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酒作为中国传统品类，也是目前中国市场占比最大的品类。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千家万户的酒桌与餐桌。白酒产业的发展壮大，
不仅为无数地区带来了庞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知名度，更为上下游产业的不断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如此重要的白酒，在不断发展
中形成了浓香、酱香、清香等多种香型，也形成了多个品牌汇聚的知名产区，就让北京商报记者带大家一一探索这些中国知名的白酒产
区，今天探访的是山西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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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产区：清香型白酒的国际化野望
白酒成地方经济主动力

提起山西，除了遍布全省的古建筑、浓

烈的老陈醋，悠久的酿酒历史更是广为人

知。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的千古名句，让山西省的酒文化扎根消

费者心中。今天，坐拥汾酒等知名品牌的山

西省，依然是中国白酒尤其是清香型白酒

最为核心的生产区。

1月初，一则关于山西省吕梁市地方白

酒产业发展的座谈会，再一次为山西省的地

方白酒业者带来利好消息。北京商报记者从

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政府官方渠道获悉，在吕

梁市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当地政

府正谋求进一步提高白酒产业集群化、集聚

化、集约化水平，并计划支持一批白酒企业

发展壮大。而吕梁市，正是山西省不断推进

白酒产业向前发展的一个缩影。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1-8月，山西省

白酒累计产量达到13.52万千升，增长

28.92%，整体规模位列全国第九位。值得

注意的是，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贵州

等白酒大省白酒产量均出现小幅下滑的情

况下，山西产区的白酒产量增速成为一大

亮点。高增速的背后，白酒产业早已成为山

西省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吕梁市为例，作为山西产区的核心区

域，白酒产业成为该地主导产业中最为关键

的拉动力。吕梁市在2019年1-11月白酒行

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1%，拉动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8个百分点；白酒

产量170147.6千升，同比增长34.5%。

高增长背后的小规模

尽管白酒产量增速快，且总体规模进

入全国前十的序列，但山西省与四川、安

徽等白酒大省相比，不仅在整体规模上逊

色，品牌阵容上也存在差距。时至今日，山

西省能在全国范围内打响知名度的白酒

企业仅汾酒一家。而汾酒作为山西白酒

产业乃至整个清香型白酒产业的龙头，企

业规模也无法与全国性白酒企业相提

并论。

据汾酒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公告，汾

酒营业收入91.27亿元，同比增长2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96亿元，

同比增长33.36%。这一规模与同列老四大

名酒序列中的茅台及泸州老窖相比差距较

大。以泸州老窖为例，2019年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为114.77亿元，同比增长23.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95亿元，

同比增长37.96%。

汾酒这样的龙头企业在规模上与竞

争对手存在差异的背后，是山西省白酒企

业大多规模较小这一现实。北京商报记者

从汾酒“家乡”汾阳市地方政府了解到，作

为山西白酒核心产地，汾阳市目前家庭作

坊式白酒企业占比较大，没有形成规模化

发展。与此同时，该市仅有5户规模以上白

酒企业，产销在亿元以上的民营白酒企业

只有1户；而品牌创建能力不强也是当地

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该市民营白酒企业拥

有的223个注册商标中，国家驰名商标仅

有1个、山西省著名商标18个，剩余均为普

通商标。另外，产业融合度低，主要原料高

粱和大部分企业的包材原料都是从外地

购进；围绕白酒发展的金融保险、研发创

意等行业也几乎为零。在业内人士看来，

汾阳市所面临的问题，代表着山西产区的

整体情况。

谋借“国际化”突围

山西省的行业主管部门显然已经注意

到这样的问题，扭转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

力低的现状，成为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产

业发展政策时考量的重点。

北京商报记者从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了解到，在山西省出台的《山西省消费品

工业三年（2018-2020年）振兴计划》中，已

提及要加快白酒资源整合，支持企业拓展

产品销售渠道和网点，提高在全国市场的

占有率。诸如汾酒集团、汾阳王酒业、山西

梨花春酿酒集团等企业，均被列入到该振

兴计划的重点承载企业范围当中。从汾阳

市地方政府透露的消息来看，汾酒作为龙

头企业，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推动总投资

51.6亿元的华润集团与汾酒集团合作项目

发展；开工总投资11.46亿元的汾酒集团包

装彩印等4个汾酒项目建设；在汾阳市这一

核心产地，政府还建设了白酒产业链重点

项目，涉及生产、仓储、酒文化体验等一系

列重大工程；牛栏山等区域重要酒企也进

入山西省打造白酒生产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化”正成为山西

产区清香型白酒谋求突围的重要议题。目

前山西省正谋划持续扩大开放，借助山西

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

烈性酒大奖赛等活动提升开放的规格。凭

借清香型白酒在口感上的特色，让山西酒

企走出中国，在海外寻求市场。

山西汾阳王酒业销售总经理靳利生更

表示，清香型白酒的市场正在回暖，作为国

际香型，清香型白酒更容易受到年轻人的

喜爱，未来清香型白酒更要向国际市场发

力。当前清香型白酒正在汾酒这样的龙头

企业的带领下逐步拓展。

据了解，汾酒不仅在国内市场频频发

力，在国际市场上，于2018年投资1亿元设

立全资子公司以促进汾酒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的销售，更在公开渠道透露将加大对俄

罗斯、韩国、日本等华人影响力较大市场的

营销推广，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汾酒正试图通过率

先国际化来扭转与国内一线名酒相比所

存在的弱势地位。汾酒在国际市场发力，

似乎也正为清香型白酒企业的拓展提供

了一个新的方向，也正探索着山西产区白

酒企业的新未来。

北京商报记者 薛晨

受益新零售渠道 华致酒行净利预增三成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刘一博 冯若

男）1月10日，华致酒行发布2019年度
业绩预告显示，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亿-3.23亿元，同比

2018年净利润2.25亿元而言，2019年

增幅约为33.41%-43.64%。除在业绩

方面华致酒行呈现双位数增长外，资本

市场也呈现良好态势。截至发稿前，最

新成交价为24.8元，总市值约为103.36

亿元。

对此，华致酒行方面表示，业绩大幅

度变动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在加大华致

名酒库开发力度，品牌门店的数量增加

的同时，积极丰富产品结构，推出华致优

选微信小程序平台，效果明显。除此之

外，公司还加强了精细化营销，华致酒

行、华致名酒库以及终端网点的单店销

售额大幅提升，并且随着公司毛利率较

高的主销产品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其

利润贡献也大幅增长。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结构的

不断调整，白酒行业逐渐呈现出集中化

与高端化趋势。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之

下，2019年四季度华致酒行加强了与茅

台、五粮液的合作，尤其是与五粮液在第

八代五粮液单品方面持续合作，也将为

其在四季度的营收及净利打下坚实基

础。然而，面对如今知名酒企商超端的不

断放量，也进一步促使华致酒行深耕渠

道布局。

事实上，2019年全年业绩实现大幅增

长，主要在于前三季度打下的基础。其中

2019年前三季度，华致酒行实现营业收入

约为28.53亿元，同比增长37.7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91亿元，同

比增长46.53%。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表示，华致酒行自身品牌力、渠道力以

及终端覆盖力均较强。加之在资本端的

加持下，依托国内饮料及酒水融合发展，

华致酒行得到较好的增长势头。

在终端覆盖能力方面，据公开资料

显示，在华致酒行品牌力与产品力双重

效应下，华致酒行自2010年开设的300家

门店，快速扩张至2018年近900家，其中

包括华致酒库和华致酒行连锁店。另据

不完全统计，还有超过3000家零售客户，

包括沃尔玛、盒马鲜生、苏宁易购等。除

此，华致酒行计划至2021年连锁门店数

量达到3000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消

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更迭，白酒行业逐

渐呈现集中化与高端化趋势。对此，卓鹏

战略董事长、首席顾问田卓鹏曾向北京

商报记者指出，随着后调整时代的来临，

行业呈现集中化趋势发展。其中，2019年

可以视为行业进入“名酒中的名酒”年，

在以茅台、五粮液为代表的名优酒带动

下，行业逐渐呈现集中整合化发展。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据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2019年初，华致酒行上线了“华

致优选”电商平台，主要经营茅台、五粮

液等名优白酒、老酒等酒品。另外，华致

酒行还开发出了“贵州茅台酒（金）”“五

粮液年份酒”“国乡荷花”“古井贡酒

1818”“虎头汾酒”等几大明星酒品，进一

步提升高端品牌力。对此，业内人士认

为，从2019年华致酒行与名优酒企联动

等诸多举措中不难发现，在品牌业绩不

断提升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华致酒行顺

应整体行业发展，逐渐向高端化与名优

酒靠拢。并且，华致酒行通过合作等方

式，也进一步做全产品品类，形成涉及名

酒、老酒、进口酒等全品类产品。

然而，作为流通环节的重要一环，

2019年以来，名优酒逐渐向商超端不断放

量，这从一定程度上对华致酒行等一系列

垂直类电商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对此，朱丹蓬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茅台放量对于垂直电商而言影响并不

大。反而，在渠道方面，对消费者的认知

会更加明确清晰。因此，这对于华致酒行

而言将带来更好的渠道红利以及消费端

红利。

北京商报讯 （记者 刘一博 冯若男）1
月15日，珠江啤酒发布公告称，经公司董事

长王志斌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

任黄文胜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从即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黄文胜现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业内人士指出，年前进行人事变动从

一定程度上表明2020年珠江啤酒将会进

一步对企业进行改革，这也使得依靠国

家拨款度日的珠啤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现状。

据北京商报记者翻阅年报了解到，

2019年半年报相关数据显示，珠江啤酒营

收为34.88亿元，同比增长5.47%；净利润为

4.54亿元，同比增长43.4%。其中，三季度营

收达到13.79亿元，同比增长5.44%；净利润

达到2.42亿元，同比增长50.63%。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珠江啤酒华南地区收入约为

19.56亿元，同比增长5.67%，占总收入的

93%；其他地区收入约为1.53亿元，同比增

长3.31%，占总收入的7%左右。由此可见，

珠江啤酒的收入中心仍是其大本营市场。

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啤酒消费在南方市场

拥有较大红利，加之珠江啤酒自身在广东

地区拥有较好的渠道、客户资源，因此该品

牌在广东地区的品牌力与营销力也较为稳

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黄文胜接任珠江啤酒总经理

北京商报讯（记者刘一博冯若男）1月
15日晚间，今世缘发布2019年度业绩预增公

告称，公司预计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3.81亿-14.96亿元，同比增长

20%-30%；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2亿-14.43

亿元，同比增长20%-30%。

事实上，2019年底，今世缘董事长周素

明便曾在2020今世缘发展大会上透露，按

照目前的发展来看，预计全年将顺利完成

年初既定目标任务。■■

对于2019年业绩增长，今世缘方面表

示，公司全力聚焦白酒主业，加速构建品牌

全国化新格局，全力推进“四个方面”协调

发展，深化“五力工程”，“品牌+渠道”双驱

动营销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市场份额不断

拓展，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快，营业收入增

速达到30%；并且，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尤其是公司“特A+类”产品销售增长较好

（指含税出厂指导价300元以上白酒产品），

收入增速超过40%，占公司收入比重也进

一步提高。■■

然而，通过分析今世缘各季度业绩报

告不难发现，2019年前三季度今世缘实现

营业收入约为41.14亿元，实现净利润约为

12.94亿元。因此，在前三季度的基础上，

2019年四季度，今世缘实现净利润仅为0.87

亿-2.02亿元。对于业绩的增长，有部分业内

人士认为，缘于今世缘于2019年迎合消费

市场需求，瞄准高端化推出新品。

今世缘2019年净利预增超20%

近年来，国际化成为白酒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清香型白酒更被众多业界观点认为是在口感上最适宜于国际化
的白酒种类。而山西省，就是这样一个以清香型白酒“打天下”的传统白酒生产大省。这里不仅拥有汾酒等知名品牌，更诞
生了汾阳王等一批初具规模的中小型白酒企业。尽管优势众多，但无论是业界还是当地官方，均指出山西白酒产业需要
面对企业大多规模小、品牌创建能力不强、市场营销能力弱等问题。为此，打造白酒产业发展新机制、扩大开放成为当地
政府以及企业在增强山西白酒品牌力与话语权时考量的问题。这其中，国际化便成为被较多讨论的话题。以汾酒为代表
的山西白酒企业，开始系统推进复兴计划，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汾酒近几年经营数据一览

2017年
营业收入60.37亿元，同比▲3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44亿元，同比▲56.02%

2019年
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91.27亿元，同比▲2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96亿元，同比▲33.36%

2018年
营业收入93.82亿元，同比▲4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67亿元，同比▲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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