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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白酒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首

先介绍了白酒的定义、分类、特征、生产工艺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白酒产业的发展概况和市

场运行情况，并对白 酒制造行业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详实的分析。然后具体介绍了高端白酒、

不同香型白酒、中国白酒产业区域市场的发展。随后，报告对白酒市场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 分析、营销分析、企业发展策略分析、替代产品分析、包装分析和政策法规分析。最后对

白酒企业的投资战略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前景与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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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我国白酒行业销售收入4466.3亿元， 利润总额818.6亿元，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增

长26.8%和48.5%。2013年，白酒产量达1226.20万千升。2014年，我国白酒行业累计产 

量1257.13万千升，同比增长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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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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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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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公司整体财务费用 

（5）上市公司整体营业利润 

（6）上市公司盈利分析 

9.2.4 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分析 

（1）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分析 

（2）上市公司资产周转率分析 

（3）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析 

9.3 白酒行业领先企业个案 

9.3.1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 

（7）企业最新动向 

9.3.2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动向 

9.3.3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3.4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3.5 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6 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7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8 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9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10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3.11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12 四川金六福酒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13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9.3.14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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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  务部、财政部、博思数据、市场

调查中心、中国酒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

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白酒市场有个

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白酒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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