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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酒初尝人易醉，切勿贪杯▶▶

数据来源

（请点击“数据”频道）

腾讯营销洞察（TMI）×中国酒业协会《2023年白酒行业消费白皮书》、艾媒咨询《中国白酒行业发展状况与
消费行为调查数据》、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酒类新零售市场研究报告》、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
酒类行业发展状况与竞争态势分析报告》、德勤研究《2022中国白酒企业转型升级之路》、Brand Finance
《2022全球烈酒品牌价值50强》等。

尽管行业利润向龙头企业集中，但中国

消费者对白酒品牌的忠诚度却普遍不高。

《白皮书》通过调研发现，在白酒品牌的选择

上，94%的受访消费者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品

牌，品牌选择流动性强。60%的受访白酒消

费者在过去一年中购买过 2 至 3 个白酒品

牌，25%在过去一年中购买过4至5个白酒品

牌。并且，在品牌使用情况上，消费者更倾

向混合不同的白酒品牌使用，以应对不同的

消费场景，充分结合宴请对象身份、场合性

质、餐馆档次等方面综合考虑；其中，60%的

消费者以 2 至 3 个白酒品牌为主力消费品

牌，同时辅助使用其他白酒品牌；33%的消费

者偏好以1个白酒品牌为主，但也会辅助使

用其他品牌。调研数据还显示，未来一年，

89%的消费者呈现对白酒品牌的较低忠诚

度，都会同时购买多个白酒品牌，其中53%的

消费者对新入局的品牌充满兴趣，希望尝

试，获得新奇体验。同时也有七成以上的消

费者希望能够尝试过往熟知但未买过的白

酒品牌。品牌格局仍旧充满机会与变数。

然而，中国消费者在对待白酒香型上，

展现出与对待品牌截然不同的忠诚度。在

《白皮书》的调研中，通过主流香型的交叉

分析也可以看到，同时交叉饮用多种香型

的人群鲜有。也就是说，消费者一旦形成

了香型习惯后，再尝试其他香型的几率很

低。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第一次饮

用白酒时接触到的香型对后续的选择非常

重要。品牌在新市场培育中，需要注重香

型的教育与沟通，争夺消费者第一次饮酒

香型的青睐。

不换香型换品牌

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低，尝新意愿强C

白酒市场的核心人群开始产生交替变

化。随着年龄增长、工作经验及职位的不

断变化，1985年至1994年出生的人群逐步

成为各个岗位的新中流砥柱，开始承接85

年前出生的人群成为了新的白酒消费主

力。据《白皮书》数据显示，1985 年至1994

年出生的人群在白酒消费者人群中占比

34%。且这一代际的人群预计未来一年白

酒消费总量和频率均较整体白酒消费者提

升更为快速。而1985年前出生的人群仍然

在白酒消费市场占据近半壁江山，他们的

未来饮酒量和频次随年龄增长而呈现逐步

下滑趋势。1995年后出生的新生代也值得

白酒行业关注，这一人群逐步步入更为成

熟的人生阶段，社交因素驱动他们更多接

触白酒相关产品。

年轻消费主体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呈现

出个性化和多元化色彩，这种消费代际的

新特点将促使酒类行业在品牌塑造、产品

塑造、价值观塑造、营销模式和创新推广等

方面迎合新一代主力消费者进行变革。当

前已有不少白酒品牌在通过元宇宙、直播、

小程序等数字化渠道，探索、打造与年轻消

费群体互动平台，试图搭建起品牌与消费

者之间的互动桥梁，以便更好地服务市场、

服务消费者。

数字化渠道搭起年轻一代互动桥梁D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在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带来了《关于推动中

国白酒国际标准制订，支持中华传统文化

走向世界》的提案。他建议，鼓励中国白酒

酿造技艺申遗，并支持构建适应国际贸易

的白酒标准体系，形成国际认可的中国白

酒国际标准。

然而，从数据上看，中国白酒海外市场

总体尚处于起步阶段，进展较为缓慢。中

国的白酒消费虽位列世界烈酒行业领先地

位，但严重依赖内销，主要由国人消化。

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

白 酒 出 口 量 为 1.54 万 千 升 ，同 比 下 降

3.87%，连续 5 年年出口量不足 2 万千升，

2022年中国白酒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仅

为0.24%。

目前国内白酒行业内仅有一些拥有较

高品牌度和实力的知名白酒企业在尝试开

拓海外市场。在全球权威品牌价值评估机

构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2全球烈酒品

牌价值50强》中，贵州茅台名列第一，品牌

价值为 429 亿美元。这也是贵州茅台自

2016 年始，连续第 7 次登顶全球最具价值

烈酒品牌50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和

历史的体现。推动中国白酒国际化进程，

形成国际认可的中国白酒国际标准，使中

国白酒在国际上与同类产品展开公平竞

争，对于白酒行业来说，这将是实现产业

跃升与文化输出，为企业品牌赋能的必由

之路。

严重依赖内销，海外市场处于起步阶段E

喝得越多越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