为，随着区
域酒企的进一步深化布局以及龙头酒企
的参与，未来白酒性价比消费的市场或可
能进一步放大。

平安证券发布的《食品饮料行业年度
策略报告》认为，2024年受宏观消费大环
境影响，白酒表现承压，预计2025年整体
延续渐进式复苏。分场景看，预计2025
年大众流通渠道维持韧性，分价格看，
2025年大众价格带白酒产品或延续增长。

蔡学飞认为，在消费升级与分化趋势
下，酒类品牌、产品、价格与消费者出现深
度分化趋势，一方面拥有品牌与品质优势
的头部名酒在商务、礼品等社交性用酒场
景中依然强势，另一方面，追求性价比的
大众消费在聚会、自饮、家宴等市场逐渐
成为主流。

肖竹青表示，当前生产商纷纷调整产
品结构，加大大众白酒的推广力度，例如
近几年光瓶酒也在消费升级，主打去掉包
装喝好酒的品质理念。大众白酒品牌可
通过改良原料与工艺、拓展产品品类以及
打造品牌文化等举措，进一步提升产品价
值与消费者认同度。 （孟刚）

2024年，白酒行业消费动能相对不足。2025年作为中国白酒行业深度调整
的关键之年，在市场高库存和消费迭代的背景下，如何创新消费场景，迎合当下消费
市场发展趋势，成为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