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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白酒市场发展深度调研及十三五前景预测报告》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jiulei/24336524336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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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白酒是中国传统蒸馏酒，工艺独特，历史悠久，享誉中外。中国白酒是世界著名的六大
蒸馏酒之一（其余五种是白兰地、威士忌、郎姆酒、伏特加和金酒）。白酒是指以富含淀粉
质的粮谷如高粱、大米等为原料，以中国酒曲即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
采用固态（个别酒种为半固态或液态）发酵，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酿、贮存和勾
调而制成的蒸馏酒。如：茅台酒、五粮液、汾酒、西凤酒、洋河大曲等。
2014年，我国白酒产量1257.13万千升，同比增长2.75%；白酒制造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52
58.891亿元，同比增长5.69%。
2015年1-5月，我国白酒产量为507.86万千升，同比增长3.16%；2015年一季度，白酒制造
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1400.583亿元，同比增长7.39%。2015年4月10日，《外商投资产业指
导目录（2015年修订）》正式施行，外资进入名优白酒股权比例的限制被取消。白酒行业
并购整合潮有望开启。
具有历史悠久的白酒文化，一些时尚、高雅、凝重等富有文化内涵的品牌酒越来越受欢迎。
部分高端白酒因其既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除家庭
消费外，更多出现在商务宴请中。
未来，健康饮酒、理性饮酒的消费理念将深入人心，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将进一步增强；高端
白酒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端白酒消费量大幅度提升，低端白酒品牌化步伐逐渐加快；个性化
、功能性产品需求加大，低度、优质的白酒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方向。

《2016-2022年中国白酒市场发展深度调研及十三五前景预测报告》由观研天下（Insig
ht&Info Consulting Ltd）领衔撰写，在周密严谨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数据
，海关总署，问卷调查，行业协会，国家信息中心，商务部等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构
、市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因
素等）、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资
或行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
的参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章 白酒行业相关介绍
1.1 白酒的概念及历史
1.1.1 白酒的定义
1.1.2 白酒的起源
1.1.3 白酒的地位
1.2 白酒的分类及特征
1.2.1 白酒的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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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白酒的几种分类
1.2.3 白酒的特点
1.3 白酒的其他知识
1.3.1 白酒的度及其测定方法
1.3.2 白酒的勾兑和调味
1.3.3 白酒的各种成分
1.3.4 白酒的营养物质及有害物质
1.4 新工艺白酒
1.4.1 白酒工业正向新方向发展
1.4.2 白酒新工艺的创新与发展
1.4.3 新工艺白酒的探索
1.4.4 固、液勾兑在新工艺白酒中的应用
第二章 2013-2015年中国白酒产业发展总体分析
2.1 中国白酒行业发展综述
2.1.1 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阶段
2.1.2 我国白酒行业地域分布特征
2.1.3 我国白酒行业的竞争格局
2.1.4 我国白酒行业并购潮来袭
2.2 2013年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
2.2.1 白酒行业发展状况
2.2.2 白酒行业热点回顾
2.2.3 业外资本涌入白酒行业
2.3 2014年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
2.3.1 白酒行业运行状况
2.3.2 白酒行业影响因素
2.3.3 白酒行业经营状况
2.3.4 白酒行业热点分析
2.4 2015年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
2.4.1 白酒行业呈现回暖迹象
2.4.2 白酒行业主要发展特点
2.4.3 白酒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2.4.4 白酒收藏热度持续升温
2.4.5 白酒酿造领域创新项目获批
2.5 2013-2015年全国及重点省市白酒产量分析
2.5.1 2013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白酒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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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2014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白酒产量分析
2.5.3 2015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白酒产量分析
2.6 中国白酒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2.6.1 白酒行业的主要问题
2.6.2 制约白酒行业发展的瓶颈
2.6.3 中国白酒行业集中度较低
2.7 促进中国白酒行业发展的措施建议
2.7.1 白酒行业的发展对策
2.7.2 实现白酒业有序发展的策略
2.7.3 国内白酒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
2.7.4 白酒行业不同品牌的发展策略
2.7.5 中国应积极发展低度白酒
第三章 2013-2015年中国白酒市场分析
3.1 中国白酒市场的影响因素
3.1.1 宏观经济对白酒市场的影响
3.1.2 国家政策对白酒市场的影响
3.1.3 其他因素对白酒市场的影响
3.2 2013-2015年中国白酒市场格局
3.2.1 流通渠道市场
3.2.2 终端白酒市场
3.2.3 促销白酒市场
3.2.4 区域细分市场
3.3 2013-2015年中国白酒市场特点浅析
3.3.1 中档酒是新生白酒品牌的最佳立足空间
3.3.2 餐饮终端是白酒企业的竞争焦点
3.3.3 渠道价值仍然不可低估
3.3.4 促销方式以单纯产品促销为主
3.3.5 地域市场品牌及商务用酒占消费主流
3.4 2013-2015年中国白酒消费市场分析
3.4.1 白酒消费的三大模式
3.4.2 白酒消费的特点
3.4.3 白酒市场进入个性消费时代
3.4.4 白酒市场消费者调查分析
3.4.5 未来白酒消费的趋势
3.5 中国白酒消费价值取向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3.5.1 消费价值概述
3.5.2 研究白酒消费价值的意义
3.5.3 白酒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取向
3.5.4 中国潜在白酒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取向
3.6 中国白酒终端市场的运作解析
3.6.1 产品选择和客户管理
3.6.2 公关和培训
3.6.3 促销和服务客户
3.6.4 激励政策和物流管理
3.6.5 理货管理和回款管理
3.7 中国白酒市场的同质化现象分析
3.7.1 浓香型白酒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3.7.2 品牌泛滥导致名酒形象淡化
3.7.3 价格体系紊乱及终端不良竞争加剧
3.7.4 白酒外包装雷同及广告宣传浮夸
第四章 2011-2015年中国白酒制造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4.1 中国白酒制造行业经济规模
4.1.1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销售规模
4.1.2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利润规模
4.1.3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资产规模
4.2 中国白酒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4.2.1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亏损面
4.2.2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销售毛利率
4.2.3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4.2.4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销售利润率
4.3 中国白酒制造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4.3.1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4.3.2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4.3.3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总资产周转率
4.4 中国白酒制造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4.4.1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资产负债率
4.4.2 2011-2015年白酒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
4.5 中国白酒制造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4.5.1 白酒制造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4.5.2 影响白酒制造业财务状况的经济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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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13-2015年中国白酒进出口数据分析
5.1 中国白酒进出口总量数据分析
5.1.1 2013-2015年中国白酒进口分析
5.1.2 2013-2015年中国白酒出口分析
5.1.3 2013-2015年中国白酒贸易现状分析
5.1.4 2013-2015年中国白酒贸易顺逆差分析
5.2 2013-2015年主要贸易国白酒进出口情况分析
5.2.1 2013-2015年主要贸易国白酒进口市场分析
5.2.2 2013-2015年主要贸易国白酒出口市场分析
5.3 2013-2015年主要省市白酒进出口情况分析
5.3.1 2013-2015年主要省市白酒进口市场分析
5.3.2 2013-2015年主要省市白酒出口市场分析
第六章 2013-2015年高端白酒市场的发展
6.1 2013-2015年中国高端白酒的发展
6.1.1 高端白酒的崛起
6.1.2 高档白酒发展态势回顾
6.1.3 高端白酒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6.1.4 高端白酒市场呈现复苏迹象
6.1.5 高端白酒市场迎来触底反弹
6.2 高端白酒发展强劲的原因剖析
6.2.1 消费升级注入高端白酒持续动力
6.2.2 龙头企业具备品牌号召力
6.2.3 定价权优势是核心竞争力
6.2.4 抗通胀能力最强
6.3 高端白酒发展的问题及策略
6.3.1 高端白酒存在的主要问题
6.3.2 高端白酒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6.3.3 高端白酒旺季实现赢利性增长的对策
6.3.4 高端白酒品牌的发展策略
6.3.5 新形势下我国高端白酒的发展思路
第七章 2013-2015年中国主要香型白酒的发展
7.1 浓香型白酒
7.1.1 浓香型白酒占据白酒行业主导地位
7.1.2 浓香型白酒“淡雅”与“浓郁”流派的差异分析
7.1.3 浓香型白酒正面临挑战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7.1.4 浓香型白酒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通过验收
7.1.5 “国家浓香型白酒标准样品”落户林河
7.1.6 浓香型白酒生产工艺方向的探索
7.2 清香型白酒
7.2.1 清香型白酒的复兴发展
7.2.2 2013年山西汾阳获批建清香型白酒品牌示范区
7.2.3 2013年金马甲网络交易平台挂牌首支清香型白酒
7.2.4 2015年云南小曲清香型白酒地标通过审定
7.2.5 清香型白酒未来发展优势将更明显
7.2.6 清香型白酒的复兴战略探索
7.3 酱香型白酒
7.3.1 酱香型白酒是传统酿酒的典范
7.3.2 酱香型白酒渐成市场趋势
7.3.3 酱香型白酒成为健康消费的选择
7.3.4 2013年首款高端酱香型白酒通过上市发行审核
7.3.5 2014年《贵州酱香型白酒技术标准体系》实施
第八章 2013-2015年中国白酒行业区域发展分析
8.1 四川省
8.1.1 四川省白酒业的发展优势
8.1.2 2013年四川白酒业发展回顾
8.1.3 2014年四川白酒业运行情况
8.1.4 2015年四川白酒业新政出台
8.1.5 四川白酒网络营销分析
8.2 贵州省
8.2.1 2013年贵州白酒业发展回顾
8.2.2 2014年贵州白酒业发展回顾
8.2.3 2015年贵州白酒业发展动态
8.2.4 2015年贵州加强白酒加工小作坊监管
8.2.5 贵州重视白酒产业科技创新
8.3 江苏省
8.3.1 江苏白酒产业的崛起
8.3.2 2013年江苏白酒业运行回顾
8.3.3 2014年江苏白酒业发展概况
8.3.4 江苏白酒业面临内外挑战
8.3.5 江苏白酒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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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安徽省
8.4.1 安徽白酒产业的发展概述
8.4.2 2013年安徽白酒市场分析
8.4.3 2014年安徽白酒业发展概况
8.4.4 安徽白酒业本土企业发展概况
8.4.5 安徽白酒企业改制模式浅析
8.4.6 安徽白酒市场消费状况浅析
8.5 河南省
8.5.1 河南白酒产业的发展特点
8.5.2 河南试水白酒产品证券化
8.5.3 2014年河南白酒业发展现状
8.5.4 河南白酒企业开启混改模式
8.5.5 河南白酒产业的发展战略
8.5.6 河南白酒产业发展机会分析
8.6 山东省
8.6.1 2014年山东白酒业运行现状
8.6.2 山东白酒产业的发展优势
8.6.3 山东白酒产业的发展特点
8.6.4 山东白酒市场消费分析
8.6.5 山东白酒产业面临的挑战
8.6.6 山东白酒产业的发展对策
8.7 陕西省
8.7.1 陕西省白酒行业发展概述
8.7.2 陕西白酒业经济运行概况
8.7.3 陕西白酒企业积极应对市场风险
8.7.4 2015年陕西白酒名企发力电商
8.7.5 陕西省白酒行业存在的问题
8.8 东北地区
8.8.1 东北白酒产业发展综述
8.8.2 东北白酒行业的SWOT分析
8.8.3 东北白酒业的发展态势分析
8.8.4 东北白酒产业存在的问题
8.8.5 东北白酒产业的发展策略
8.9 其它地区
8.9.1 河北省白酒产业的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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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广东省白酒行业发展概况
8.9.3 湖北省白酒产业发展计划
8.9.4 江西省白酒产业发展分析
8.9.5 云南省白酒产业的发展分析
8.9.6 广西省白酒产业的品牌现状
第九章 2013-2015年中国白酒行业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9.1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9.1.1 企业发展概况
9.1.2 经营效益分析
9.1.3 业务经营分析
9.1.4 财务状况分析
9.1.5 未来前景展望
9.2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经营效益分析
9.2.3 业务经营分析
9.2.4 财务状况分析
9.2.5 未来前景展望
9.3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9.3.1 企业发展概况
9.3.2 经营效益分析
9.3.3 业务经营分析
9.3.4 财务状况分析
9.3.5 未来前景展望
9.4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9.4.1 企业发展概况
9.4.2 经营效益分析
9.4.3 业务经营分析
9.4.4 财务状况分析
9.4.5 未来前景展望
9.5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9.5.1 企业发展概况
9.5.2 经营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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