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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精酿啤酒和高端啤酒的兴趣日益增加，

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口味和酿造技术的创新，以

及分销渠道的扩大，将持续推动啤酒市场的发展。

根据联合市场研究公司（Allied Market Re-

search）最新发布的《全球啤酒市场2024-2034机会

分析和行业预测》报告，啤酒市场在2023年的价值为

6502亿美元，预计到2034年将达到8730亿美元，从

2024年到203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7%。

近年来，无酒精啤酒市场经历了显著的增长，一

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是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健康意识。

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度饮酒的不良影响，许多人

正在寻求更健康的替代品，这种转变在千禧一代和Z

世代中尤为明显。此外，无酒精啤酒的包容性吸引了

那些出于个人、宗教或健康原因不喝酒的人。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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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整期
白酒业如何“解忧”？
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需以
五大战略定力为指导，积极应对
市场变化。逆势招商、坚守品
质、营销数字化、组织专业化以
及大单品与长期主义的结合，都
是实现企业可穿越周期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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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化服务
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超越自我是产业不断进步
的需要，生活丰富多彩，美酒也
要丰富多彩，酿造极致个性化产
品是浓香型白酒突破自我的必
然之路。

9万亿市场，草本白酒能分几杯羹？
随着白酒市场的不断成熟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对酒类产品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元
化。企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即所谓的“内卷”，在细分市场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北京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健康产业消费趋

势发展报告》。报告显示，预计到2024年，中国大健

康产业的总收入规模将达到9万亿元，相较于2021

年的8万亿元实现了巨量增长。这一数据不仅彰显

了我国大健康产业强劲的增长势头，也反映出消费

者对健康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庞大需求。

可以说，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受此影响，消费者对健康消费的态度正从

“选择性消费”逐渐转变为“健康刚需”。我们看到，

无论是传统医药、健康管理，还是新兴的生物科技等

领域，都在加速创新和发展，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

求。并且从保健食品、特医食品到精准营养补充，再

从家用检测产品到可穿戴健康设备，每一个细分领

域，都展现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那么，在9万亿的大健康市场中，酒业是否抓住

了机遇？如何利用这一趋势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也成为行业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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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白酒产量增长前三季度白酒产量增长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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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啤酒市场
哪些类别增长最快？
啤酒市场的增长是由消费者对精酿啤酒和高
端啤酒的兴趣日益升温推动的，这带动了对不
同口味和独特酿造风格的需求。

本报记者 徐菲远 发自北京

高端烈酒入港关税大降，名酒能借道实现增量？
当地酒商、协会等香港酒业相关方认为，烈酒税调减将是白酒行业的重大利好，同时也有利于香港
抓住内地威士忌未来的机会。然而，虽有政策利好，但现状也不容过分乐观。

本报评论员 杨孟涵

一年前，珍酒李渡集团借道香港，实现曲线上

市。一年后，香港涉酒关税大降，尤其是高端烈酒

的税率大降90%，在此利好下，内地名酒可否也仿

效珍酒李渡曲线上市一样，借道香港市场实现增

量？

10月16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新施政

报告：特区政府参考取消红酒税带动红酒贸易的

成功经验，即日起，进口价 200 港元以上的烈酒，

200港元以上部分的税率由100%减至10%，而200

港元及以下部分及进口价在200港元或以下的烈

酒，税率则维持不变。

新的政策对高端烈酒极为有利，税率大降

90%。此前，香港对进口烈酒征收100%从价税。

这意味着，新的政策实施后，高端烈酒在入港

后，由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骤降，有更多的利润空

间可供商家操作，也可让利于消费者，以大幅降价

来刺激消费。

对于在内地市场零售价动辄高达千元左右的

名酒而言，无疑是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名酒在

内地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可否加大对香港市

场的建设，从而实现大的消费增量？

当地酒商、协会等香港酒业相关方认为，烈酒

税调减将是白酒行业的重大利好，同时也有利于

香港抓住内地威士忌未来的机会。

虽有政策利好，但是现状也不容过分乐观。

其一，香港市场容量有限，当地烈酒市场以欧

美产品为主流。2023年，香港市场进口白兰地、威

士忌两大烈酒品类的额度还不到4亿美元。

白酒在香港的份额有多少？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数据显示，2023年，内

地白酒出口量近1.55万千升，其中目的地香港的

出口量5125千升，占到33%；从金额上来看，当年

度香港从内地进口白酒约为1.89亿美元。

这样看来，香港一年从内地进口的白酒额，按

当下汇率约为13.5亿元人民币，这样的规模可能

还不及内地一个省会级城市的消费量，并不高。

若按照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那么，在一年13亿

消费量的基础上持续增长，可能会对内地白酒企

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这13亿的进口额并

不代表实际的消费量。数据显示，2023年，来自香

港市场的白酒进口量为3535千升，相当于当年对

香港白酒出口量的60%。这意味着，很多白酒类

产品，所谓出口到香港，只是“出口转内销”。那

么，香港市场实际的白酒消费量，目前仅有几亿元

而已，未来也难有大的扩容。

其二，名酒即便受到香港关税大降的影响而

降低零售价，也未必会对实际消费起到多大的拉

动作用。

根据相关报道，茅台香港专卖店一瓶飞天茅

台标价是3380港元，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免税店的

飞天茅台近期优惠价是3105港元；五粮液香港专

卖店的52度五粮液标价是1980港元。

以近期内地的行情来看，即便这些高端名酒

在扣除关税成本后对零售价大降，也不会比内地

的零售价便宜多少，构不成价格优势。

实际上，前些年在茅台等名酒价格高企之时，

也不断传来海外市场由于“出口退税”等诸多原

因，其所售高端名酒比之内地市场便宜不少——

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售价低廉的高端白酒，也

未能够在海外市场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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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葡萄酒市场
已触底？
精品葡萄酒市场在过去的18个
月里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
8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伦
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的最新报
告显示，9月份的跌幅更大，那
么，市场终于触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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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中国酒文化
引领世界酒潮流
中国白酒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以
全球化的视野和战略眼光，通过
“多向共进”的方式，让中国白酒
“走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